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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中色彩心理学对学生创作表达的影响研究
王帅棋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124;

摘要：在美术教育领域，学生的创作表达是核心要点所在，而色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元素，其运用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色彩心理学的影响。色彩心理学致力于研究色彩对人类心理及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为帮助和引导学生在美

术创作过程中的色彩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美术教育的实践中，注重色彩心理学的应用，深度剖析色彩心理学

对学生创作表达的作用，有利于优化美术教育的过程，对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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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美术教育领域中，色彩心理学同学生创作表达之

间有着密切且微妙的关联。色彩作为一种极具力量的视

觉语言，不但能够对人们的情感倾向和心理状况产生深

远影响，而且还能在学生进行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充当至

关重要的角色。色彩通过不同的色调、明暗度和饱和度，

传递出不同的情感信息，如红色的热烈、黄色的活泼、

蓝色的神秘等，学生在创作过程中会不由自主的受到色

彩心理的引导，选择出能够代表自己内心感受的色彩组

合。因此，深入探究色彩心理学对学生创作表达所带来

的种种影响，在优化美术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充分激发学

生的创造动力方面，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1 色彩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1.1 色彩的感知机制

人类对于色彩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生理与心理历

程，视网膜内的视锥细胞将感知到的不同波长光线转变

为神经信号，经由视觉神经传输至大脑中枢，大脑会对

这些信号予以处理，进而形成我们对于色彩的主观认知。

举例来说，当我们看到红色时，其实是大脑对与红色相

关的特定波长的光信号给予了阐释，而这种阐释并不仅

仅局限于视觉层面，也涵盖了心理层面的维度。

1.2 色彩的心理效应

色彩可以划分为冷色与暖色两种，暖色诸如红色、

橙色之类，一般会让人产生温暖、充满活力和较为亲近

的感受，因此常常被运用于展现热情洋溢和欢快愉悦的

场景之中；冷色则传达出沉静、安宁和略显疏远的情感，

更多的被用来描绘宁静的自然景致，或者营造出冷静思

考的范围。比如说当刻画夏日的海滩景象时，大部分学

生会运用大量的暖色来呈现阳光沙滩所具有的热情与

活力；而当描绘静谧的森林夜晚之时，蓝色和绿色等冷

色调便会成为作品中的主力军。

色彩还可以从膨胀感和收缩感两个维度来看。暖色

属性以及明亮度较高的色彩具有膨胀性，而冷色属性与

明亮度较低的色彩则具有收缩性。学生能够在进行构图

的时候，依据这一原理来对画面元素的大小给予调整，

比如说，在描绘一个欢快的聚会场景时，运用膨胀感强

烈的明亮色彩，可以突出人物以及装饰元素，从而让画

面更具有活力和动感
[1]
。

关于色彩的轻重感，一般来说，明度较高的色彩如

白色、浅黄色等会给人以比较轻薄的感觉，而明度较低

的色彩诸如黑色、深蓝色等，则让人感觉比较厚重。学

生可以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利用这一特点来表现物体

的重量感，从而使画面达到平衡。比如说学生在创作一

幅有蓝天白云和重峦山峰的画面时，可以用浅白色等青

色代表云朵，用深褐色墨黑色的重色代表山峰，以体现

两者的重量差异。

2 美术教育中色彩心理学对学生创作表达的影

响

2.1 对创作主题的影响

2.1.1情感类主题

在美术创作中，当涉及到“快乐时光”、“爱的庆

典”等积极的情感主题时，学生常常会在色彩心理学的

作用下，倾向于选择明亮且鲜艳的色彩。比如对于展现

儿童尽情欢笑的场景，黄色的阳光洒落在儿童灿烂的笑

脸上，象征着希望与快乐，就可以营造出欢快的氛围。

对于描绘婚礼的喜庆，画面中黄色、粉色与橙色的暖色

调的巧妙组合，使得整个画面充满着温馨与愉悦。这些

色彩具有较高的饱和度和明度，能够强烈地刺激观者的

视觉感官，进而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愉悦快乐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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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

