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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绘画疗愈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将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可以更好地唤起积极情绪，使疗愈身

心的同时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但是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存在技法难、理解难、需要的

工具较专业、绘画时间较长的问题，借助人工智能绘画工具的力量，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些难点。本文提

出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的主题去进行AI绘画：对自然景观的绘制、将不同技法相组合创新、创作神话与

科幻相结合的故事并配图，在创新的同时感受文化的力量，获得心灵的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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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therapy has been proven to enhance mental well-being by foster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relaxation. Incorpo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art therapy can further evoke positive 
emotions, allowing participants to experience both psychological healing and a deeper connection 
with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traditional art therapy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omplex techniques, 
cultural barriers, specialized tools, and time-consuming processes. Fortunately, AI-empo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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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 tools offer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se limit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key themes 
for AI-empowered art therapy: (1) depicting natural landscapes to promote tranquility, (2) blend-
ing and innovat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3) creating narrative illustra-
tions that merge mythology and science fiction. By exploring these themes, individuals can simulta-
neously experience cultural enrichment and spiritual healing, making art therapy more accessible 
and impactful. 

 
Keywords 
Art Therapy, Traditional Cul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艺术疗愈是利用艺术来改善和加强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感健康，通过艺术的创造性过程去获得个

人成长的疗愈方法，而绘画疗愈是艺术疗愈中较为容易开展且效果最为显著的治疗方法(Chiang et al., 
2019)。绘画疗愈指让人们用彩色笔和画纸等非语言工具，以绘画的形式将自己潜意识或压抑的、不能用

言语形式表达的真实情绪、感受、想法等间接地表现出来，绘画者通过发泄被压抑的负面情绪和压力，

情绪得到宣泄，压力得到缓解，从而能更好地面对生活(曹钰，2021)。 
绘画疗愈适合所有年龄阶段的人，从儿童到老年人，人类幼儿从 15 个月开始就可以拿起铅笔涂鸦，

到 4 岁时，孩子可能已经能够画出人物形象(Cheng, Elamin, May, & Kennedy, 2023)。作为艺术治疗的一种

常见形式，绘画不仅可以帮助个人解决或缓解由心理因素引起的情绪问题或心理障碍，还可以通过绘画

过程整合感受，提高自我理解，促进成长并提供舒适愉快的情感体验(Cui & Wang, 2022)。近年来，各种

研究的结果表明，绘画疗愈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疗愈方法，帮助患者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感受、思想

和想法，释放负性情绪、压力和焦虑(Al-Rasheed & Al-Rasheed, 2023)。绘画艺术疗愈创作的过程就是利

用内在精神向外输出凝结的符号或图像来分析主体的内心真实感受，从而达到宣泄和治愈的深层疗愈目

的。绘画所呈现的视觉符号是创作主体内心潜意识具象化的结果，图像则是具象化的象征物，是创作者

内心世界的投射。因此，创作者能将绘画创作间接地用潜意识反映出来，安抚心灵。当一个人全身心沉

浸于当下的创作时，他所有的真实感受、情绪、创造力，都将融入进作品里，艺术疗愈的魅力在于不需

要聚焦于“疗愈”本身，在转移注意力和集中创作的过程中，疗愈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比如，绘画疗愈可

以鼓励自闭症儿童通过使用非语言表达来表达他们的经历，改善他们的社交互动(Jalambadani, 2020)。在

焦虑症和抑郁症越来越普遍的当下，绘画作为一种疗愈方法可以减轻抑郁和焦虑症状，疗愈及增强情绪，

促进社会功能的恢复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王燕萍等，2011；Al-Rasheed & Al-Rasheed, 2023)。国内的绘画

疗愈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但 20 世纪 90 年代始才对绘画疗愈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应用。 

2.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绘画疗愈 

每个人生长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心理发展与社会和文化环境密不可分，如“绘画疗愈”这

