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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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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戏剧是一套运用多元戏剧工具于课堂的教学法。其目标是通过剧场游戏、

想象性表达的形式，让学生在戏剧活动中认识自我和世界，在戏剧中实现人格

的发展和完善。这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将教育戏剧的元素

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构建课堂准备、引入、体验、反思四阶段

教学模式，可以切实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

提出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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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集知识传授、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

公共课程。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

作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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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着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高校要进一步创新开拓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手段与方

法，以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有效提升课堂实效。但在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的实际教学中，教学模式多以讲授知识为主，形式单一；教学过程缺乏心理

体验与实践活动，学生对心理健康课不感兴趣，参与度极低，心理健康教育

课已逐渐沦为学生眼中的“水课”。因此，根据文件要求及大学生实际心理

需求，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探索专业、系统、高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

学模式极为重要。

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DIE）是一套运用多元戏剧工具于课堂的教

学法。它是指将戏剧的元素与方法应用在教育教学或社会文化活动中，让参与

者在戏剧情境的实做中实现成长。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旨

在全面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培育大学生积极乐观、理性平和的心态。而

教育戏剧的重点在于全员参与、全员感受，它不考究表演技巧和细节，而是用

戏剧作为载体推动人的实践学习，对人的认知过程、情绪情感、意志品质、人

格的发展和完善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

教育戏剧为创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方式与手段提供了启示。通过将

教育戏剧的元素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一方面，学生可以在不同的

情景创设中自发习得抽象的心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在虚拟的角色中获得真

实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并在角色中尝试表达、面对与处理内心冲突，进而提升

自我效能感与应对策略。因此，本文尝试将教育戏剧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相结合，在体验式教学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有效促进课堂实效，

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全面提升。

2  教育戏剧的内涵

教育戏剧是通过想象来学习的经验过程，通过步入故事中的角色，去探索

复杂的问题、想法和感受。学生们入戏，或参与戏剧活动，他们与角色进行深

度共情，又亲身经历剧中真实的冲突与挑战，在戏剧情境中收获的经验与成长

可以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适应社会与生活，在适应过程中他们的认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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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逐渐得到完善［2］。

2.1  教育戏剧以故事为载体，激活课堂生命力

教育戏剧以故事为载体，通过戏剧活动创设故事情境，引导学生进入角色，

体验故事情境并获得生命的感悟。故事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是因为每个故事的

情节或多或少都能让人联想到自身的相关经历，由此调动个人情感，引起共鸣

或更深层次的思考。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在教育戏剧中，故事会变得更加立体、

真实。在教育戏剧的课堂中，每个故事探讨的主题都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

故事主角的经历有的会让学生产生共鸣，而有的则会帮助学生预演、遇见自己

未来的人生。通过教育戏剧，学生能更好地感受故事的力量，在戏剧中汲取生

命的养分，不断茁壮成长。

在教育戏剧课堂中，故事可以来源于文学、历史、艺术作品、新闻报道、

特别的生活物件、真实的生活经验等，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课堂主题选取不同

的故事为前文本，在故事的空白处创设体验，以一个故事贯穿课堂始终，让学

生从头到尾都可以沉浸体验在故事中。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层层深入的探索中，

细致、深刻地感受与反思，在真实的生命脉络中构建新的人生体验。

2.2  教育戏剧以人为中心，激发想象与创造

教育戏剧的教学活动不以表演论好坏，而是“以人为中心”，营造轻松、

愉悦的课堂氛围，充分尊重学生的即兴表演与创作，学生没有表演与上台展示

的压力，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从不同角度去扮演同一个角

色或物品，从而发挥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这是一个充满想象与创造力的

过程。

新时代的教育者不应该再做一个“问题回答机”，在教育戏剧的课堂中，

教师通过采用教师入戏、雕塑、定格画面、故事棒等戏剧习式，帮助并引导学

生进入戏剧情境。在戏剧情境中，学生的想象与创作贯穿课堂始终，透过想象

性表达与交流，学生可以开拓认知，创新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自

我与世界的关系，看到世界与他人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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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戏剧以经验为背景，建构新的知识

