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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勵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以藝術創作增進輔導員自我覺察之創新教學方案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一、實施課程：輔導員的自我覺察與專業成長 

二、授課教師：江學瀅 

參、前言 

 助人工作之專業仰賴助人者的專業知識之外，助人者對自身之情緒與行為的理解，

有助於自我成長以及專業工作時，維護人我界線、敏銳於價值觀之影響、移情反移情

之覺察等，對於提升助人專業極有幫助。因此，助人工作養成過程的自我覺察訓練為

必要之內容。有鑒於諮商訓練以意識引導之口語表達為主，本課程以非口語之創作表

達作為探索潛意識的管道，試圖突破口語表達的限制以及心理防衛，協助學生在自我

探索過程以輕鬆的方式達到自我覺察的目標。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課程以藝術創作介入自我覺察的學習，期待協助心理輔導學系之未來心理工作人

員能夠提高對自我心理情緒狀態的覺知，覺察個人內在自我之價值觀、移情、反移情

的影響，有能力自我照顧，並進而能鼓舞他人並同理他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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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具有以下特色： 

一、在引導之下學習透過藝術表達進行自我覺察：透過藝術表達的覺察有別於傳統

的口語諮商訓練方法，引導學生在降低創作技巧需求的情況下，自在的以非語言

圖象表達進行自我探索。探索過程由教師營造教室內之安全表達和不被批判的安

全氣氛，讓學生能自由自在的展現自我潛能，最後能在自己所創作的圖像中，學

習探討自己的人格內在狀態。 

二、透過分享與鑑賞自己與他人的作品學習尊重：每次的創作皆由授課教師帶領一

種透過藝術覺察的方法，除了學習由自己的作品中看見自己不了解的潛意識世界

之外，更透過書寫深度思考作品之意涵。每次的課程小組分享，引領學生由欣賞

的角度看自己與同儕作品，同時在作品內涵分享中尋找多元意義並學習互相尊重。 

三、透過展覽展現自我並在工作分配中學習人際合作：每一位選課學生皆須參加學

期中的展覽活動，分配展覽相關工作，從製作作品集、撰寫展覽標牌、收作品、

搬運作品到展覽空間、佈置展場、看會場、邀請朋友同儕前往欣賞、收拾會場等，

所有的學生需在分工中學習合作與人際互動。另外，展出時間的上課時段則在現

場集體創作，由老師帶領增進人際覺察的集體創作活動。 

四、透過展覽回饋思考他人眼中的自己：每一位選課學生皆須為自己製作參觀回饋

小書，提供現場參觀者撰寫參觀作品心得。展覽結束之後，學生需由他人回饋中

反思他人眼中的自己，並由邀請朋友參觀的過程與觀眾回饋內容反思自己的人際

關係。 

五、透過藝術創作建構能夠統整內在自我的心理潛在空間：本學期所有的創作活動

之理論基礎為 Winnicott 的心理潛在空間理論，讓未來的輔導員體會藝術創作展現

內在的過程，並透過創作覺察和整理內在自我，達到撫慰與統整的心理目標。同

時，課堂上的所有方法，皆可應用到未來工作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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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之具體內容以表格條列如下： 