个名称所述，包括“绘画艺术”和“心理疗愈”两个部分，是“绘画”和“心理”两要素的紧密结合，其

中包括的创作过程、绘画技法、作品本身包含的文化内涵，都会对人的心理具有潜移默化的调节。因此

对人进行的疗愈也需考虑结合中国人独特的心理和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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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植根于地域文化，不同的文明孕育着不同的艺术形式，鉴于艺术疗愈源于西方，因此它身上不

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的印记，它是缺乏多样性的，对世界各地艺术实践范围的涉及也是有限的(Kaimal & 
Arslanbek, 2020)，美国艺术治疗协会认识到多元文化能力和多样性的必要性，以及对文化意识和文化遗

产的敏感性，包括审美经验和艺术经验如何影响艺术治疗过程(Arslanbek, Malhotra, & Kaimal, 2022)。绘

画疗愈早期由西方发展，而后传入中国，并且其适用性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实证论证，而中华文化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哲学思想、道德理念等，发展本土化的绘画疗愈方式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绘画疗愈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绘画疗愈的融合

特征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2.1. 中国传统文化对绘画疗愈的影响 

与西方哲学注重理性思辨不同，中国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更注重在修养身心的实践，

提高心灵的境界(黄济民，陈光磊，2005)。中国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心问题、身心修养放在核心

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心性论思想，这种心性思想构成了特定的心理文化，几千年来起着维护国人心理健

康的重要作用。而道家思想是影响心理治疗最为深远的中国哲学体系(吴晶，2020)，当中国传统精神与绘

画疗愈发生碰撞，以笔墨为基础，以意境为宗旨，倾注个人的思想和才情，进而寓情于画、以画言志、以

画抒情，在画中表现的是儒道的精神，体现着对自然之美和天人合一的追求。有研究者探讨了利用小写

意中国绘画疗愈形式对心理亚健康的学生进行干预，用水墨画法描摹荷花实体来把负性心理能量外投，

小写意这种绘画形式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指导思想可追溯至老庄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杨宛青，2016)；也有研究者对水墨绘画在艺术疗愈中的作用和内容设计进行了研究，水墨绘画追求的是

自然与心性，我国传统的“天地人”、“阴阳”等哲学思想，也经常成为水墨艺术作品的主题，在创作时

体验到一种或超脱、或宁静、或澎湃的心境，从而让人达到升华和自洽(赵男，王国梁，2023)。 
艺术是一种综合产物，是在人类综合思维下形成，是一个地区及国家风土和文化的缩影。中国传统

绘画更多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画的内容包括三门：山水、花

鸟、人物，在创作这些自然景物的过程中，人也寓情于景，带给人一种情绪和心境，赋予自身世界一种

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绘画内涵丰富、思想精深，其中包含的正向情感激励，能够潜移默化地

影响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心态。王英璟对中国画的养生功能做了系统阐述，对中国画中最主要的三科(山水

画、人物画和花鸟画)的养生功能和原因进行了详细辨析(王英璟，2020)。也有研究从生理机制、创作产

生的正向情绪、升华作用等角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疗愈功能(刘凡等，2022)。 

2.2.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 

西方古典绘画艺术受到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利用油画笔、油性的颜料通过涂抹、刮擦来

进行艺术创作的方式。 由此发展出的简笔画、广告画、蜡笔画等是当下绘画疗愈中常使用的方式，这些

形式便于使用，患者能快速在绘画过程中得到情绪的宣泄，但这种好处并不持久。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形式不仅具有精神激励的作用，还具有整体调节作用，有利于创作者心理健康状态的长期保持(张碧云等，

2020)。中国传统绘画的绘画工具主要包括绢、宣纸、毛笔、墨和矿物或植物汁液制作的国画颜料等。因

为毛笔可粗可细，可快可慢，可轻可重，可浓可淡，可干可湿，线条可随着人的情绪所变化，再加上宣纸

的晕化特性，在创作中衍生出许多不确定性，能够使创作者长时间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从中国的艺术史中也可发现，古代文人画家虽不是以绘画疗愈为目的进行创作，但在绘画的过程中沉闷

