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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学校为学生

免费提供法制、安全、心理健康等高质量专题教育

资源。在方案细则中，“心理健康”被多次提及，随

着“双减”政策的落实，各地和各个中小学也纷纷

出台多项政策，通过落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措施，来缓解学生压力，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梳理已有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学生的心理状况

令人担忧。刘素、严亚琼、李长风等 [1] 对湖北省武

汉市 1674 名中学生调查发现，武汉市中学生心理

心理情景剧应用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

特色、功能与建议
◎  陈振亚 1  刘  芳 2  陈红燕 2  刘  源 2  常义恒 2  肖  甜 2（1.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昆明

650500；2. 云南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昆明  650500）

摘要：教育部下发“双减”执行方案，要求学校为学生免费提供心理健康等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心理情景剧作为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普及与深化的一种兼具艺术性与创造性的教育资源，可以以“课后服务”为契机，利用社团这一载体在中小学广

泛开展，切实减轻学生压力，增强学生心理韧性，促进教育生态化发展。本文对中小学心理情景剧的特点、功能和实践进行分

析，进而使心理情景剧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更加完备，更加立体化和深入化。

关键词：心理情景剧；心理健康教育；教育资源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2）13-0028-04

面，缺少了一些实质性深层的思考。当改变为心理

小剧场的活动形式，增设演绎和推理互动后，有趣

的情景创设非常好地催化了课堂活力，学生课堂参

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课堂生成效果也明显改善。

（三）尊重认知水平，调整理论输出

在心理学中归因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但

是很多人会强调心理健康教育课要重感受，尽量减

少理论知识的输出，避免学科化。在中学生的心理

课上是否要进行理论输出及输出到什么程度，每个

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本课中对于韦纳归因理论的

探讨，有的听课教师反馈觉得课堂中理论输出的部

分略多，有的教师认为输出程度很恰当。我在教学

改进中的体会是，不需要刻意去避免学科知识的输

出，重要的是能够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去灵活地

调整理论输出的程度。如果使用恰当，会对学生的

自我审视和情感体验产生促进作用，对教学目标达

成起到很好的助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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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状态检出率为18.02%。陶龙翔、张倩、杜松

明等 [2]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广州、上海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14473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发

现，2.1%的中学生存在心理障碍。由此可见，近年

来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心理发展存

在着许多问题，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小学生素质全面

发展的瓶颈。

教育内卷，“鸡娃”式的不良教养方式，校园

霸凌等多方面的原因，一直威胁着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各个中小学也在通过积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开展学校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以及学科渗

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对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也在持续探索与创新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的形式。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校园心理情景剧以它独特

的艺术魅力和优势在中小学广泛开展，并能够在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良好的作用。在“双减”

政策之下，陕西省率先出台了《加强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意见》，其中提到鼓励中小学在

提供课后服务中穿插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此政

策也为我们在学校开展心理情景剧提供了支持，心

理情景剧受到越来越多学校的推广和应用。

20世纪 30年代精神病学家莫雷诺在维也纳创

立了心理剧。莫雷诺认为：“心理情景剧是通过戏

剧这一特殊的形式，以某种心理冲突为背景，以自

发表演为主组织参与者扮演某种角色，将心理冲突

和问题逐渐呈现在舞台上的一种团体治疗方式。”

这种团体治疗方法逐渐在美国发展起来，受到心理

学家的关注和运用。随后心理情景剧这种形式在学

校广泛开展，也成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形

式之一。

校园心理情景剧依托心理剧的相关理论，在剧

中巧妙融入心理学相关原理，运用心理咨询相关技

巧，以学生在日常校园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情

绪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内心情感体验和普遍存在心

理现象为背景和素材编写心理情景剧剧本。剧本通

常在心理教师或心理咨询师的辅导下自编、自导、

自演，使学生普遍体验到的心理问题和行为得到

展现，通过体验、观察分析此类心理问题从而缓解

和预防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 [3]。经过近年来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校园心理情景剧融教育性、发展

性、预防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有机地融入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咨询服务、实践活动、

危机干预各个环节。因此，研究心理情景剧在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应用的特色、功能以及提出相应