透過藝術進行輔導員的自我覺察課程之具體內容 

日期 課程活動 備註 

09/16 
創作引導：創作的自我介紹 

內容：圖像之內在自我投射 
粉臘筆創作 

09/23 
理論探究：由客體關係理論探究個人的潛在空間 

內容：由理論觀點認識創作覺察之內涵 
理論課 

09/30 
創作引導：鏡像自我 

內容：在線索中進行自我形象之表達 
粉臘筆創作 

10/07 
理論探究：作品風格與作品象徵之意義探索 

內容：尋找自己作品中的創作風格與整體意義 
作品風格比對 

10/14 
創作引導：塗鴉想像畫 

理論：投射想像與真實自我的聯結 
粉臘筆創作 

10/21 
創作引導：開門想像 

理論：潛在空間理論之應用 
八頁小書封面創作 

10/28 
創作引導：薑餅人想像畫 

理論：投射想像與身體意象探索 
粉臘筆創作 

11/04 
創作引導：鋁箔紙造型人物想像創作 

理論：立體造型與投射想像 
鋁箔紙創作 

11/11 
身體律動與描身畫（一） 

內容：肢體律動與等身比例作品創作 

身體律動引發之身體

意象創作 

11/18 
身體律動與描身畫（二） 

內容：完成描身畫並探討其中的身體情緒意義 

身體律動引發之身體

意象創作 

展覽 
展期：11/23-12/01 

內容：分配工作佈置、看會場、邀請朋友觀展等 
展出所有作品 

11/25 
圖像之作品對談 

內容：透過圖像與自己的作品對談，並進行圖像回饋

展場上課 

三人小組創作 

12/02 
鋁箔紙造型延伸之團體創作想像 

內容：透過圖像探討人我界限與人際互動 

展場上課 

六人小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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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映」展覽海報。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量化及質化） 

 本課程每次的課程內容皆按照進度進行，並感謝

華岡博物館的協助與發布新聞稿，本課程之自我探索

作品與大型描身畫，以「鏡映」為主題，於2015年11

月23日至12月1日在曉峰館一樓展覽廳展出。 

 展出作品為開學至展覽前的所有自我探索作品，

包括創作的自我介紹、自畫像、鏡像自我、塗鴉想像畫、薑餅人想像、描身畫、鋁箔

紙造型想像作品海報、作品集封面之外在自我、回饋小書等作品。 

 展出期間，由老師帶領學生佈置展出會場，展出期間學生以一小時為一個單位，每

人必須認領兩個時段輪值現場。同時，學生須廣為邀請朋友參觀，並邀請朋友給予自

己的圖象表達文字回饋。學生一開始對於這個「邀請朋友撰寫回饋」的任務感到十分

困難，但展出兩天之後，學生開始發現觀眾回饋遠超過自己的想像，開始對於展出的

成功非常有信心。 

 雖然展出時間只有一週，幾乎每個時段都有學生在現場參觀並給予參展學生文字回

饋，尤其中午時段參觀人數更多。參觀學生對於同時能給朋友鼓勵與回饋，更能獲得

全人學習護照的點數皆感到非常開心。 

 展覽期間遇到兩次的上課時間，皆在展出現場上課。第一次的課程為透過圖像和自

己與他人的作品對談。由於描身畫與大學生身型一比一大小，很難在教室內執行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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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對談的學習任務，博物館展出空間恰好解決這個問題。每個學生都用圖像的方式回

應自己的作品，再以圖像的方式連結他人的作品。本次課程的最後，探討色彩表達與

情緒的相關性，並探討描身畫之色彩風格與個人特質之關係。 

 撤展當天，課程依然在展覽會場進行。這次的課程為小組集體創作的形式，每位學

生需為自己創作的鋁箔紙造型描繪住處，同一組學生在大紙上描繪屬於自己的空間之

後，需透過圖像思考人與人的界限和連結。最後，每位學生自己拆下自己的作品帶回

家，現場學生不斷討論作品攜回之後要貼在家中哪裡等。 

 展覽結束之後，在學期末以五點量表之問卷（附錄一），以及撰寫質性心得之資料，

獲得學生對本課程的心得、學習成效與影響之調查，歸納整理如下。 

 有關五點量表問卷之問題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有關創作勇氣與能力，第二部分

有關自我覺察，第三部分有關展覽與整體課程學習。在創作勇氣與能力的部分，有大

約50%的學生勾選自己在上課之前並不會畫畫，但不排斥動筆；然而，課程開始之初，

有五人曾因課程需要畫畫而思考退選，最後，所有的學生皆以不同程度來表示自己更

勇於畫畫。有關覺察的部分，所有的學生皆以不同程度表達自己透過此課程，學會以

作品與圖像覺察自己的方法。展覽的部分，多數同學認為展覽為自己帶來自信的增長，

僅三位同學表示自信心沒有改變。另外，多數同學主動邀請朋友參觀，僅四位同學沒

有邀請朋友。最後，在課程內容的部分，所有的學生皆勾選「非常符合」「符合」與

「尚符合」表達自己對課程的想法。問卷結果顯示，學生認為老師在作品回應時的回

饋對自己有幫助，也認為教學符合課程目標，且對課程感到整體性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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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評量的部分，由學生的心得回饋中歸納以下幾點： 

