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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家长陪娃画一幅画，竟读懂了孩子的“心理B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儿童绘画对孩子的身体、心理、学习都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指导者们可以在活动中引导家长借助绘画为载体，去组织、实施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相信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近日，一堂针对全省家庭教育指导讲师的“向阳花”行动直播课堂火了。课堂中，主讲嘉宾、湖南省
心理卫生协会艺术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严虎用一张孩子的粉笔画，鼓励指导者和家长们通过涂鸦和绘画读懂、了解孩子内心隐藏的感受。 

据悉，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向阳花”行动在全省启动后，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今日女报 / 凤网积极组织专家研发“1+N”堂标准化课程。
其中，N 为品德教育、亲子关系、家庭环境建设等家庭教育指导课，陆续通过直播的形式面向全省家庭教育指导讲师进行培训，旨在全面提升
全省 1 万场家庭教育指导课的质量与水平。目前直播课堂已开展主题直播 3 场，累计观看数超 50 万人次，互动、点赞量超 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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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为一个高中老师，为什么不让

我家孩子加入小圆桌啊？”眼前这位高中

家长疑惑地问道。 

“因为我是中学老师，所以，我可以

帮你们分析问题，你们有需要，我也可以

帮你们设计合适你家的解决方案，甚至

这些帮助，我可以不收费。但也正是因为

我是高中老师，我太了解高中阶段时孩子

和家长的教育痛点，所以，我才做了这个

只针对小学阶段家庭进行家庭教育补全的

‘小圆桌’。”我很真诚地回答道。“小圆

桌公益课堂”是向我自己所住小区的

公益课堂，免费向小区儿童开放，开

展绘画课、舞蹈课、有效阅读课、趣

味游戏等活动。

类似这样的对话，如今已经成为“拒

绝”高中生家庭加入小圆桌的“城门”了。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参与了

3000多组家庭的教育内容后，我坚持认

为家庭教育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是仅仅减少

苦难，更应该侧重预防，考虑如何为家庭

增加幸福感——在问题产生的根源上做

预防，而不是等问题出现，甚至痛苦发生

了，才去设法解决。 

不久之前，媒体找到我做了一次采访，

记者问：“您的长辈在您小时候是怎样对

您进行教育的呢？他们的教育给你带来了

什么成就呢？” 我愣了一下，因为在我印

象中，我爸妈对我没有过正规的教育。可

能也是因为如此，我一直不太喜欢用“家

庭教育”这个词，我认为“家庭支持”会

更贴切我的理念。 

于是，我这样回答：“我不认为我家

长辈有想过要怎么教育我，但我爸妈给我

留下的记忆，很多都是舒适的，留在我脑

海里的是一幕幕幸福画面。” 

“比如，我特别清晰地记得，一个周日，

我爸妈带我去公园，那一天我们没有骑车，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步行，我妈在我右边

牵着我，我爸在我左边牵着我，他俩特

别有默契地喊一，二，三，然后，一起用力，

把我荡得好高！我现在还记得那个飞起来

又充满安全感的感觉，然后，他俩又一

起再把我接住，特别刺激好玩！再比如

一个画面，应该是我 6 岁时候，一个冬

天的晚上，好冷，于是我就偷摸到爸妈床

边，厚着脸皮钻进了爸妈的被子，不声不

响地挤在他们俩中间，当我还在内心祈

祷他们不要把我赶走的时候，我就感觉

到两边各伸来了只温暖的手臂，带着被子

把我包裹，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子就这样

抱着睡觉。” 

“还有好多这样的画面，比如，我和

我爸从公共澡堂洗完澡，头顶银河星空

走在回家路上，他骑单车，我搂着他的

腰，拽着他的衣襟坐在他身后，认真听着

他教我认识天上的星星……这些在当时看

起来，好像毫无教育意义的生活情节，却

在我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中给了我巨大的勇

气——每当我碰到苦难时，这些家庭生

活中的不起眼的画面就像漫天繁星陪伴着

我，像一盏盏航海灯指引着我，像一堆篝

火温暖着我，像一个柔软的沙发包裹着我

……当时我的家长根本没想教育给我任何

东西，也没有想教育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更没有教育我去理解什么大道理，他

们就是想带着我开心地过日子，可是你知

道吗？就是这种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日子，

像一种巨大的精神魔法，支撑和治愈着我

一辈子。”

