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2 年 9 月第 4卷第 9期

基金项目：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艺术治疗对小学特殊儿童干预的实证研究（202111463021Z）”。

通讯作者：李荣誉，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文章引用：李荣誉，杨双卉．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综述［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2，4（9）：1078-1087．

https://doi.org/10.35534/pc.04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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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殊儿童因为生理和心理的缺陷，往往会在认知、情绪、行为、社会适应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心理问题，艺术

治疗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心理治疗方式，已被证实能够有效干预特殊儿童的心理问题和行为反应。在我国艺术

治疗对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中，以绘画治疗、音乐治疗、沙盘游戏这三类艺术治疗形式为主，它们各有其优

势和侧重。本文根据当前我国艺术治疗干预特殊儿童发展现状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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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在狭义上是指有生理或心理缺陷的儿童。目前我国特殊儿童受教育方式主要有三种：特殊

教育学校、普通学校等机构附设的特教班和普通学校的普通班随班就读［1］。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

样调查显示，全国残疾人口中，0 ～ 14 岁的残疾人口为 387 万人；学龄残疾儿童中，63.19％正在普通

教育或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而现在，世界范围内社会融合的理念和融合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国内要愈加关注更大量的具有各种“特殊需要”的儿童，还有许多未能明确诊断、没有特定标签的儿童，

也迫切需要基础教育和帮助［2］。

特殊儿童的干预和教育可以通过艺术来实现。艺术可以是人与人交流和表达情感的一种形式，富有

想象性和极大的包容性。对于特殊儿童来说，由于他们心理发展不成熟、受教育水平不高，不具有流畅

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可能受性格、环境等影响会躲避与他人交往、拒绝自我表露，这时

就可以借助艺术媒介间接地表达出来。特殊儿童的内心想法和感受能够投射在艺术媒介上，通过这个方

法可以评估和帮助了解特殊儿童的困难和需求，进而实施针对性、计划性的干预手段，促进他们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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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殊儿童

1.1  特殊儿童的心理特点

特殊儿童在狭义上是指有生理或心理缺陷的儿童。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生理上的特殊性，身体缺陷

如视听障碍、行动障碍、语言障碍等，导致他们对获得丰富的感官刺激感到无能为力，从而会产生厌恶

自己的自卑心理，并且害怕他人关注自己的缺陷而受到嘲笑、攻击、孤立，使他们变得敏感、多疑多虑

和敌对。所以特殊儿童的情绪多出现焦虑易怒，负面情感体验强烈，在行为上体现为攻击性强或自闭孤僻，

可能患有多动症或自闭症。另一方面，生理缺陷造成的心理问题又可能具有反作用，心理问题严重的特

殊儿童，还可能出现失眠、躯体化的现象，如头晕、腹痛等，加重其适应不良的情况。所以特殊儿童无

法像正常儿童那样能够发展同伴关系，融入学校班级，适应环境，发挥才能。相反，他们因身体缺陷或

心理上对集体环境的排斥等，对正常学习生活适应困难，还可能会扰乱秩序、伤害他人。他们不能形成

清晰的自我认知，情绪调节困难，不利于他们形成健全、稳定的人格以适应社会。

特殊儿童出现上述问题后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介入和帮助，可能会使问题愈演愈烈，对特殊儿童

本身及其家庭、学校带来消极影响。

1.2  推进特殊儿童融入的必要性

特殊儿童的融入是指特殊儿童进入普通班级里与正常儿童一起接受普通教育、增进学习的一种方式。

从特殊儿童个人层面上来看，首先，特殊儿童需要获得良好的疏导和教育。特殊学校或家庭对特殊

儿童的教育具有局限性，使他们过于关注自身的特殊性，把特殊缺陷放在第一位，而无法认识到自己的

能力界限，容易自我否认，效能感低，并且对特教老师和家长可能产生依赖，难以发展独立的人格和适

应环境的能力。在他们心理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融入普通学校能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接触不同的社会

环境，减少对自身缺陷的过分关注，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自我、认识多样性世界，发展兴趣爱好，以获

得接纳感和效能感，建立稳定健全的人格，促进全面发展。

其次，特殊儿童社会能力的良好发展是必要的。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观理论，小学儿童时期的

发展任务是克服自卑感，获得勤奋感，体验能力的实现。特殊儿童的能力发展必须受到重视，挖掘特殊

儿童的潜能能够帮助他们体会到成就感，建立自信，获得自我效能。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儿童的关注点

由家庭内部转变为外部世界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关注同龄人。儿童需要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逐步建立人