当创作的主题聚焦于悲伤、孤独、恐惧等消极情绪

时，学生通常会选用冷色和暗色来进行对感情的表达。

以描绘战争和后的伤痛为例，深灰色、深蓝色和黑色等

低明度和低饱和度的色彩会被大量的采用，这些色彩能

够给画面披上一层沉重的外衣，营造出压抑的氛围与作

品所表达的消极感这种心理特征高度契合。在观者看到

这样的作品时，就能够从这些色彩上深刻理解作品所表

达的主题内涵。

2.1.2 文化历史类主题

在美术创作中，当涉及传统主题文化时，色彩的选

取常常会受到文化传统色彩观念的深刻影响。以博大精

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例，红色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是吉祥

和繁荣的象征，每逢春节等隆重的传统节日，红色便会

在各类创作主题中频繁出现，红色春联、火红的灯笼都

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另外，在中国古代，黄色作为皇家

专用色彩有特殊的地位，象征着尊贵与权威。因此，在

描绘古代宫廷文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黄色最为重要的

色彩元素来展现宫廷的奢华与庄重。学生通过巧妙的运

用这些具有深厚文化象征意义的色彩，能够更加生动地

传达出传统文化主题所具有的独特韵味。当观者欣赏到

这些作品时，能被感染到充满魅力的文化氛围中，直观

的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对于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创作，那么色彩的选择则