教育戏剧领域的研究者桃乐丝·希斯考特（Dorothy Heathcote）强调教育戏

剧的目的不是要学生去表演戏剧，而是有意识地通过戏剧元素去引导学生挖掘

自身已有的知识，通过知识重构，获得新的经验［3］。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

学生收获新知识的过程是以过去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新异知识进行重组和加

工，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而教育戏剧正是由教师与学生合作构建想象的体验

情境，促进学生基于已有的经验对角色进行塑造，对故事情节进行处理，在这

一过程中学生的经验得到扩充，新的知识得以建构。例如，通过教育戏剧中旁

述默剧的习式，由学生或老师旁述含有抽象概念或理论的故事情节，其他学生

只用肢体动作演绎故事。学生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塑造角

色或演绎情节，在推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容易感同身受，也会对抽象的心

理理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2.4  教育戏剧以身体为媒介，拓宽认知与感受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是基于对身体的认知。个体对世界的认知，

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相对应的行为活动而形成的。教育戏剧为具身

化学习畅通了渠道，学生可以通过身体定格、雕塑等戏剧习式将抽象的概念

用肢体动作简单呈现，身体的感知与行动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抽象的理

论知识［4］。例如，教育戏剧中常见的“定格画面”戏剧习式，学生根据故事

发展或场景要求，用肢体动作来呈现关于主题的想法或某个故事情节，并将

其定格。通过用身体动作定格画面，学生不仅能把对角色及剧情的理解精确

地表达出来，而且在定格时，肢体动作和关系均被清晰明了地呈现，焦点也

更容易突出。

在教育戏剧课堂中，通过戏剧游戏调动学生的肢体行动，让他们打破身体

的局限，通过身体感知自我。当学生打开身体动作去体验教育戏剧课堂的每一

个环节时，不仅可以感受到身体源源不断的能量，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勇敢和自信，

从而形成新的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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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育戏剧以角色为纽带，完善自我意识

在戏剧活动中，任何角色都是在扮演别人。教育戏剧中的角色与故事情节

的发展来源于真实生活，却又不同于生活，虚构与现实的区分为学生营造了一

种心理距离。有研究者发现，心理距离便于学生勇敢、真实地表达自我，在心

理距离的加持下学生防御与阻抗行为会相对减少［4］。学生在虚拟、安全的情境

中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不需要考虑演得好不好、对不对，也不需要担心自己被

别人如何看待，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扮演游戏”。

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发展任务是避免角色混乱，

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建立。教育戏剧以角色作为保护，让学生勇敢地在虚构现实

中摸索和挑战，不需付出任何代价。在戏剧世界中，学生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角

色进行塑造，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人物的生命河流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在

体验角色的生命历程中，个体的自我中心倾向逐渐淡化，学生的行动、选择、

感受、反思都在当下真实发生，他们开始尝试面对与解决内心的冲突与外在挑战。

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逐渐形成稳定、统一的自我意识。

3  教育戏剧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契合点

3.1  在核心目标上契合

新时代赋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培育大学生积极乐观、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教育戏剧的目标是通过剧场游戏、

想象性表达的形式，让学生在戏剧活动中认识自我和世界，在戏剧实做中实现

人格的发展和完善［2］。二者在目标上较为一致，这也为两者的结合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因其学科的特殊性，在学生的知识传授、心理体

验与行为训练方面均有所要求。心理健康素养是个体在促进自身以及他人心理

健康，应对自身以及他人心理疾病方面所养成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习惯［5］。教

育戏剧通过创设丰富的情境，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做中学”，学生可以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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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验中自发地习得抽象的心理健康知识；同时，教育戏剧通过剧场游戏的形式，

