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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以具備表達性的各式媒材為工具來進行治療的活動，便稱為藝術治療（趙彗

攸、曾馨儀、黃郁娟，2010），藝術治療一詞先前常出現於醫療、臨床心理、諮

商輔導等領域，是心理、醫療或輔導教育專業人員依照個案需求而給予的常見的

一種處遇方式，希望透過專業策略結合藝術活動，來協助個案達到療癒身心或改

善某項技能，林雯菱（2014）更強調在藝術治療中，專業人員皆秉持尊重孩的原

則，而非硬性地讓個案僅是完成無意義的創作，近三十年來更是國內許多相關專

業人員常運用的治療處遇。然而，目前在特殊教育的教育現場，有許多特殊需求

學生不僅在學習上容易遭遇困難，常常在心理與情緒行為的輔導上需要師長們多

加引導，除了給予孩子學習策略、增強個體所需技巧之外，運用藝術治療融入教

學的實例亦逐漸增加，有不少的國內外研究致力於藝術治療於特教生的教學上，

而藝術治療也與目前十二年國教所提倡的施行概念與作法有所相似，其透過跨領

域教學將藝術的創作活動結合教師希望學生習得的知能，並將之運用在日後的生

活情境中，另外，藝術治療的概念與做法同時也具備正向行為支持的理念，希望

透過相關藝術創作活動，來擴展學生的行為目錄，改善個體的生活及身心狀況，

進而提升個人整體生活品質，故與藝術治療相關之研究成效與研究方向值得特殊

教育工作者參考，並創新運用在教室裡。 

二、藝術治療的意涵 

在廣義的定義中，藝術治療一詞涵蓋著多元的相關活動，並非專指運用實體

的材料進行創作之活動，並常以「表達性藝術治療」來表示所有的藝術治療，李

宗芹、宋文里（2009）提到在治療活動中透過相關藝術媒介，像是：藝術、舞蹈、

戲劇、樂曲等，讓個體的身心靈、情緒、感官得以抒發與表達的方式，我們便稱

之為「表達性藝術治療」，起初美國精神醫學將上述的治療系統稱作「另類治療」

或「輔助性治療」，藝術治療屬於心理健康的專業方法之一，更是心理治療與諮

商輔導的新興領域。西元 2000 年紐約州修法通過，正式命名各種藝術治療並稱

之為「表達性藝術治療」或是「創造性藝術治療」，希望強調並在治療過程中看

重「創造性」（creative）、「表達性」（express），希望藉由藝術活動的創作和表達，

達到治療的功效。 

然而，表達性藝術治療涵蓋的內容多元豐富，若做更仔細的名詞界定，則各

類別的活動又能以更多的治療名稱來劃分，藝術治療融合了藝術教育與心理學

（Waller，2006）若狹義的來定義「藝術治療」指的是以藝術媒材進行活動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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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筆者搜尋國內外多數的研究，發現目前在藝術治療的研究介入中，常是實際

讓研究參與者運用相關藝術創作媒材，像是:讓個案透過操作使用來執行繪畫、

拼貼、黏土雕塑等活動，陳學添（2001）提到個案能選擇不同的藝術媒材來表達

感受，藉由技巧與材料的運用，統合個人的感覺、想法與情緒，作品更是一個重

要且實質的存在，能不受時間因素影響，讓個案能較完整地回顧自我成長與蛻變

的歷程，故從多數的研究來看，我們也可以歸納統整多數專業人員在實務運用方

面對「藝術治療」的定義常是:運用各類實體藝術媒材，進行創作及治療，並在過

程中產出藝術作品，進而表達自我看法與情緒，最終能得到療癒、改善個人狀態

的結果。 

三、藝術治療於特殊教育之研究應用與趨勢 

目前國內運用藝術治療於特殊教育的研究，相較於醫療以及諮商輔導領域這

兩大領域，仍較為少數，筆者以關鍵字「藝術治療」搜尋全國碩博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共有 178 篇藝術治療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其中有 32 篇是與特殊教育有