要紧密依据历史背景和其特定氛围来确定
[2]
。比如说当

描绘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时，参考当时那个年代的

流行色彩如土黄色、赭石色等，能够营造出历史的沧桑

感和复古氛围。当观者凝视这样的作品时，就会产生置

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的感觉。土黄色可以用来描绘

古老的建筑和城墙，以展现出岁月侵蚀的痕迹，而赭石

色则可以用于刻画人物的服饰穿着，增添历史的厚重感。

通过这些色彩的运用，观者能更好的沉浸在历史情境中，

深刻理解作品所表达出的历史事件主题，感受历史的魅

力与价值。

2.1.3 自然环境主题

在进行自然风景主题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色彩心理

学为学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帮助他们依据不同的自然

情景选择适宜的颜色。当描绘春天的迷人景色时，学生

大概率会选用嫩绿、浅黄、粉红等代表着活力的色彩。

借助嫩绿的新芽、粉红的花朵和浅黄的花蕊这些色彩的

生动组合，表现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美妙景象。而

当刻画秋天的萧瑟景致时，金黄色、橙红色、棕褐色等

暖色调则成为了主角，金黄色的稻田、橙红色的枫叶、

棕褐色的树枝体现出季节的变化，让观者感受到大自然

的轮回与变迁。对于海洋主题的作品，蓝色系的色彩毫

无疑问是该主题的主导色，从浅蓝到深蓝的渐变，能够

完美的表现出海洋不同层次所表现出的深邃和辽阔，表

层的浅蓝色海水和深渊的深蓝色海水，通过这样的色彩

运用，能够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与神秘。

对于涉及环境保护主题的作品，色彩的运用就具有

强大的表意功能。学生可以巧妙的将代表自然的绿色与

代表污染的灰暗色进行鲜明对比，用鲜艳明亮的绿色突

出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比如说翠绿的草地、茂密的森

林都在绿色这种代表生命和希望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动

人；用沉闷黯淡的色彩描绘被破坏的环境，比如黑色的

雾水、灰色的雾霾和褐色的土地等，这些色彩给人一种

压抑和沉重的感觉，让观者深刻的认识到环境被破坏的

严重性，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能够让人对绿色的生命力

产生向往，从而有效的传达出环境保护的主题思想，引

起观者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进而激发人们保护自然、

爱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
。

2.2 对创作风格的塑造

2.2.1 色彩偏好与学生创作风格的形成

学生对于色彩的偏向，通常源自于他们内心深处的

心理诉求以及个人的个性特质。举例来说，性格开朗、

外向、乐观豁达的学生一般会像红色、黄色和橙色等明

亮鲜艳的鲜彩情有独钟
[4]
。这些色彩传达出热情奔放、

阳光活泼的意蕴，与他们积极向上的性格可以完美契合，

因此在该类学生的创作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对这类色

彩的大量运用，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富有激情

的独特风格。而对于那些性格内向沉着安静的学生，则

更倾向于选取冷色或低明亮度、低饱和度的诸如蓝色、

绿色、灰色以及黑色等色彩。蓝色有着宁静深邃的特质，

绿色体现出沉稳内敛的品质，灰色和黑色则散发出低调

神秘的气息，它们的深沉与内敛反映出这些学生内心世

界的宁静与含蓄，能通过细腻的色彩层次变化展现出作

品的深度和内涵。因此，该类作品的风格也更倾向于静

谧、宁静，大多展现出一种深厚的风格。

2.2.2 色彩搭配与创作风格的塑造

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学生所学到的传统色彩搭配

模式会对他们的创作风格带来显著影响。比如说古典油

画常常会运用到土黄、赭石、熟褐等色彩来营造出强烈

的历史厚重感与真实的质感。因此，当学生们进行模仿

和学习古典油画的色彩搭配时，其作品会体现出对传统

艺术风格的传承与延续，通常会展现出一种写实且庄重

的风格。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们会格外注重色彩的写实

性，力求真实的还原物体的形态与历史感，同时强调物

体的立体感，使得作品在风格上更趋向于经典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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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

此外，当学生勇于突破传统色彩搭配的局限，大胆

尝试创新色彩组合时，往往能够塑造出别具一格的创作

风格。例如，那些原本在传统观念里被视作对比强烈、

极不协调的色彩，经过学生们的巧妙搭配，却能创造出

令人惊叹的新奇的视觉效果。这种大胆的创新之举，很

大可能源于学生对色彩心理效应的独特认知与深刻理

解。部分富有创造力的学生会将一些不寻常的色彩运用

到传统的题材当中。比如说在表现古代神话故事时，通

常人们会想到使用古朴庄重的色彩来呈现古老传说，但

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可能大胆使用荧光粉、亮紫色等具

有现代时尚感的色彩，通过这些色彩的运用，来为传统

题材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在古代的色彩

演绎下焕发出别样光彩
[5]
。由此形成一种融合古今、独

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既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又彰显出对现代创新的追求与探索。

2.3 对创意激发的影响

2.3.1色彩心理学为创意提供感知基础

色彩心理学揭示了人类对于色彩感知所具有的丰

富多样性。当学生们接触到不同的色彩时，大脑会接收

色彩所传达出的波长，进而引发多种多样的心理反应。

例如红色会引发兴奋、热情等激昂的情绪，蓝色则会带

来宁静、深邃的感受，这种基于生理感知而产生的心理

反应，为创意的诞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而每个学

生对于色彩的感知都带有极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受

到学生个人经历、文化背景以及情感状态等多种方面的

影响
[6]
。以绿色为例，在某些学生眼中，可能是绿色田

野和郁郁葱葱的树木这些大自然充满生机的象征，而在

另一学学生的眼中，绿色可能与学校操场的草地联系在

一起，唤起他们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这种主观性的

理解为创意的激发提供了广阔空间，学生们可以根据自

己独特的色彩感知来创造富有个性化的作品，比如在以

“家乡的记忆”为主题进行创作时，学生们能够凭借对

于家乡色彩的主观印象，将记忆中的色彩巧妙的组合起

来，可能是街边小店温暖的黄色灯光，也可能是古老城

墙青灰色的砖石，这些充满个人情感和独特创意的作品，

成为了学生们内心世界的生动展现。

2.3.2色彩心理在创意表达方法上的拓展

色彩可以作为一种叙事的工具来帮助学生表达创

意，学生能够凭借色彩的象征意义来叙事。例如，在一

个有关人与自然的创意作品中，绿色代表自然的生命力，

黑色象征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通过色彩的象征意义来构

建故事，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使创意更有深度和

广度。此外，在色彩空间创意方面，色彩心理学知识能

够帮助学生在创意中营造空间感，学生可以依据色彩的

膨胀性与收缩性，在二维画面上塑造出三维空间的效果
[7]
。比如说当创作科幻主题的作品时，可以用膨胀感强

的亮色来表现前景中的宇宙飞船，而用收缩感较强的暗

色来描绘遥远的星空，达到利用色彩的空间特性使画面

纵深强烈的目的，也能通过色彩空间的创意运用，增强

作品的奇幻感。

结语

综上，色彩心理学在学生创作表达中占据重要地位。

通过深入了解色彩心理学的原理，并将其应用于创作实

践，学生能够更加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

和创意，同时也能提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内涵。

在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应重视色彩心理学知识的传授

和实践指导，充分发挥色彩这一视觉语言在学生创作中

的积极作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同时，

随着对色彩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美术教育在

这方面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和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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