苦涩的情绪被排解，比如文人画家王维便在画中抒发个人性情。 
虽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形式的艺术治疗开展较晚，但已经在抑郁症、自闭症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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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张碧云等，2020)。在部分心理咨询或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会采用传统的绘画工具(笔墨纸砚)用于治

疗。除了作为创作者在画中享受性情的挥发、笔墨意趣之外，也可作为欣赏者以赏析国画的形式开展绘

画疗愈，可同样产生疗愈的效果(王英璟，2020)。也有研究探讨了水墨艺术进行精神疗愈的可行性，分析

了水墨绘画进行艺术疗愈的心理学原理及其独特优势(赵男，王国梁，2023)。对受负性情绪困扰的大学生

进行以国画赏析作为形式的绘画疗愈，可以使学生的负性情绪得到调节，对生活和学习态度更为积极(杨
宛青，2016)。国画艺术治疗和书法艺术治疗在社工工作中也尝试发挥作用(应逸翔，2013)。 

对于镌刻本文化符号的人群而言，植根于特有文化属性的绘画疗愈是最容易接受和最有效的，中国

有着悠久的绘画历史，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星光，将中国传统的绘画技艺与艺术疗愈结合，不仅

可以丰富其疗愈形式，并且能使绘画疗愈形式与患者的观念和地域文化相协调，从而取得更好的疗愈效

果。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对于指导绘画疗愈的发展是具有优势和可行性的，但

目前关于传统文化和绘画疗愈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以及社会实践相对较少，将传统绘画和书法创作用于

艺术疗愈也有困难之处需要重视和解决。 

3. 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的难点 

3.1. 技法难，需要的工具较专业，绘画时间较长 

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中国画以线、墨为主，讲究笔

法，讲究“骨法用笔”，讲究笔墨神韵，笔法要求：平、圆、留、重、变。在色彩上以墨为主，强调“墨

分五色”、“尚纯而戒驳”，墨分为焦墨、浓墨、重墨、淡墨、清墨五种；当墨色被巧妙运用，就会呈现

丰富的变化(陈志宏，2023)。在构图上讲究气势，不受透视规律束缚，不讲究焦点透视，不强调环境对于

物体的光色变化的影响。最为基础的绘画疗愈只需要简单的工具，如水彩笔、蜡笔、白纸等，然后根据

自身的情绪和感受自由地进行绘画表达，不需要拘泥于绘画技巧或成果，并且完成绘画所需要的时间较

短；与简单的涂鸦或填色相比，中国画绘画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绘画技巧和造型能力，需要掌握墨、

笔、纸等工具的使用方法，需要学习水分的控制、墨色的调节以及运笔方法。对于初学者而言，中国画

的用笔技巧和用墨技巧都比较复杂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来模仿练习和掌握这些技巧(屈一锋，2021)，
这可能会给一些参与者带来些许的困扰。其次，中国画绘画需要较长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中国画作品通

常需要较大的篇幅和细致的描绘，人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一幅作品。对于那些时间有限或

不善于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人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挑战(陈蕊，2023)。此外，中国画绘画在短期内很

难获得明显的疗愈效果。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其疗愈效果主要体现在其过程和体验中，书画创

作的过程，需要处于全身放松、凝神定志、排除杂念、调整呼吸的平心静气状态，才可使书画创作能达

到疗愈的目的，与其他疗愈活动相比，如体育锻炼或冥想，中国画绘画的积极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长

期的实践中，而不是立竿见影(董青蓝，2022)。 

3.2. 很多传统文化下的典故、效果和创意较难去表现和表达 

首先，典故的表达需要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传统文化中的典故往往与历史、文学、哲

学等领域紧密相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象征。然而，这些典故的理解和欣赏需要相应的文化素养

和知识储备。对于没有深入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很难准确理解和恰当表达典故的内涵。传统