际关系，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而特殊儿童往往难以与正常儿童建立一个健康友好的友谊，已有研究证明

特殊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和友谊质量均低于普通儿童，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的同伴关系不乐观［3］。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特殊儿童虽然占比较少，但也是学校教育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在学校的心

理健康教育中需要进行特别关注。而特殊儿童融入正常学校也是教育系统的正向转变，能够反推学校对

特殊儿童融合的配套措施的改进和完善，使特殊儿童可以接受高质量的普通教育。近年出现的特殊儿童

缺乏积极有效的心理疏导而导致的自杀事件、犯罪事件，对儿童本人及其家庭、学校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甚至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这足以证明重视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帮助特殊儿童更好地融

入社会交往中，学会遵守规章制度，养成健康良好的习惯，发展稳定健全的人格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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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公平和谐的角度来看，特殊儿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需求和权利应当受到关注，这

是实现社会公平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不可忽视，他们享有与正常儿童一样的受

教育权，可以在最少限制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成为普通班级的一员。即便存在着缺陷，在了解自己的能

力和长处后，他们也有希望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在社会大环境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做出一份贡献。

2  艺术治疗

艺术治疗属于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在发展之初，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经典代表的长期心理治

疗。随着社会发展，医疗保健的限制，来访者需求多样化等原因，各流派的心理治疗都面临向短期心理

治疗转变的压力，即在次数有限的情境下，有效针对来访者的心理障碍展开治疗［4］。

在 20 世纪中叶，注重体验过程的创造性艺术治疗应运而生。艺术治疗于英美两国率先发展为一门

心理治疗专业，该疗法以艺术和心理学为基础，融合了教育学、精神病理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和

思想。艺术治疗主要受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治疗师使用移情、隐喻、象征等手法，将来访者的

艺术表达与无意识相联结，通过与来访者的沟通和交流，帮助来访者发现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在艺

术创造的过程中，达到身心协调、整合的目的。 

根据不同的艺术媒介，艺术治疗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绘画治疗、音乐治疗、沙盘游戏等。其中，荣

格是最早将绘画疗法应用于临床分析的精神医生，在他看来，描写、勾画、颜料涂抹等视觉化表达，比

传统的语言会谈更能直观反映患者内心的问题，通过建立患者与原型层面的联系，跨越意识与无意识的

鸿沟，激发患者的想象和内在潜能。

在我国，艺术治疗起步较晚，相关领域的发展还不够成熟，但已有多名研究者将艺术治疗应用于具

体的实践干预，并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成果。其中，艺术治疗以其直观性、可操作性、灵活趣味性等特点，

被广泛应用于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中，这些研究大多都有效促进了特殊儿童心理、行为、情绪、社会交

往等方面的进步。

3  国外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

3.1  国外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

发达国家对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有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干预模式，整体上形成了

以医疗服务为中心、以家庭为依托、以康复中心为基础的早期干预模式［5］。功能性干预模式在美国成

了矫正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重要方法，它主要通过评估—计划—再评估的积极行为支持程序起作用［6］，

对特殊儿童的行为问题矫正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发达国家对特殊儿童评估的流程有系统和完善的操作，

同时对评估人员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7］，由于美国的特殊教育起源较早且发展相对

完善，他们已开始使用干预反应模式，避免和减少特殊儿童问题严重化，起到“早发现，早治疗”的效果。

3.2  国外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研究

艺术治疗起源于西方，最早由艺术治疗之母 Margaret Naumburg 于 19 世纪 40 年代明确提出了艺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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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定义［8］。随着西方特殊教育的飞速发展，艺术治疗逐渐进入特殊教育领域，多名研究者在这方面

展开研究，得到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数字化结果，并在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案和研

究工具［9］。

西方艺术治疗的理论和实践都趋于成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并在细节方面不断补充和发展，

为我国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4  国内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

国内学者对特殊儿童的研究主要包括描述总结和实证研究两大类。有不少关于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

育模式的探究，运用了复杂系统观分析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的基本依据和思路［10］，高俊杰等人

在考察特殊儿童心理教育现状后提出了几点建设性的策略［11］。特殊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是目前国内学

者较多关注的方面，许多干预方式和治疗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改善特殊儿童情绪行为的研究中，音乐治疗、