一、 透過作品覺察自我：多數學生於質性心得中談到，選課之初並沒有想到創作能讓

自己更為了解自己。經過課程創作引導與作品探討，他們能省思自己的潛意識展

現在作品上得自我狀態。一方面讓創作者更認是自己，另一方面也讓他們更為接

納自己的樣貌。 

二、 不再以創作技巧評斷自己：許多學生談到自己從小並不擅長繪畫，從沒有想過自

己有能力開展覽，也從來沒有想過有能力畫等身大小的作品。這些學生的作品從

圖像語彙平凡單調，到最後發展出豐富多彩的作品，展現豐富情感，並相信自己

有能力創作。他們不再以技巧評斷自己，同時思考自己平時受到外在評價的影

響，因此而強化自我概念。 

三、 在展覽過程增進自信：多數學生談到從沒有過自己有能力參與展覽，甚至懷疑老

師說要展覽的真實性。然而從展覽訊息登上學校網頁首頁開始，看著同學的作品

一一貼上牆壁，充滿感動的心思體驗正整個歷程。這過程感受自己「佔了博物館

的一角」，心中滋生未來更為相信自己凡事都能在努力之後達成目標的想法。 

四、 由觀眾回饋中看見自己：學生們一開始對於老師要求至少十筆回饋感到非常困

難，因此大量邀請同學朋友參與展覽，形成展覽中創作者與觀眾互動的良好開

始。展出兩天之後，展出學生開始發現有不認識的人在自己的回饋本下寫了回

饋，從感到不可思議進而感到開心與信心。他們發現觀眾都很用心看待他們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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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心中感到溫暖並覺得受到重視。部分學生談到自己原來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信

心，卻從正向回饋中覺察自己內在給自己過度的評斷，因此轉念決定給自己增加

賦能的機會。 

五、 在增進覺察而充滿感恩：部分學生談到自己在學期初聽到要以藝術的方法探索自

己，覺得自己並沒有創作能力，更害怕自己達不到要求而興起退選之念。這些學

生多慶幸自己沒有退選，學期末時多表達自己收穫豐富，因創作而來的信心與覺

察，讓他們更想踏上助人工作之途。 

六、 課程收穫而改進出席：少數開學到期中出席率不佳的同學，因課程與展覽獲得的

收穫，期中之後大幅改善出席率。正如第49號選課同學在自由書寫練習中寫到自

己早上八點鐘到課的困難，卻因為課程趣味與內容覺察之收穫，督促自己準時到

課，且「遲到缺席會後悔一個禮拜」，是課程開始之初未料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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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下由表格呈現課程內容的作品量化值與質化目標之整理。 