绘画不仅是作画的笔触技巧，更体现作画者的学识素养和人格精神，对传统文化理解较深的个体可能更

容易在绘画中融入传统文化的主题和元素，如中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等，表达出更具深度的情感

和内涵。传统文化积淀不够的作画者，较难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较难从创作中获得疗愈。其次，

效果的表达需要技巧和经验的支撑。传统文化中的效果常常包含着复杂的情感、情绪和氛围，如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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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雅、古朴等。这些效果的表达需要绘画技巧的熟练运用，如线条运用、笔墨运用、构图等。对于没有经

过专门的绘画教育和实践的人来说，很难达到表达这些效果的水平(陈璐，2023)。最后，创意的表达需要

突破传统的束缚并融入个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传统文化的创意往往受限于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

难以突破传统的界限。而现代绘画则注重个人思想的表达和独特的创意内容。因此，将传统文化的创意

与现代绘画相结合并融入个人风格是一项较为困难的任务。 

4. 人工智能助力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 

生成式 AI 主导的智能化内容开发为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和全新的数字内

容生产机遇。AI 绘画可以凭借针对性的文字描述生成图像，也可以在现实物品或手绘稿件基础上生成图

像，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绘画技术难度较大、需要专业工具等难点问题。 
AI 能够自动收集和整理丰富的创作素材，如在互联网或图书馆、博物馆的数据库中搜索和下载与绘

画主题相关的图像、视频、音频和文本资料。这种高效的素材收集方式为基于传统文化的绘画创作提供

了丰富的基础，并缩短了准备阶段的时间。因 AI 绘画作品具有随机性和不可复制性，可以在多次测试结

果中进行多次择选，通过对提示词进行分类重组、调整权重等处理，多次测试，以获得理想图画。在不

断改变提示词和尝试过程中，参与者的沉浸感和惊奇感都会增加，也可以对自己的想法有更深刻更多角

度的思考。 
AI 能够通过学习并模拟多种经典艺术风格，为创作者而生成各式草图，这大大扩展了艺术创作的可

能性，而且可以解决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各种效果和创意难以实现的问题。例如 AI 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水墨

山水画风格，然后将这种风格应用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视觉效果创造上。这意味着即使是

没有专业训练的艺术爱好者，也能在 AI 的协助下进行水墨画创作，而且多角度去思考传统文化中蕴含的

味道。 
针对 AI 绘画的特点和功能，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的主题去助力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 

4.1. 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绘制来达到疗愈效果 

随着人们不断丰富对世界的认知，亲近大自然的本能能够让人们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真正回归到生命

的起源，激发出生命的活力，使人们在身心方面获得极大的益处。植物是疗愈景观中的重要自然元素，

具有生命力。植物色彩的周期变换能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潜移默化地让人们产生正向、积极的心

理暗示，带给人们源于自然的疗愈力量。以数字生成的方式，生成模仿自然结构的视觉效果，通过艺术

和科技的结合提供给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新视角，使人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促进心理健康(郑朝，2021)。
基于 AI 强大的学习能力及技术基础，可以产生宏大和具有震撼力的视觉效果，可以将佛教、禅宗等意境

进行表达，也可以把浩瀚的宇宙、宏伟的山川进行描绘，这些都会使参与者产生在大自然这个“超级容

器”中被保护的安全感和敬畏感。 
促进性环境是著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一个概念。他认为当某个人情感上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时，

如果能够一定程度上得到周围环境及情感的支持理解，能够感受到宽容和关怀，心理通过了积极的调整，

就能够从不良的情绪中走出来，内心也会环境的支持获得成长，这种环境就是“促进性环境”(姜艳，2021)。
父母和老师的支持可以建构抱持性环境，文化和信仰也可以建构促进性环境。中华传统绘画艺术具有历

久弥新的鲜明特色，其内涵丰富、跨越时空，绵延千年、历久弥新，体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蕴藏着