唤起人类游戏的本能，学生在游戏体验中宣泄情绪与压力，在交流与互动中获

得新的体验与希望；此外，教育戏剧帮助学生进行生活的重现或预演，在安全

的情境下应对挑战与困难，不仅可以精确地掌握心理技能，同时心理行为能力

也得以提升。因此，教育戏剧在传授知识、心理体验与行为养成方面达到的效果，

有利于其更自然地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中。

3.2  在关注内容上契合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及新时代提高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要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不仅包括自

助性心理健康素养，即理解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调适技能等，

还包括助人性心理健康素养，即帮助别人获得心理健康的技巧等内容［6］。

教育戏剧关注人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促进人对社会的理解与适应，

并通过教育戏剧的各种习式引导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认识自我与世界，学生心

理素质不断被优化和提升。另外，教育戏剧在内容上不存在任何规定性，其构

成元素也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堂中运用教育戏剧的元素，

可以让学生根据需要自主选择前文本，将大学生实际的心理需求转化为生动的

故事脉络，由学生自己创作、合作演绎，在实际的角色演绎、人际互动中，学

生不仅可以深度共情，同时也可以反观自身，进而不断完善自我及适当地帮助

他人。

因此，教育戏剧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关注内容是较为契合的，这

为两者的结合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3.3  在参与主体上契合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参与主体是全体大学生，不同专业以及不同阶

段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心理成长的需求是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独特性决

定其在教学主体方面要以学生为核心，充分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引导学生积

极主动探索自我，表达自我，从而在课堂中获得自我成长。教育戏剧的参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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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以是任何人，不需要戏剧表演技巧或基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教育戏剧的

主角。在戏剧世界中，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展示与表达，他们的声音、情绪、

动作都源于内心想法的外化，因此会更加生动与真实。由此可见，两者在参与

主体上均以学生为中心，这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4  在组织形式上契合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体验式教学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主要形式［7］，

学生只有在真实情境中产生心理体验和深刻的心理感受，才有助于心理学理论

的理解和内化［8］；也只有在实践中运用心理技能面对成长中的困惑与挑战，才

有利于心理素质的提升与行为的养成。教育戏剧在组织上主要以体验式、共同

参与式的方式进行［9］。教师与学生共同置身于安全的戏剧情境，经历抉择、行动、

反思的过程，体验深刻而真实，这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体验式教学模

式不谋而合。

4  教育戏剧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
用思路

根据教育戏剧的内涵及特点，其在核心目标、关注内容、参与主体、组织

形式上均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要求相契合。因此，将教育戏剧的元素融

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体验式教学的基础上，初步探索专业、系统、

高效的教育戏剧教学模式，主要应用思路如下。

4.1  准备阶段

在进行教育戏剧教学设计前，需要寻找前文本，决定焦点问题。前文本可

以来源于文学、诗歌、历史、小说、绘本、电影、新闻报道、特别的生活物件、

真实的生活经验等。在准备阶段，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课堂主题及教学目标选

取不同的故事为前文本。例如，面对当前大学生迷茫、空心、无意义感的心理

现状，教师可以以电影《心灵奇旅》为前文本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在戏剧中体

验“22 号”和“Joe”的人生，与学生一同探索人生的意义。关于“大学生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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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的教学主题，可以选择绘本《要是你给老鼠玩手机》进行教学设计，在

故事的空白处创设体验，以一个故事贯穿课堂始终，让学生沉浸体验在故事中

的同时达到教学目的。

4.2  引入阶段

在教育戏剧课堂中，引入阶段包括热身活动及建立戏剧情境。通过热身活

动的热身、热声、热心，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帮助学生在打开肢体的同时激

发想象力，逐步建立戏剧情境，引入主线故事，帮助学生代入角色，为后续扮

演活动做好充分铺垫。

热身阶段可以结合教学主题设置简单、有趣的戏剧游戏，如通过动作热身、

雕塑、社会计量等方式帮助学生打开身体和声音，建立肢体表达和内心表达之

间的连接。例如，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一课中，可以通过“用身体写名字”