所以，家庭教育到底是什么呢？让孩

子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进而再告诉孩子，我们要对未

来怀抱希望，脚踏实地追求美好生活。 

至此，就已然是家庭教育的全部模

样。

家庭教育是增加幸福，而不是减少痛苦家庭教育指导手记⑥

当下很多家庭最难解决的

矛盾就是亲子关系，因为生活

琐事、学习等，孩子的各种行

为父母无法接纳，导致亲子关

系破裂。但有调查发现，绘画

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绘画

心理学，是根据心理投射原理，

来解码绘画者内心世界的一种

方法。 

作为一名从事绘画心理学

研究十余年的学者，严虎告诉

记者，孩子笔下的绘画，看起

来稚嫩、简单，但从一些元素

出现的频率和排列方式，能看

出孩子的心理问题和家庭问题。 

“这是一个 10 岁女孩画的

《我的家》，孩子说，背靠大山

的小房子就是自己的家。想象

一下，如果你是这个女孩，住

在这样一座房子里，你会有怎

样的感受？”通常来说，如果

向孩子询问对家的感受、对父

母想说的话，孩子可能很难直

接用语言完整地表达，但通过

绘画可以知道他们内心的答案。

家长要了解绘画心理学
 严虎曾接触过一个 9 岁的女孩小丽（化

名），她在家天天玩手机，不写作业，经常

和家长拌嘴，而严虎最初和小丽语言沟通

时也遇到了障碍。这时，他让小丽画了一

张“家庭动态图”，一下就发现了症结所在：

爸爸和妈妈都在玩手机，而她自己一个人在

看书。 

“后来，孩子就说了一句话：‘爸爸每天

回家只玩手机，妈妈就生气，我一个人看书，

怎么看得进？’”严虎当即和小丽父母说明

了情况，告诉他们应该言传身教，好好给

孩子做榜样。 

“每一个家长都应该了解一点绘画心理

学。”严虎说，家长通过画，可以有意识地

识别孩子的状态和情绪，也可以通过绘画

和孩子沟通。他建议，家长可以让孩子画

一幅“全家福”，来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比如看画面大小，反映孩子本身自信程度；

看画面完整、精细程度，反映孩子自我认

知程度；看画中人物间的距离，反映人物关

系亲疏远近；看画中人物先后顺序，反映人

物在孩子心中重要程度等。

孩子的画会说话

文 / 余文超（株洲市荷塘区家庭教育指导者、“小圆桌公益课堂”创办人）

绘画育儿的方法也惠及了严虎自己的家

庭。一次，他让女儿画了一幅全家福，但

最后发现画中只有孩子和妈妈，女儿的解

释是“没有地方画了”。

 严虎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陪伴孩子太

少， “父亲”角色的缺失，反映到了孩子的

画中。于是他挤出时间，和孩子去参加夏

令营，当夏令营结束再次让孩子画全家福

时，女儿首先画的就是爸爸，其次画了自己

和妈妈。 “绘画也扩展了亲情交流的方式，

一张画，就是孩子的一句心里话，看懂孩

子的画，也就是看顾了这个家。”严虎说。 

很多宝妈头疼孩子写作业磨蹭、赖床、

厌学等，总是逼孩子，却总是适得其反。

通过改变孩子的行为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行

为背后的原因才是关键。严虎说，聪明妈

妈可以利用绘画帮助自己更好地管理孩子。 

“有个孩子不想写作业，我建议让孩子

先画幅画，一边释放、缓解压力，一边有

一个心理缓冲，画完之后孩子就主动坐回

书桌了。”严虎说，很多时候，孩子对抗的

是父母的催和逼，越催越慢。当家长能耐

下心跟孩子聊聊天、画幅画，玩一会，磨蹭

的问题就能一应而解。

 而绘画这一“工具”，在家庭教育工作中

可以得到更好的应用。“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绘画了解孩子的个性、心理状况、发育水平。

其次，绘画可以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释放和

表达的出口。最后，它可以作为家长和指导

者们打破孩子‘心防’的工具，作为一种无

声的语言，方便和孩子建立更好的关系。” 

严虎告诉记者，遇到有着不同问题的

孩子和家庭，自己会设置不同的绘画主

题。比方说孩子自卑，就先让他们画“树”，

投射出他们内心的状态和想法，告诉家长

多用积极正向的心态来欣赏孩子。“梦想、

家庭、生活，孩子们的画作就是一张‘心

理 B 超’，只要足够用心，就能发现蛛丝

马迹。” 

孩子画画改变的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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