丰富的支持性元素与资源，在进行绘画过程中可以自己亲手创造促进性环境并沉浸其中，获得疗愈的效

果。 
笔者带领学生使用 midjourney 智能绘画工具对自然进行描绘，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图 1 在提示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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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生成了学生喜欢的鎏金风格暖色调山水画，同时要具备岩彩板绘的特点还要有一叶扁舟，明亮的

色调、曲线元素和水元素的综合运用使人有温暖和新奇的感受；图 2 的山峰色彩厚重，深绿、浅绿、灰

色和棕色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陡峭的情形，这幅画让人感受到站在高山之巅的豪情与壮志，生出对高山

的敬佩和敬畏之情，这种情感激励着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保持勇往直前的信念，追求更高的目标。

AI 绘画工具可以把学生的复杂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且生成多幅图画供选择，让绘画人有成就感和疗

愈感。 
 

 
Figure 1. Gilded sunrise scene (Student Assignment) 
图 1. 鎏金日出图(学生作业) 

 

 
Figure 2. Steep mountain scene (Student Assignment) 
图 2. 峻岭高山图(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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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过将不同技法相组合创新来达到疗愈效果 

中国传统绘画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竹石画、工笔画、风俗画、写意画、泼墨画等种类，每

种技术的学习和练习都需要较多时间，而借助绘画 AI 的帮助，可以快速实现不同技法要求的绘画作品，

甚至可以将不同的技法进行组合。在提示词中，将需要达到的效果和采用的技法进行编辑和尝试，可以

得到有针对性和令人惊艳的绘画作品。AI 绘画可以提供一种全新的创作体验，不仅可以帮助情感释放，

还可以激发个体的创造力。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AI 绘画可能涉及到更多的数字化和算法化的元素，能

够抽象提取不同素材的特性，并通过算法进行创新性的组合和演绎，从而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图像，并激

发个体在艺术创作中探索新领域的欲望(张显飞，2023)。这种创新性的创作体验有助于培养个体的创造思

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个体的创造性表达水平。AI 绘画的参与使个体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这有助于拓展个体对自身内在世界的认知。 
AI 在模拟艺术风格方面展示出了强大的能力，能够通过学习并模拟多种经典中国画技巧，为创作者

生成各式草图，这大大扩展了绘画创作的可能性。例如 AI 可以通过深度学习风俗画和工笔画的绘画技

巧，使创作者的草图能够呈现出精巧细致的视觉效果，还可以将风俗画与工笔画的技巧相结合，通过细

致入微的笔触去展现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日常生活，如图 3 所示；图 4 展示了人物画与花鸟画的技巧结合

起来的作品，儿童的笑脸与植物的色彩都充满活力和生机，让人获得力量。这意味着即使是没有专业绘

画技巧的创作者，也能在 AI 的协助下创作出具有经典艺术风格的作品，甚至将不同风格进行组合来达到

创意效果，这种意外的惊喜会增加个体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AI 绘画涉及到更多的

数字化和算法化的元素，从而激发个体在艺术创作中探索新领域的欲望，这种创新性的创作体验有助于

培养个体的创造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个体的创造性表达水平。 
 

 
Figure 3. Garden tour scene (Student Assignment) 
图 3. 文人游园图(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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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hildren playing scene (Student Assignment) 
图 4. 儿童嬉戏图(学生作业) 

4.3. 通过创作神话与科幻相结合的故事并配图来达到疗愈效果 

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

故事，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人们对于神话的深厚情感，是来自文化基因的影响，包含了人类共

有的情感与意识，与民族深层次文化心理结构及群体无意识传承有极为紧密的联系。神话故事中充满着

想象和抵抗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与民间艺人进行创作的不朽源泉，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这

些也是科幻作品的主题。首先是幻想，神话是初民们的梦话，体现了他们天真烂漫的想象和理想，而在

艺术领域，“幻想”也是“科幻”的基础；其次是抵抗，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掌握的东西越多，看

似控制力不断增强，但在面对经济衰退、阶级差异、贫富悬殊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依然束手无策，