的热身活动帮助学生相互熟悉，打破彼此间的距离，同时放松身心，营造氛围。

另外，游戏的设定还可以和故事情节挂钩，为扮演活动做准备。例如，在《要

是你给老鼠玩手机》教学设计中，热身活动可以通过“小询问”和“陪伴游戏”

进行，由学生两人一组分别扮演宠物与主人，呈现陪伴情境，为建立戏剧情境

做铺垫。

其次是建立戏剧情境，引入主线故事。这一阶段可以通过说故事、教师入

戏、模拟游戏、墙上的角色、坐针毡等戏剧习式和学生一起建构空间，引导学

生进入情境，代入角色。例如，在《要是你给老鼠玩手机》教学设计中，通过“坐

针毡”习式来呈现小老鼠对小男孩发出的“十万个为什么”，由学生轮流扮演

小男孩坐在特定的位子接受组内其他成员扮演的小老鼠的轰炸性提问。由此引

入主线故事：“小男孩为了逃避小老鼠的提问开始给小老鼠使用手机，从而导

致小老鼠手机成瘾”，主线故事随之铺开。

4.3  体验阶段

体验阶段包括展开主轴事件和体验抉择或挑战。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与故事

相关的一系列戏剧性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体验人物在境遇中的态度与想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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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世界中呈现冲突，面对冲突，优化行动，建构身体、情感、能力的阶梯。

在展开主轴事件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旁述默剧”“模拟游戏”“定

格画面”“故事棒”等教育戏剧习式创设主角经历悲喜的场景，呈现冲突，

推进故事发展的同时引导学生充分体验与感受故事人物的境遇。例如，学生

分组使用“定格画面”的方式呈现主角因使用手机问题与家人的争吵冲突，

把冲突这一刻的影像以静态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故事中人

物的体验，也有机会让学生回看与反思自身可能有的行为，充分理解手机成

瘾带来的后果。

当冲突与问题呈现过后，主角面临着的便是如何抉择与面对挑战。这一阶

段，可以通过“教师入戏”“时光机”“角色替换”“雕塑转化”等戏剧习式

引导学生在戏剧情境中试炼面对、处理冲突的方法与行动。例如，在《聚光灯

背后的战士》教学设计中，学生通过“小组群戏”的方式真实呈现了“阿默（替

补选手）”的不同选择之后，他们可能会思考选择背后的意义，这样的思考便

决定了他们将来会如何面对困难与挫折［10］。

4.4  反思阶段

反思阶段的目的在于把内在的理解转化成学习的经验。学生可以由故事联

系自身经验，讨论，反思。这一阶段包括沉淀与反思和解说。

在沉淀与反思阶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主角的角度，将前面的经验作整

理与落地，例如，可以通过“书写表达”“内心独白”“肺腑之言”的方式凝

练与表达主角的内心感受；也可以引导学生将学到的“心灵锦囊”运用于最初

的冲突与挑战中，优化行动。同时，也可以对主角的未来生活进行构想，看见

影响的发生。

在解说阶段，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脱离角色，联系自身进行分享与反思，让

经验落地，让学生从故事回到生活。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在戏剧表演

过程中你的感受、思考、发现、启发是什么？有哪些方法你将运用到你的现实

生活中？帮助学生慢慢从情境中走出来，让习得的经验真正地内化和延伸。

综上，将教育戏剧的元素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一种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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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了现阶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课堂上不仅能够

熟练掌握心理理论知识与技巧，同时也可以获得真实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

这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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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Drama in 
University Psycholog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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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drama is a set of teaching methods using multiple drama 

tools in the classroom. The goal is to make students know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through theater games and imaginative expression, and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personality in drama practice. This coincides 

with the goal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educational drama into the course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re-class preparation, introduction, 

experience, reflection four stages of the teach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put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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