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0), 11-16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822 

文章引用: 王媛媛. 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价值与实践路径[J]. 教育进展, 2024, 14(10): 11-16. 
DOI: 10.12677/ae.2024.14101822 

 
 

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价值

与实践路径 

王媛媛 

岭南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广东 湛江 
 
收稿日期：2024年8月25日；录用日期：2024年9月23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30日 

 
 

 
摘  要 

近年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教学模式亟待创新。教育戏剧是一套运用多元

戏剧工具于课堂的教学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将教育戏剧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运用戏剧游戏、墙上角色、坐针毡、定格与思路追踪等教育习式建立戏剧情境，

帮助学生在戏剧情境中实现自我成长。教育戏剧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融合不仅可以提升课堂实

效，更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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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teaching mode needs to be innovated. Educational 
drama is a set of teaching methods using multiple dramatic tools in the classroom, which has a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practice path of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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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into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mainly includes the use of drama games, 
wall characters, sitting on the pin felt, frozen frame and train of thought tracking to establish drama 
situation, and help students realize self-growth in drama situ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drama and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can not only improve classroom ef-
fectivenes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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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要求学校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发挥课堂教学作用，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

增强心理健康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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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高校要加强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着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高校要创新心理

健康教育教学手段，以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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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缺乏兴趣，通过课程教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较为困难。调查研究显示，当前我

国多数学校的心理健康课都是“按学科课程的形式安排，沿用学科教学的模式”[1]，以“说教”“灌输”

为特点，注重心理健康知识的讲授，忽视了学生的内心体验和行为训练。但近年来，有研究者发现，相

比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在实施体验式教学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对教学的满意度都有显著提高[2]。
蒋佩等人也发现，体验式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能显著降低大学生的消极心理程度，改善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3]。体验式教学模式摆脱了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有研究者发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体验式心理课堂容易出现活动形式与游戏形

式的倾向，学生上课时只对游戏感兴趣，活动后的反思和收获有限，使得教学效果不明显[4]。 
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 DIE)是将戏剧元素和技巧应用于教学活动中的方法。它不以表演为目

的，而是借用戏剧途径推进人的社会学习，对人的认知发展、人格的完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5]。教育戏

剧的目标是通过剧场游戏、创作活动、戏剧表演的方式，让参与者在戏剧活动中认识自我和社会，实现

人的成长与发展，实现对全人的培养、健康人格的建立[6]。这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陈丹妮

等人经过实践研究发现，教育戏剧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可以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重要

作用，对培养和塑造儿童的健康心理具有积极意义[7]。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教育戏剧活动在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应用研究尚未完全展开，国内仅有少数学校将教育戏剧应用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中，且多集中在中小学[8] [9]。例如，张群智将教育戏剧以元素的形式(即在固定的课时时间里，运用教育

戏剧的某一个或多个范式进行创编)，把教育戏剧的丰富表达方式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中，发现教学目

标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0]。李颖发现将教育戏剧融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使心理课堂素材多样

化、心理辅导载体多元化、学生心理体验真实化，从而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11]。而教育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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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中的应用多集中在思法类课程、文学语言类课程、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12] [13]。关于教育戏剧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

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将教育戏剧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是一种创新且有益的尝试，不仅可以

提升课堂实效，更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 

2. 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价值 

(一) 获得具身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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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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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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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深化心理体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同于其他公共课程，不仅重在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在课堂中

的全身心参与和情感体验，学生只有在真实情境中产生心理体验和深刻的心理感受，才有助于心理知识

的理解和心理问题的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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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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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文本选择和情境构建，学生可以进

入故事主角的世界，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由此，学生在戏剧情境中需要切身去感受戏剧角色内心

的冲突，面对困境与挑战时思考可以有哪些选择，角色的代入与思考让学生的心理体验更为深刻。 
(三) 掌握心理技能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帮助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调

适技能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重要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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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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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掌握与内化解决问题与冲