感慨于自身的弱小与无能。特别是在物质欲望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的贫瘠成为一个亟需关注的

问题。在自然力交给科学去处理的时候，精神领域的空白却无法解决，而神话恰好反映了人对自然的反

抗和征服。近年的科幻电影不再像传统神话一样表达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征服，而是更多地展示大自然对

于人类的报复：洪水、飓风、生化危机、机器人外星人入侵……面对这种末日般的现象，主角依旧像神

话人物一样进行反抗，在其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在

科幻片中，拯救、对抗、矛盾夹杂着情感冲突，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湮没在历史里的神话重新挖掘、谱写，

使之更加符合人们的社会心理需求(张栋，2021)。同时，由于主人公具有自由和强大的力量甚至凭先进的

科技而上天入地、超越生死，在给予观众认同感之外还能够使观众在观剧时感受到快感。 
人们对于神话人物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神话人物的样子却见仁见智，可以利用 AI 绘画将参与者对神

话人物的理解具象化，展现每个人不同的想象力。绘画作品从神话文化记忆中汲取养分，滋养本体，采

用 AI 手段冲破媒介桎梏，进一步发展与升华。神话与科幻的结合可以更大程度上发挥创作者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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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在传统绘画手段下很难实现，但是利用 AI 进行创作却非常容易。赛博朋克进

入中国后首先出现于文学领域，后逐渐介入游戏、电影、新媒体等视觉媒介中，成为了当代社会语境中

无根、异化和文化疏离的隐喻，指向了都市集体中的青年亚文化形态。与此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

融，如神话与赛博朋克、武侠与科幻的结合，预示着传统文化正在向青年文化转型，从上一辈受众群体

的固有印象中逐渐转变成当代青年文化的新形态。 
拼接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通常将零散的、不同材质的各具特色的元素组合连接在一起，使其具备

一种独特而新奇的美感。可以利用 AI 绘画将古典元素带入现代幻想之中，最终将复古与现代、奇幻与科

技、古典与叛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元素进行拼接交融，呈现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产生的巨

大张力会对参与者造成震撼与冲击，以及丰富的审美体验，产生疗愈效果。人们可以设想当嫦娥、精卫、

愚公们具有了现代科技的力量以后会如何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并借助 AI 绘画出来，这个过程中会出现

很多意想之外的剧情，在不断调试提示词的过程中，对主人公的困境与勇气进行新的解读，并获得自己

应对现实问题的启示。笔者指导学生对愚公移山故事进行了 AI 配图，最后竟然生成了一张悬浮着的山的

画面，见图 5，大家讨论之后觉得可以接受这样意外的结局，把故事改写为：愚公带领子孙和村民在挖山

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能量器，能量器可以让山悬浮起来，带着居民飘去各地，与世界连接，而不需要把山

挖平，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 
 

 
Figure 5. Yugong moving a mountain in the new era (Student Assignment) 
图 5. 新时代的愚公移山(学生作业) 

5. 结语 

文化艺术是民族与历史之镜。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传承、创新、发

展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定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源远流长，如何用恰当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赋能每个个体，是一个巨大的课题，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手段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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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文提出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的主题去进行 AI 绘画：对自然景观的绘制、将不同技法相组合创新、

创作神话与科幻相结合的故事并配图，在创新的同时感受文化的力量，获得心灵的疗愈。 

参考文献 
曹钰(2021). 社会工作视角下绘画艺术治疗的运用. 美术教育研究, (16), 56-57.  

陈璐(2023). 传统文化融入高等院校中国画教学的路径探析. 美术教育研究, (12), 131-133. 

陈蕊(2023). 中国画的疗愈功能探究. 大众文艺, (14), 61-63.  

陈志宏(2023). 书画同源神完气足——关于书法与中国画创作的思考. 上海视觉, (1), 71-75.  

董青蓝(2022). 水墨绘画治疗实践初探.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黄济民, 陈光磊(2005). 中国心理文化的心理健康功能. 教育评论, (1), 80-83.  