个案工作行为治疗、感觉统合训练、团体沙盘游戏等方法已证实其成效。

在我国，孟沛欣是将艺术治疗应用于临床实践的第一位博士［12］，随后，多名专业研究者在这个领

域展开了相关研究。目前，艺术治疗已被应用于多种临床实践干预研究，如身心障碍患者、心理危机干

预、适应性发展等，干预对象的年龄从幼儿分布到老年，涉及范围较广。其中，特殊儿童因为不易沟通、

孤独封闭等特点，当传统心理治疗干预遇到困难时［13］，艺术治疗却十分受其青睐。在我国，已有多项

研究证实，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心理病症的干预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

4.1  绘画治疗

绘画治疗是将绘画作品作为媒介的心理治疗方式，多以主题绘画为主，主题绘画即根据一个给定的

主题，进行绘画创作，经典主题绘画有房树人、雨中人等。绘画作品中的意向往往暗含一定的隐喻，其色彩、

线条、位置等也能够进行一定的引申，这些都暗示着患者的潜意识和心理状态。治疗师通过对患者作品

的解读，与患者的潜意识对话，达到心理治疗的效果。绘画治疗中绘画的门槛较低，对患者的美术造诣

并没有什么要求，特殊儿童往往只需要画笔和纸，便能够随心所欲地展开艺术创作。

4.1.1  绘画治疗的测量作用

在较为成熟的主题绘画中，相关意向的解读更加清晰，能够帮助治疗师更精准地掌握患者的心理状

态。因此绘画治疗也会被应用于心理测量和筛选，乐瑶曾对 230 名学生进行房树人绘画测评和 ADHD 症

状准则筛选，最终选取了 7 例 ADHD 倾向儿童进行团体艺术治疗［14］。绘画治疗的测量作用一方面能够

帮助治疗师对患者的心理问题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筛选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患者进行

针对性的后续治疗。

4.1.2  绘画治疗的干预作用

对学龄前儿童的行为干预。学龄前儿童的生理发展较快，容易出现心理失衡，产生一定的心理行为

问题［15］。绘画治疗中，学前儿童精细的手指动作，能够加强其对身体的控制，促进自我意识的发展。

沉浸在绘画创作中，学龄前儿童的注意力、多动等问题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改善。胡斌、孙丽贤等研究者

在此方面的研究均获得了一定的干预效果［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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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闭症儿童的干预。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疾病，以言语障碍、社交障碍、重复刻板行为为

主要特征。传统的语言性心理治疗中治疗师难以跟自闭症儿童沟通，而绘画疗法中，符号语言能够帮助

治疗师了解自闭症儿童的内心世界，有效展开针对性的干预治疗。黄媛通过对自闭症儿童实施心理干预，

有效改善了自闭症儿童的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利于其情感与认知的发展［18］。崔建华和谢小璐

在对自闭症儿童的干预中，虽然在语言和社交因子中没有获得显著的干预效果，但是自闭症儿童的认知

和行为反应有较为明显的改善［19］。

对智力缺陷儿童的认知干预。智力缺陷儿童因其脑的先天发展不足或后天身体创伤，使其在智力方

面滞后于同龄儿童，如智力障碍患者和脑瘫患者。这类患者往往难以进行抽象的思维表达，绘画的直观

具体性有利于促进智力缺陷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20］，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注意力、思维力和想象力［21］，

同时能提高其对自身情绪及行为的掌握［22］。

4.2  音乐治疗

不同于绘画治疗的视觉直观性，音乐治疗是依托于听觉感官的心理治疗方式。治疗师通过节奏、旋

律等音乐元素，针对特殊儿童进行针对性设计，帮助特殊儿童改善行为问题、认知问题、情绪问题、人

际交往问题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柯达伊音乐教育法、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法为世界三大音乐教育体系，

这三种音乐教学法也被运用于对特殊儿童的音乐治疗中。其中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许多原则和理念与音

乐治疗的原则和理念相吻合，这一治疗方法被我国学者较多采用。

对孤独症儿童的干预。孤独症与自闭症同义，临床表现为社会沟通、人际交往方面的持续性缺陷［23］。

与绘画治疗相比较，音乐治疗除了对孤独症患者认知、情绪、行为方面的改善外［24］，重点表现在语言沟

通能力的提高。李华钰和万海峡分别对孤独症进行了言语沟通方面的音乐治疗［25，26］，研究结果发现，音

乐治疗能够较好地改善孤独症患者的言语障碍，这样的结果也能进一步提高孤独症患者的人际交往能力。

对脑瘫儿童的干预。绘画治疗主要调动了智力缺陷儿童的观察和想象能力，对认知方面有很好的干

预效果。在音乐治疗中，治疗性乐器演奏有利于儿童精细运动的改善［27］，而接受、演奏和再创造式三

种音乐治疗方法结合的干预方式有效提高了脑瘫儿童的社交功能［28］。另外，有学者提出，奥尔夫音乐

治疗能够对智力障碍儿童的抑郁、焦虑和孤独等情绪方面的改善能产生积极作用［29］。

孤残儿童的问题治疗。孤残儿童指的是失去亲人及自立能力的儿童，他们生理和身体经历的遭遇往

往会使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问题。目前国内已有研究者提出音乐治疗对孤残儿童的心理及行为问题的

