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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前言 

藝術治療、醫學院課程設計與實作 

翁慧卿1 

創作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在視覺語言呈現的過程中，潛意識與直接意識

都可能表現出來。由於社會的制約，我們心理所想，未必是我們可以說的。而我

們說出來的，確未必是心理真實的話。藝術治療反映我們心理的某一面向。對於

醫學院的我們，不論以研究、教學或聊天的話題來切入。藝術治療並不是神秘的

領域，卻是個吸引人的課題。英國藝術治療學會的定義1: 藝術治療是一種以藝術

媒體為主要表達和交流方式的心理治療形式」(a form of psychotherapy that uses art 

media as its primary mode of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在一個安全而完善的

空間與互信的治療關係中，個案透過藝術媒材，從事視覺心象的創造性藝術表達，

反映與統整個人的發意念、潛意識與內心等的情感狀態。更進一步，這些作品呈

現出來的回饋，具有發展(成長）、預防、診斷和治療等功能。 

對於健康的人，可以引至幸福的想像，所以有人會以療癒來說明藝術創作的

正面效果。對於有疾病的人，可以讓我們了解他對疾病的想像與理解。因為一再

重覆的圖像、顏色、線條在學理上已被證實代表某些意義與象徵。這幾年來，我

將藝術治療帶進醫學院老年所以及醫學系的教學課程中。引進藝術治療的教學元

素，有以下兩項原因： 

第一、情緒覺察感知有助臨床情境的診斷、評估及治療 

在傳統的醫學教育中，過去主流的醫療溝通與觀察皆在主觀的醫療專業與

場域進行。非語言行為可以藉由藝術媒材，使個案透露更多的想法，可以提出更

適合的治療方案。藝術治療被廣泛認同為一種可行的治療方式，因為病人或健康

的人可以藉由藝術媒介，表達用言語無法敘說的內心情感或想法，是一種自我了

解、情緒轉換，減低疾病疼痛，進而提昇生活品質的方式 1,2。覺察的訓練需要醫

療專業、社工師、及藝術治療師共同跨域合作，走出醫療場域的教學值得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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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跨專業溝通整合必要性 

台北市聯合醫院與國立台灣博物館簽立全台首見的「博物館處方簽」。英國

與加拿大並跨界結合醫療與藝術，鼓勵醫師開立「社會處方箋」，希望病人在醫

療體系外結合社區資源進行治療與復健。預計 2023 年英國將會全面施行社會處

方箋之療法。然而，Langford, Baeck, & Hampson (2013)2 指出 90%基層醫生認

為他們的病人可以從社會處方箋的服務得到好處，16% 醫師指出他們會定期開

立社會處方箋，但只有 9%的病人，報告他們有被開社會處方箋。要醫師開立處

方箋，除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外，必須先在想法上認同。 

 

藝術治療的與應用對象與成效列舉如下: 

(一) 醫療專業人員 

    一項以家庭醫師住院醫師為介入的研究3，介入項目包含攝影、自畫像和敘

事的藝術治療，以記錄成為家庭醫生的生涯發展。結果表明，視覺藝術和寫作可

以促進反思，這有助於培養醫生的發展。住院醫師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其中包括 

182 幅富有創意且深刻的個人肖像和敘事。五個最常見的肖像主題包括 1）住

院醫師受訓的困難； 2）愛好； 3）家庭； 4）醫生的養成； 5) 應對機制。自

畫像攝影和反思亦提供了深入個人和專業層面成為家庭醫學科醫師的生涯見解

與想。香港 (n=132) 的一項研究也提供藝術治療對臨終護理工作者的初步證據

4。研究指出提昇正面情緒意識和調節、促進意義構建和促進對死亡的反思可以

減少倦怠。 使用測量的問卷包含 Maslach 倦怠量表、正念問卷和死亡態度。另

一項研究5進行了為期 10 週的介入計劃，每週為護理人員(n=56)進行絲綢繪畫

活動。結果表明，參與藝術活動對他們的整體健康和心理健康（以 SF 36 衡量）、

對減輕壓力和疲勞、喚醒創造力和增加工作中的社區意識有積極影響。他們還發

現，93% 的參與者表示很享受這個過程，75% 的人希望將來繼續從事藝術活動。

Curry & Epley (2020)
 6

 研究蒐集 55 名兒童發展社會工作者組成的焦點小組，

探討參與反思實踐框架如何以積極和有意義的方式影響新興臨床醫生的自我保

健。結果表示參與者指出介入後能夠更好地在個人和專業方面照顧自己；情緒健

康得到改善；有更好的滿意度和工作壽命。這項研究顯示研究生期間反思實踐的

制度化有助於未來從業者更好地照顧他們的個案，而且也照顧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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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terjee 等學者7對 40 項研究進行回顧性研究，指出社會處方箋的介入能夠