姜艳(2021). 儿童情绪发展与养育环境的关系探究——评《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 情绪发展理论的研究》. 中国教
育学刊, (5), 114.  

刘凡, 田沁园, 张都(2022). 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疗愈功能研究——以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为例. 美术大观, (10), 
114-117.  

屈一锋(2021). 美术教学中对中国画用笔用墨的思考. 美与时代(中), (3), 85-86.  

王燕萍, 雷杰鹏, 张爱华, 马润娟, 朱蕾(2011). 绘画疗愈在抑郁症疗愈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中国民康医学, (23), 16.  

王英璟(2020). 中国画养生功能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吴晶(2020). 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资源, 理念与进程.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杨宛青(2016). 小写意中国画对调节学生负性情绪的探究.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17), 128-129.  

应逸翔(2013). 中国青少年艺术治疗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张碧云, 陈婧瑶, 许文灏(2020). 中西方绘画艺术心理健康调节作用比较.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2), 
237-240.  

张栋(2021). 从“赛博格”到“自然之子”——科幻电影中神话思维的呈现与嬗变. 电影文学, (16), 65-70.  

张显飞(2023). 从计算到创造——AI 技术在重大题材绘画中的角色与创新. 美术研究, (5), 124-129.  

赵男, 王国梁(2023). 水墨韵心——书画在艺术疗愈中的可行性研究. 新美域, (9), 4-6.  

郑朝(2021). 沉浸式艺术疗愈的设计策略. 中国美术学院学报, 42(6), 257-263.  
Al-Rasheed, E. S., & Al-Rasheed, M. S. (2023). The Value of Painting as a Therapeutic Tool in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de-

pression Mental Disorders. Journal of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 Practice, 32, Article ID: 100636.  
https://doi.org/10.1016/j.xjep.2023.100636 

Arslanbek, A., Malhotra, B., & Kaimal, G. (2022).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Arts in Art Therapy: Value, Meaning,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77, Article ID: 101879. https://doi.org/10.1016/j.aip.2021.101879 

Cheng, C., Elamin, M. E., May, H., & Kennedy, M. (2023). Drawing on Emotions: The Evolving Role of Art Therapy. Irish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0, 500-502. https://doi.org/10.1017/ipm.2021.20 

Chiang, M., Reid-Varley, W. B., & Fan, X. (2019). Creative Art Therapy for Mental Illness. Psychiatry Research, 275, 129-
136.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9.03.025 

Cui, Y., & Wang, F. (2022). The Research Foc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 Therapy i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Article 1002504.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1002504 

Jalambadani, Z. (2020). Art Therapy Based on Painting Therapy on the Improvement of Autistic Children’s Social Interactions 
in Iran. In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62, 218-219. https://doi.org/10.4103/psychiatry.indianjpsychiatry_215_18 

Kaimal, G., & Arslanbek, A. (2020).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Visual Artistic Practices: Implications for Art Therapy Clin-
ic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132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132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5319
https://doi.org/10.1016/j.xjep.2023.100636
https://doi.org/10.1016/j.aip.2021.101879
https://doi.org/10.1017/ipm.2021.20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9.03.02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1002504
https://doi.org/10.4103/psychiatry.indianjpsychiatry_215_1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1320

	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的AI赋能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Investigating AI-Empowered Mechanisms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 in Art Therap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绘画疗愈
	2.1. 中国传统文化对绘画疗愈的影响
	2.2.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

	3. 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的难点
	3.1. 技法难，需要的工具较专业，绘画时间较长
	3.2. 很多传统文化下的典故、效果和创意较难去表现和表达

	4. 人工智能助力传统文化融入绘画疗愈
	4.1. 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绘制来达到疗愈效果
	4.2. 通过将不同技法相组合创新来达到疗愈效果
	4.3. 通过创作神话与科幻相结合的故事并配图来达到疗愈效果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