的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二、中小学心理情景剧的特色

（一）激发学生情感共鸣，改变学生情绪认知

中小学生情绪发展具有冲动性，情绪表现比

较外露，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情绪情感逐渐丰

富而热烈，情绪和情感体验的深刻性和稳定性不断

发展。心理情景剧能够利用中小学生这一情绪发展

的特点，利用学生的直观体验，激发学生的情感共

鸣，改变学生的情绪认知。心理情景剧的优势在于

能够用身边人反映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这一优势在于学生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察者，都能

更好的体验和觉察情绪的转变。通过模仿或观察学

习了解情绪表达的正确方式，改变学生的情绪认

知。学生也可以在非日常生活的特定情境下，通过

表演的形式降低防御心理，更加轻松地释放真实的

情绪，既包括快乐、激动、自信、善良、期待、愉

悦等正面的情绪，也包括一些诸如悲伤、恐惧、冷

漠、愤怒、自卑、孤单、嫉妒等不良的情绪。通过

融入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对学生日常生活中典型的

心理问题进行戏剧化处理和演绎，能够使参与者直

接、观看者间接地激发情感共鸣，为中小学生表达

内心情感需求、合理宣泄情绪、正确认知情绪以及

正视心理问题提供一种崭新的形式 [4]。

（二）完善个性品质，塑造良好行为

校园心理情景剧剧本的创作和演绎经专职心

理教师的指导，既能展现学生热情、善良、开朗等

优良的性格特点，同时也能展现学生孤僻、自卑、

高傲等不良的性格特点；还能够传达出合理的需

求、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等。学生在日常生活普遍体验到的性格特点、情绪

特点、人生态度价值观、人际交往冲突、学业问题

等在舞台上得到展现。对于观看者和表演者来说，

这些普遍的心理问题和问题的化解能够为他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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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健康心理的参照体系和行为模式。

普遍的心理问题在舞台演绎的过程中呈现，学

生通过观、演产生多感官的刺激以及直接的情感体

验，能够明白在相似的情境下，自己做出哪种行为

方式能获得对方以及观众的认同和接纳。并且在遇

到相似的情景时，学生能够在准确理解他人的基础

上更加精准快捷地解决矛盾冲突也能够避免衍生

出其他的矛盾冲突。

心理情景剧的演绎也能促进学生的思维反刍，

引导学生比较情景剧演绎问题的解决办法和自己

解决问题的方式之间的差异，触动学生之间的换位

思考，学生也能体验到互相理解的愉悦。通过一定

的观察和体验把情景剧中处理问题的情景迁移到

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从而可以指导今后的学习

和生活 [5]。心理情景剧中的情景和人物刻画通过生

动活泼的方式直观呈现，能促进中小学生的自我

意识、自我察觉、自我评价、人际交往、价值判断

与自觉行为。校园心理情景剧对中小学生的影响是

积极的、潜移默化的，能帮助中小学生完善个性品

质，塑造良好行为。

三、中小学心理情景剧的功能

（一）发展性功能

心理情景剧的发展性功能是指中小学开展心

理情景剧要促进表演者和观看者的知情意行等各

方面得到发展，提升个体的心理成熟度，使个体的

心理品质得到良好的发展并形成健全的人格。通过

开展心理情景剧活动，提升个体主动、全面地适应

学习生活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

的形成、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在校园心理情景剧表演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学习和

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困惑在舞台上得到重现，学生能

够直接体验和观摩他人心理问题的形成、发展和处

理的过程并学会正确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心理课程相比，心理情景剧的优势在于能够