干预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并提出了相关作用机制和干预方案［30，31］，但具体的临床干预研究较少。

4.3  沙盘疗法

沙盘游戏基于荣格心理学，而荣格本人深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影响，他的理论和基于他的理论

所发展出来的治疗方法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影子。因此沙盘游戏在中国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

病症的干预和治疗，对于特殊儿童的干预中，沙盘游戏、绘画治疗和音乐治疗相互补充，在部分上述两

个治疗方法较少涉足的领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对自闭症、脑瘫患者的干预。与绘画治疗和音乐治疗类似，在沙盘游戏对自闭症的干预中，对自闭

症儿童的不良行为、情绪有明显的改善效果［32，33］，在对脑瘫患者的干预中，沙盘疗法帮助脑瘫患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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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自我意识，能够有效推进其心理康复治疗［34，35］。值得一提的是，沙盘游戏还被运用于自闭症儿童的

课堂融入干预，肖李娟和张兴伟两位研究者对 12 名课堂扰乱行为的自闭症儿童实施干预，帮助他们表

达情绪、控制行为，最终这些儿童的课堂扰乱行为减少，而课堂参与有所改善［36］。这项研究结果对解

决特殊儿童的课堂融入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发展性障碍儿童、情绪障碍儿童的干预。沙盘疗法对发展性障碍儿童的干预主要体现在语言方面，

对于言语发育迟缓的儿童，沙盘疗法能帮助其更好地融入语言能力的康复训练中，帮助其提高语言表达

能力［37，38］。对情绪障碍儿童的干预也主要集中于焦虑性情绪障碍，研究表明，沙盘游戏对焦虑性情绪

障碍患儿的干预效果较好，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可以有效改善其负面情绪［39，40］。

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干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

同时伴有其他相关心理症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精神障碍类疾病。多名研究者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展

开了干预研究，对学龄前幼儿到小学儿童均有所涉足。研究发现，沙盘疗法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病症，在多

动问题、品行问题、学习问题、身心障碍问题、焦虑问题方面均有明显的改善［41-43］，具有良好的推广意义。

4.4  其他艺术治疗形式

艺术治疗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治疗方式，在我国，许多治疗方式已被较多运用于特殊儿

童的干预中，如上文介绍的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和沙盘游戏，而有些艺术治疗形式才刚刚涉足特殊儿童

的干预研究，也有很多尚未涉足。

舞蹈治疗。舞蹈治疗是一种“体验式”治疗方式，顾名思义，舞蹈治疗就是以舞蹈或即兴动作的方

式帮助患者治疗情感、认知即身体障碍的一种心理治疗方式［44］。舞蹈治疗又常常伴随音乐治疗，我国

学者邬江结合音乐治疗和舞蹈治疗，利用规律将其长期应用于自闭症儿童的干预，产生的效果良好，尤

其是在特定领域［45］。

心理剧训练治疗。心理剧本身具有宣传积极的生活方式，治愈心理的作用。除此之外，李静在对孤

独症患儿为期三个月的心理剧训练中发现，患儿的社交障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46］。

文博创作治疗。博物馆是艺术和文化的融合，学者王晓阳创造性地提出使用文物内涵带领孤独症患

儿进行艺术创作，让文物成为儿童的表达桥梁，提高儿童的行为认知管理和社会性互动［47］。

综合上述艺术治疗形式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艺术治疗对不同的病症具有不同的疗效，即使是对于

同一病症，也各有其侧重点。因此，在实施干预的过程中，如果只是单一的艺术治疗形式，虽也能取得

良好的干预效果，但干预方面总有局限。针对于此，我国学者孟沛欣提出整合性艺术治疗，即在一种治

疗方式中引入其他艺术形式，突破材料和患者个人素质的限制，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12］。上文中邬江

结合音乐治疗和舞蹈治疗便体现了这一理念。

除了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实证干预领域，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有研

究者基于 Wos 数据对国外近十年来艺术治疗的可视化分析［48］，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总结了国外研究者在

艺术治疗对特殊教育干预中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热点，结合我国国情，在教育环境、研究目标、本土研究