關、探討藝術治療於身心障礙者生活適應調查或介入成效等主題。筆者統計後發

現有一半以上的國內文獻以自閉症及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僅有少數

幾篇是針對選擇性緘默、學習障礙學生來做介入；在國外部分則是明顯以自閉症

學生為主，搜尋主要的國外文獻資料庫（例如: ERIC 教育研究資料庫）可發現於

較早期有學者 Emery 於 2004 年針對一位學前自閉症孩童進行藝術治療介入，並

探討其在發展、成長，及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影響，一直到近五年的研究都也是以

自閉症學生為研究對象居多，而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研究者採納的研究

方法多以單一受試法或行動研究來探討個體在過程中的成長，介入的變項多以增

進生活適應、提升社會互動技巧為主。 

依據我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自閉症的鑑定基準分別為社

交及溝通困難，以及具固定有限的行為興趣；故自閉症孩童常因語言限制以及障

礙特質，在社交情境常出現互動與調適的困難，但是藉由繪畫與藝術創作，他們

便能抒發口語難以表達出的個人感受（林婉婷，2011）；韓沛瀠（2022）指出藝

術治療能讓自閉類群障礙學童的感官感受達到滿足，減少自我刺激或異常行為的

出現；亦可以提升與他人溝通的表達方式，進而模擬練習社交技能；在藝術治療

的過程，可訓練自閉類群障礙症患者的自我情緒覺察與管理能力，因應自閉症學

生的障礙特質，藝術治療的活動內涵皆能達到統合其內在能力的功能；洪也婷

（2014）提到表達性藝術治療的過程中，個體對於自我概念有正向的改變，能進

一步執行自我的主導，提高覺察能力，並改善具情緒行為問題學生在自我概念、

人際互動、口語表達與專注力、過動、衝動控制等方面的能力，進而提升其對自

我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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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以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之外，眾多國內文獻中，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蔡品

純（2009）以特教班老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主要在探討教在課程融入藝術治療

理念的教現況，並進一步了解教學認知和實踐之間的關係、教師會面臨之困難等，

是目前藝術療研究文獻中少數以特教老師為對象並探討藝術治療於課程實施的

文獻之一，特教老師需具備調整領域學科和學生特殊需求的能力（吳武典，2020），

當前十二年國教課綱理念強調結合學生需求與課程學習，教師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故除了將藝術治療應用於特殊需求學生進行介入，針對教育專業人員

的藝術治療知能進行調查與介入的相關研究較為少數，但其意義深遠，值得我們

來探討，亦是未來執行藝術治療於特殊教育領域的研究可參考之方向。 

四、結語 

綜合以上，我們可知道目前藝術治療在特殊教育的應用趨勢，常以自閉症或

情緒行為學生為研究對象來進行教學介入，然而，目前我國特教法規中共列有十

三類的特殊需求學生，倘若未來的藝術治療研究能再擴及更多的障礙類別，這對

於特殊教育的課程教學會更加多元實用，將能積累與充實豐富的藝術治療教學活

動和策略，對於增進各障礙類別孩子的溝通能力、社會技巧與情緒管理有相當大

的助益，如何透過藝術活動結合學生特殊需求，並達到治療之成效，是身為特殊

教育工作者與相關主管機關應關注與探討的，為使我們的特殊需求學生擁有更好

的教育品質，筆者針對目前國內藝術治療融入特殊教育教學的現況，提出以下幾

點建議： 

(一) 建立良好的全校性支持系統 

校園中若全體人員能營造友善、安全的校園環境，那對於特殊需求學生來說

助益相當大，因為在進行藝術治療的同時，除了讓孩子擁有創作的技能與素材之

外，能在一個放心的場域進行藝術治療活動更為重要，故藝術治療活動的完善，

有賴於全校的人員來支持與配合。 

(二) 提升教育人員對藝術治療活動與媒材的知能 

藝術治療的教育活動需仰賴專業才能達到療癒性，教師必須在過程中適切的

引導學生，讓學生了解基本知能後，運用藝術創作的技巧，在過程中使個人情意

達到解放抒發，但學生除了在創作同時達到療癒之外，更需要有老師帶領其體會

過程中的意義。另外，了解不同媒材的特性及素材的運用方式，也是教育人員須

具備的基礎知識，例如：水彩、黏土等較能延展鬆散、流動性較高的媒材，比起

非流動性的媒材，更能夠讓學生們進行較多的情緒表達與想法宣洩，因此教師若

能擁有相關知能，必能在藝術治療上達到較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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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學生需求並對應特教課綱進行跨域課程設計 

Dunn-Snow 與 D'Amelio（2000）提到欲加強教育與治療之間的連結並達到

藝術治療的功效，是需要透過教師針對學生需求，進行事前預備再給予孩子教學

服務。在多數的研究中，多數學者針對自閉症學童的學習弱勢—社會互動能力來

進行教學介入，故在進行藝術治療的跨域課程設計時，除了針對藝術領域課程進

行參考之外，特教教師更可參考教育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針對學生需求，來對應課綱目前希望孩子具備的技能，

也讓教師在進行教學準備時能更有方向，以設計出符合學生需求的藝術治療課程

方案。 

(四) 教育主管機關應定期對藝術治療的實施現況做探討與分析 

讓孩子藉由回顧治療過程的改變，看見自己的進步，將作品意義化，進而肯

定自己的成長，並找到生命優勢，上述歷程，需要教師一步步的專業引導技能，

筆者認為國內相關教育主管機關可以針對教育現場的藝術治療應用情形做探討，

對整體特殊教育的發展將有所助益，各單位了解目前教育現場的實施現況後，針

對不足的研究主題，鼓勵相關學者進行探討；另外，若發現目前教師於教學中遭

遇的困境，能給予相關資訊與協助，列如：增辦藝術治療相關研習、提供藝術治

療融入特殊教育課程的經費等，再透過相關特教研習，結合各類障別的特教宣導，

倡導藝術治療融入課程的策略，增進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認知，也提升

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應用藝術治療在課程中的意願及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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