突的心理技能。此外，教育戏剧涵盖的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个人成长，还涵盖社会现象，且一般具有尖

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丰富的情绪情感。学生可以在戏剧表演中体验不同的人生经历，从而在对角色的理

解中明辨是非、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并在角色中完成社会适应。因此，教育戏剧可以帮助学生进

行生活的重现或预演，在安全的情境下应对挑战与困难，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也

可以帮助学生精确地掌握心理技能。 
(四) 提升心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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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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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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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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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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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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戏剧中，共情能力和同理心的发展可以极大地促

进大学生助人性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 

3. 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践路径 

(一) 戏剧游戏：打开学生身心 
戏剧游戏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肢体动作、身体语言、情绪与表情进行感知、想象、创造和表达

的游戏活动。教师可通过戏剧游戏进行热身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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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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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墙上角色：认识戏剧主角 
墙上角色是教育戏剧中一个相对静态和突出表达的范式，它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构戏剧中的关键角

色，并逐步建立戏剧情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黑板或白纸上描绘出主角人像轮廓，学生根据个人经验

思考、分析、探索主角的经历、想法和感受等，用文字将其写在人物轮廓中。“墙上角色”通常用来帮助

学生认识人物，感受情境。该习式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帮助学生融入自身体验的同时，也将他人的体

验融入其中。例如在《大学生适应心理》课程开始阶段，构建了一个刚刚步入大学，对大学生生活适应

不良的主角倩倩。通过墙上角色的建构，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面对全新的大学生活，不熟悉的环境，

倩倩的处境如何、心情和想法又是如何。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可以依次写在倩倩的人形轮廓图内外。通过

墙上角色的构建，学生更易进入角色的内心，与“适应不良的小倩”建立联结，为后面代入角色、体会情

感作铺垫。 
(三) 坐针毡：重现问题情境 
坐针毡是指设计一个特定位置使学生或教师进入指定的角色身份，通过身份的确立与其他学生进行

对话。坐针毡者置身于特定位置中，会不自觉地代入戏剧角色，深入角色内心，体验角色的处境，并以

角色的身份去思考、表达和回应其他参与者的提问，进而重新问题情境。由于扮演者坐在特定位置上仿

佛在被审问，有如坐针毡的感觉而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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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团体成员与坐针毡者的对话，问题情境得以重现，学生可以

清晰地看到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并将解决方法内化于心，有助于学生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困境。 
(四) 定格与思路追踪：深入角色内心 
定格，又称定格画面，像是电影画面暂停。学生可以运用肢体动作将戏剧情境中的某一情节呈现出

来。思路追踪是指在学生进行“定格”时，带领者根据故事的发展用手轻拍学生的肩膀，学生以角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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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说出心里的想法或感受[17]。在戏剧表演过程中，“思路追踪”通常和“定格”结合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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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教师可以进行“思路追踪”，轻拍学生的肩膀，让他们以角色身份表达出自己当

时内心的情绪和想法。“定格画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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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和“思路追踪”的应用为主角内心的挣扎

和复杂的情绪提供了一个觉察和表达的出口，参与学生不仅可以在切身感受中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在

脱离角色后，亦容易对自我产生新的认识。 

4. 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践效果 

将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学习通等平台的课后

测验、课堂互动、课堂满意度评价等方面。在课后测验中发现学生心理理论知识掌握较扎实，知识测试

平均分在 90 分以上；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显著增强；学生的自助性心理健康素养和助人

性心理健康素养均显著提升；学生对教育戏剧课堂的满意度达到 95%以上，对授课形式和课堂内容反馈

良好，课程实效得到了显著提升。 
综上，将教育戏剧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一种创新的探索，将教育戏剧融入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运用戏剧游戏、墙上角色、坐针毡、定格与思路追踪等教育习式建立戏剧

情境，帮助学生在戏剧情境中实现自我成长。教育戏剧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融合优化了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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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可以提升课堂实效，更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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