提昇自尊、增加自信；改善心理健康和積極情緒；和減少焦慮、抑鬱和消極情緒。

Woodall 等人8使用混合方法分析發現，參與者的幸福感、健康和社會聯繫以及

焦慮的減少都有所改善。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幸福感得分從基線到後期都有顯著改

善 (p < .001)。本研究沒有發現顯著的性別差異（p = 0.96）。此外，與老年人

相比，參與該服務的年輕人（年齡 < 50 歲）在幸福感方面的改善往往更大（p 

= 0.02）。訪談結果描述被轉介到該服務後的幸福感的改善、樂觀情緒和更積極

的態度面對未來。 

(二) 病人樣本 

Jensen & Bonde (2018)的整合研究蒐集 20 篇論文指出參與藝術活動和臨床藝

術介入對有心理和身體健康問題的公民有益9。參與專業人員設計的藝術活動或

藝術療法可以減輕身體症狀並改善心理健康問題。另一個研究整理藝術治療對治

療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焦慮、抑鬱和疲勞的有改善。10該研究包括 9 篇原始研究

並分析 754 名患者的數據。該研究提供初步證據，表明藝術治療在治療焦慮、

抑鬱和疲勞方面有益於女性乳腺癌患者。然而，必須進行更多質量更好的研究，

尤其是樣本量更大、試驗和介入設計的特異性更高以及受訪時間更長的研究。另

一篇綜述研究蒐集 27 篇研究11，指出藝術治療對成年個案的有效性。並將其分

為七個臨床類別：癌症患者、應對各種疾病、心理健康個案、應對創傷的個案、

監獄囚犯、老年人和尚未被診斷出患有特定問題但每天都面臨持續挑戰的個案。

研究結論強調藝術治療對這七個臨床個案的潛在的正面影響。 

Cowl 和 Gaugler
12 使用 112 篇關於創意藝術療法在記憶力減退者及其護

理人員中的有效性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指出，創造性藝術療法對治療疾病的

行為和情緒有效，但對治療認知衰退無效。對於定量研究，他們發現 63 篇研究

中有 46 篇至少有一項改進。在評估哪種類型的創意藝術療法對治療癡呆症最

有益時，顯著改善論文的百分比從高到低依次為：音樂（34/39，87%），視覺

藝術療法研究（8/12，67 %)、戲劇治療研究 1/2 (50%) 和綜合治療研究 5/5 

(100%)。在質性結果上，這些介入帶來許多積極的行為和情感表現，例如參與者

與其家庭照顧者和員工之間的社交和溝通得到改善、情緒改善（即幸福感、享受）、

自我表達情緒的能力以及個人的控制感、生命意義等。 



藝術治療、醫學院課程設計與實作 

4 

https://iog.ncku.edu.tw/p/404-1169-235883.php?Lang=zh-tw 

藝術治療依個案身心健康狀況亦包含健康與亞健康的人們。一般健康人希望

激發潛能、培養健康人格、尋求自我成長。在本計畫中的實施對象屬於此類，我

們將運用於醫學生，主要由經驗藝術治療的創作過程，來學習覺察他人的情緒與

想法。藝術在健康照護活動裡，透過自我表現和創造力，發展出一個被認為是可

促進健康的特別力量。Khan, & Moss (2017)13 在知名的 JAMA Nerurology 指出

醫學教育應該把藝術治療納入教學的課程設計裏。文獻14, 15指出有受過藝術治療

訓練的學生比較有全面的臨床觀察力、傾聽、同理心及溝通能力。且比較能夠應

付困難的臨床情況。此外，學生比較具反思能力，並且比較有自信。然而，目前

在多數醫學教育的課程中加入藝術治療的並不多見。爰此，我們在這幾年將藝術

治療的元素帶入老年學的實作課程中。 

創作歷程中有三個層次(如圖)，首先是動覺/知覺層次: 身體感官透過藝術媒

材的表現經驗。其次是感知/情感層次: 個人透過藝術表現情緒、想法、感覺。最

後是認知/象徵層次: 編碼與解碼，透過個人象徵符號來傳達個人意義(感受、想

法和事件)。相對於其它知識以課程講習或觀摩來完成，藝術治療的學習牽涉到

知覺、情感與象徵層次，教學進行必須同時包含講習、觀摩與課堂實作。 

圖一、創作歷程三層次 

 

以下的系列，我們邀請畢業於英國金匠學院，領有英國國際藝術治療師證照

的林彥廷老師來課程中帶領同學「手的意象」。後面幾篇是精選同學於課堂活動

中的反思文章，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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