为学生提供心理困惑解决的具体机会和现实环境。

让学生在直观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进行

自我身心调适，如何化解成长中的心理问题 [6]。在

这个过程中，对于学生而言，不是简单地获得应对

相似情景下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整体过程中获

得了如何应对心理问题的教育，激发学生的心理潜

能，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和心理素质的提升。这种

发展性教育使个体不仅获得应对当前心理问题的

能力，同时还获得积极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心理问

题的能力。

（二）预防性功能

由于中小学生正处于心理机能迅速发育成熟

的时期，心理发展尚未成熟，情绪具有两极性，发

展不稳定，缺少生活经验和必要的心理准备。在成

长过程中，当学生面临一系列生理、心理、学习适

应和社会适应的课题时，心理冲突和矛盾会时有发

生，如自主与羞怯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勤

奋对自卑的冲突、同一性对角色混乱的冲突、理智

与情感的冲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等等。在发展

的过程中，如果这些矛盾冲突得不到有效解决，往

往会引发学生的心理问题和问题行为 [7]。因此，预

防性是中小学心理情景剧的另一重要功能。学生普

遍遇到的心理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在舞台上得到呈

现，学生不仅能够了解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

容，也能有针对性地预防心理问题的出现。在表演

以及观看的过程中，学生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

中的挫折和挑战，能够正确地认识成长过程中遇到

的心理烦恼，有专业的方法去应付心理危机。

心理情景剧发挥预防性功能，能够避免学生因

脆弱无知产生更多的悲剧。心理情景剧与传统的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相比，它的受众范围广，主题丰富

多彩，发挥的心理健康教育作用也更加立体化。这

一特点更能发挥预防性的功能。心理情景剧预防性

功能的发挥，不仅能够预防相似问题矛盾的激发，

更能够预防普遍化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预防和减少

校园危机的出现。此外，心理情景剧通过让演出者

及观众了解剧中所展现的心理问题的调适方法，增

强学生心理自我调适能力，预防心理问题的进一步

激化。

四、心理情景剧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

应用的建议策略

（一）成立心理情景剧社团，分层分类进行指导

在“双减”政策下，各个学校开始开展课后延

时服务。中小学可以以延时服务为契机，利用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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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载体，在中小学成立心理情景剧社团，经专职

的心理教师进行全面系统的指导，推广心理情景剧

使心理情景剧发挥专业系统的作用。心理情景剧

的对象是全体学生，学生的心理发展具有连续性与

阶段性、普遍性与差异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

点。所以中小学在开展心理情景剧时，不能只注重

心理情景剧的形式，要积极主动地关注学生个体差

异，使心理情景剧的作用扎根于学生的内心。同时

也应该注重分层分类指导，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年

级不同心理问题精准施策，使不同学生群体的心理

发展需求都得到满足。

实践表明，当学生正在经历的情景与心理情景

剧中的情景相同或相似时，心理情景剧更容易激发

学生的情感共鸣，唤醒受教育者，同时心理情景剧的

效果也最为明显 [8]。因此，建立心理情景剧社团，分

阶段、分层次有针对性地推进心理情景剧教育，能

真正做到把解决心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需求，培

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二）立足学生实际，挖掘典型素材

因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校园心理情

景剧的选题往往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小学生入

学适应、人际关系、情绪表达、学生的自我认识与

评价冲突等问题。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会发现，此类

问题演绎过多对中小学生来说吸引力不大。创新性

不强、不能深入反映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心理情景

剧发挥的心理健康教育作用极为有限。

心理情景剧剧本的创作首先应立足于学生的

实际，以学生年龄发展阶段的特点为参考进行创

作。其次也应该总结学生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心理

现象以及在咨询中遇见的具体案例，挖掘典型素材

进行编排。如果心理情景剧的剧本能够立足学生实

际挖掘典型素材，能将学生普遍遇到的心理问题和

心理冲突、症状表现、成长经历以及解决出路等内

容运用心理学相关理论技术清晰表述，将是对以往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讲座、心理咨询等形式的有益

突破。所以在中小学进行心理情景剧创作，要结合

学生的实际，挖掘典型的素材，充分发挥心理情景

剧的心理健康教育作用。

（三）恰当运用心理技术，提升心理情景剧的

寓教于乐效果

校园心理情景剧应该体现出相应的教育性以

及心理学的专业性。学校在策划组织以及表演心理

情景剧时，应让心理情景剧扎根学生内心深处，以

帮助他们在未来遇到相关问题情景时能够用类似

的方法应对心理困惑。要达到以上的效果就需要中

小学在开展心理情景剧活动时恰当运用心理技术，

以提高心理情景剧的寓教于乐效果。

中小学心理情景剧常用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多重替身技术、独白技术、未来投射技术、重复表

演技术、附加现实技术等。校园心理情景剧的创作

和表演，并不是其中一种技术的运用，也不是多种

技术的堆积。心理情景剧指导教师需要对各种技术

做到充分了解，在不同的情景中选择合适的技术进

行运用。中小学在进行心理情景剧实践的过程中应

注意多层次、多方面、综合性地运用这些技术，使

心理情景剧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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