教學活動 量化值 質化目標 

自我探索藝術創作 

（個人平面作品） 

創作自我介紹、鏡像自我、塗鴉想

像畫、內在自我想像、作品集之自

我外樣貌等，總共五件作品。 

＊發展非語言表達能力 

＊自由以圖像展現自我 

＊能夠透過圖像探索內在 

身體感受之藝術創作 

（等身比例創作） 

薑餅人想像、描身畫等，總共二件

作品。 

＊探索色彩與感受之關係 

＊覺察色彩與身體感受 

個人立體作品 鋁箔紙想像造型，總共一件作品 

＊能以多元感官創作，體

驗觸覺與手眼協調之創作

想像。 

人際探索之小組創作 

圖像對談與人際連結：46人參與，

總共46件作品。 

個人界限與人際歷程：全班七組，

總共七件集體創作。 

＊能透過圖像與他人互動

＊由圖像互動中覺察自我

之人際狀態 

＊透過圖像探索界限議題

手工書封面 

個人作品集之外包裝，探討自己呈

現在外在給人的感覺與樣貌。 

本作品需在家完成。 

＊以圖像展現外在樣貌 

＊探索個人外在表現與內

在感受之差異 

作品回饋本 

一張四開圖畫紙摺出一本小書，創

作吸引人的封面，在展覽時邀請朋

友及觀眾給予創作者回饋。 

＊學習由他人回饋省思自

己傳遞給他人的訊息，並

進行自我覺察 

藝術家交換卡片 

以樸克牌為底紙，每人五張，創作

一系列代表自己的作品，與另外四

人為五人小組，在遊戲中互相交換

卡片並討論人際議題。 

＊創作小卡片與他人進行

人際交流的探索，省思個

人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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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以藝術創作帶領學生進行自我覺察，是創作教學的嘗試。透過本課程的課程內容之

設計，以及具體進行創作體驗與覺察歷程的引導，全學期課程獲得良好成效。 

首先，創作取向的課程增加學生參與課程的意願，有效解決口語表達在覺察中的心

理防衛問題，讓未來助人者的自我覺察達到更生動深刻的層次。 

再者，作品之具體形式，讓參與課程的學生在習得透過作品進行覺察的方法之後，

只要翻開作品，便能持續思考自我與作品之間的連結，達到以圖像投射而長時間覺察

的目標。 

 最後，學生能在課程的整體學習過程中，不再以創作技巧評斷自己，因而反省自己

受到環境評斷的影響。透過作品的投射而把焦點放在覺察之目標，持續省思自我與作

品內涵的連結，因作品與展覽增進自信，由觀眾回饋之他人眼光省思自己，最後在更

為了解自己的覺察後，因深層的心理收穫而充滿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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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的鋁箔紙創意想像。 

學生在韻律教室進行描身畫前的身體律動。 

描身畫完成時的全班合照。 

柒、執行計畫活動照片 

 

 

 

 

 

 

 

 

 

 

 

 

 

 

 

 

 

 

 

 

 

 

 

鋁箔紙創意人物與薑餅人想像。 

學生在韻律教室進型描身畫創作。 

展覽前在課程中準備作品集與作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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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展場中參觀並撰寫回饋小書。 

學生進行作品分享與回饋。 

學生在現場以創作與自己的作品對談。 

 

 

 

 

 

 

 

 

 

 

 

 

 

 

 

 

 

 

 

 

 

 

 

 

 

學生於展場中上課，創作後的團體分享。 

現場的作品集與回饋小書。 

創作分享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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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展場的團體創作活動。 藉由投射方法探討團體創作時的人際互動。

小組團體創作的討論與分享。 結合鋁箔紙創作建構故事的投射性內容。 

由藝術家交換卡片探索人際歷程。 每人製作五張用來交換的卡片。 

 

備註：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行增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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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輔導員的自我覺察與專業成長課程成效問卷 

 

文化大學心理輔導學系 

輔導員的自我覺察與專業成長 課程成效問卷 

  

填答者性別： □ 男 □ 女 

項   目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尚

符

合 

不

符

合 

非

常

不

符

合 

1. 選課之初，我認為自己並不會畫畫。      

2. 選課之初，雖然我不會畫畫，但不排斥動筆畫畫。      

3. 我曾因本課程需要畫畫而萌生退選之意。      

4. 本課程讓我比較勇於以圖象表達感受。      

5. 上課的時候，雖然我勇敢下筆，但還是覺得自己不會畫畫。      

6. 我覺得透過圖像進行自我覺察對我而言，是件不容易的事。      

7. 我在老師的引導之下，學會了以自己的作品覺察自己。      

8. 我能了解應用圖像元素進行覺察的方法。      

9. 我認為課程作品展幫助我獲得自信。      

10. 我主動邀請朋友參觀我的作品展。      

11. 我認為課程對我的自我成長有幫助。      

12. 我認為老師的回饋對我有幫助。      

13. 我認為授課方式能引起我的學習動機。      

14. 整體而言，教學符合課程目標。      

15. 整體而言，我對課程感到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