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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表達性藝術治療
• 內涵：

– 因其多彩多姿之媒介樣貌，由外在而內在，自身體—心理—渲
洩—直覺—至超驗的體驗性介入等特質，逐漸取代長久以來用藝
術治療涵括處理人類情緒及心理困擾之趨勢。

– 其基礎不在於特殊的技術或媒介，而是在於回應人類苦難的藝術
能力。

– 關心的主題是人類受的痛苦和藝術的可能性。
– 美的責任的基本概念暗示了選擇適當的媒介以達成治療的效果。
– 想像力是創造力和意義的來源。
– 身體會動、聽、看及說，這都符合藝術的原則。



• 內容分類：
–視覺感受為主：

• 繪畫—沙遊—曼陀羅治療

–綜合性感官為主：
• 音樂–舞蹈–戲劇治療

–內在心理與心靈體驗為主：
• 明心療法–心理劇–家族排列

前言--表達性藝術治療

表達性藝術治療—視覺感受治療

繪畫是一種非
語言的表達工
具。



視覺感受治療—曼陀羅治療

• 曼荼羅（梵文: म डल ，Mandala，原義為圓形），又譯
為曼陀羅、慢怛羅、滿拏囉、曼達拉等，意譯「壇」、
「壇場」、「壇城」、「輪圓具足」、「聚集」等；藏語
的音譯為「吉廓」，意譯為「中圍」。

• 依照曼荼羅的各種含意，是為了描述或代表其宗教的宇宙
模型，或顯現其宗教所見之宇宙的真實，所做的「萬象森
列，圓融有序的佈置」，用以表達宇宙真實「萬象森列，
融通內攝的禪圓」。曼荼羅是梵文字的意思是「本質」，
「有」或「遏制」，也意為「圓圈周長」或「完成」。

• 榮格：成形、變形、永恒心靈的永恒創造。

曼陀羅是自體精神本質的縮影

視覺感受治療—曼陀羅治療
（續）

• 曼陀羅繪畫的創作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
間，容許創作者自由表達原本被壓抑、閉
鎖在潛意識中的過去傷痛經驗與情緒。



視覺感受治療—禪繞畫

• 2005年由字體Maria Thomas與其丈夫合力研發出來的繪畫方式，透過
重複畫圓線條等基本圖樣，畫出漂亮的圖形，且能藉由專注繪畫的過
程放鬆心情，達到療癒效果。

視覺感受治療—禪陀羅

• 是禪繞畫的進階畫法，為禪繞藝術創辦人從西藏的曼陀羅藝術獲得靈
感，並特別開發出圓形紙磚，又稱為「禪陀羅」

• 由於曼陀羅的圓形形式，以及其中出現的幾何圖形，與禪繞畫的本質
接近，因此兩者很自然地結合，創造出禪繞畫的另一種呈現方式。而
圓形禪繞畫可以不講求對稱，完全可以自由發揮。



治療方式

• 療程設計：

一個月共
八堂課

一個月共
八堂課

半個月共
四堂課

半個月共
四堂課

兩個月共
十六堂課

一個月共
八堂課

研究方式

• 成員為某教學醫院日間照護病房學員，共
15名。（男性：8名，女性7名）

• 採用結構性訪談的方式，收集結果。



作品

• 中度智能不足的知覺失調症患者
• 因家暴而發病的重鬱症患者
• 重鬱症患者
• 知覺失調症患者

結論

• 依據學員於訪談時的回饋，此方式能有助於協助其放鬆心情，且於創
作時較無壓力，不需思考應畫何物何事何主題，可自由發揮，甚至有
學員生在他開始想名字前，根本還不知道自己在畫何物，卻已完成。

• 而在執行活動的手法上加入要求於多長的時間內完成作品，學員表示
一開始真的很難達成，因要在一個小時內完成，不能早不能晚，有難
度，但真做到後，發現自己的心平靜下來。

• 在此研究中發現個案的心情可藉由外在的要求，如放慢或加快筆觸，
更改顏色，去改變。

• 在此研究中，於研究方式上較偏向個案報告式的經驗分享，於實證上
的嚴謹度較缺乏，但在個案的實質回饋上，可以了解，這是一個可行
的治療模式，但在實證的研究規劃上對個案的選擇及質性資料的收集
分析仍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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