及发展取向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同时，艺术治疗师的专业能力和相关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国内

艺术治疗的相关人才较为缺乏，对治疗师的培养也不够体系，李桂枝和方仪提出“构建特色艺术治疗课

程群”［49，50］的观点，在具体的课程研究领域推进艺术治疗的本土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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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足及展望

特殊儿童的心理问题亟待关注，我国学者积极总结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特殊儿童多方面的干

预都卓有成效，但我国开展特殊教育历时较短，引进艺术治疗的干预方式也呈现“模式化”，待进一步

的发展与创新。

5.1  完善体系，创新发展艺术治疗本土化

艺术治疗起源于国外并渐趋成熟，反观国内，艺术治疗才刚刚起步，其干预过程也往往是简单迁移

国外模式，对艺术治疗评估、施测、治疗等缺乏系统的本土化的研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我

国人口众多、分布广，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若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可能出现效果不佳、

事倍功半的效果，因而在借鉴国外先进特殊儿童教育与艺术治疗体系的过程中，要以扎根本土为基础进

行“中国化”。学习借鉴国外从特殊儿童的测量评估开始的系列操作化、专业化的流程，加强与先进发

展艺术治疗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合作，不断吸取经验和心得，根据国内特殊儿童现状和艺术治疗发展

状况，有针对性地完善艺术治疗的本土化模型，健全评估与治疗模式，创造性地开发本土化的艺术治疗

形式，做到有的放矢，提高艺术治疗的干预效果，才能逐渐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特殊儿童艺术治疗评估、

教育体系。

5.2  全面发展，深入探索艺术治疗的理论研究

一方面，尽管目前确有实证证明艺术治疗干预特殊儿童的有效性，可是艺术治疗的客观性及可靠性

仍受到人们的质疑。艺术治疗发展至今，其操作性定义及效果评价还不够明确，艺术治疗的测验、诊断、

原则及方法尚未成体系。其次，治疗的量化和泛化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51］。艺术治疗的干预效果不能

仅停留在治疗当中，特殊儿童如何将其泛化到日常实际生活中，这关系到艺术治疗的维稳性，是研究者

应当重视的问题，也是研究的新趋势。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中尚存一些局限，如干预对象，我国艺术治疗

干预的特殊儿童多为心理障碍儿童，对听力、肢体等残障儿童干预较少，再如艺术治疗的形式，我国应

用于干预的艺术治疗形式多以绘画治疗、音乐治疗、游戏为主，其他形式较少。这些局限都缺少相应的

理论指导，如残障儿童的心理特点、其他艺术治疗形式的运用原理及方案等，有效的理论为艺术治疗的

成功干预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学者应发挥优势，拓宽艺术治疗的研究领域。

5.3  组织培训，注重提升治疗师的专业素养

在我国广泛运用于特殊儿童干预的几种艺术治疗形式中，这几种艺术治疗的干预对治疗师和特殊儿

童的艺术造诣并没有太高的门槛，但是对治疗师的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的要求却很高。特殊儿童创作的

一幅画或一个沙盘作品，其中的意向往往具有多种含义，不能单一地解读，需要结合特殊儿童的病症和

个人经历做出最适合的解释，这对治疗师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外，特殊儿童心理发展不成熟，

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不配合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师随机应变，拉回特殊儿童的注意力，

或者利用好特殊儿童不配合背后的心理因素，将其转化为干预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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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掌握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及特殊教育理论之外，艺术治疗的治疗师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够灵活地为特殊儿童选取合适的艺术治疗形式，关注艺术创作结果的同时，更关注艺术创作的过程，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对特殊儿童进行专业性的诊断与评估。国内治疗师大多为特殊教育

一线教师，他们熟悉特殊儿童的心理，却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理论丰富后，对于人才的培养也不容忽视，

治疗师的专业素养越高，治疗效果也越好。

总的来说，我国艺术治疗对特殊儿童的干预研究虽相比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仍处于稳步发

展中，且取得了一定的干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应创新发展中国本土化艺术治疗，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

培养，推动我国艺术治疗的进一步发展，为保护特殊儿童心理健康发展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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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Art Therapy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Li Rongyu Yang Shuanghui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Abstract: Because of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fects, special children often have certai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terms of emotions, behaviors, and social adaptation. As a creative 
psychotherapy method, art therapy has been proved to be able to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of special children. In the intervention research of art therapy on 
special children in China, painting therapy, music therapy and sand play are the three main forms of art 
therapy.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emphase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art therapy intervention for special children in China.
Key words: Special children; Art therapy; Intervention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