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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心理情景剧在认知、情感和行动上对班主任与学生谈话时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认为以心理情景

剧创作、表演、传播等方式在班主任谈话中产生显著效果，参与者通过搜集典型素材、创作剧本，组织、

观看或表演心理情景剧，增进了情绪调试，推动人际互动，为班主任与学生心理困惑解决和自我觉察提

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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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riving and promo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itcoms on the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class teacher and student conversat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reation, perform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sitcom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lass teacher conversations. Participants collect typical materials, create scripts, organize, watch, 
or perform psychological sitcoms, enhance emotional adjustment, and promote interpersonal in-
teraction,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las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olve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and 
self-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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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领域出现了四大转向：教育内容从知识传授转向精神成长、教育功能由适应社会转向变革社会、

教育方式由训练社会人转向教化以成人、教育生态由适应教育转向超越教育。在这一背景下，班主任谈

话成为国家实现立德树人的时代追求，更是学校实现育德能力的重要途径(陈超武，2020)。然而，教师对

担任班主任缺少主动性(刘长海，2022；刘永和，2017；任登峰，2019；孙利，2015)，出现严重的“教”

与“育”的分离，导致班主任工作负担越来越重班主任与学生谈话，经常遭遇无效。 
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老师的嘴，就是一个源泉，从那里能够发出知识的溪流。”笔者尝试

沟通理性成为教育领域富有时代性的自觉追求，师生间的沟通成为影响教育成功与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

因素。作为与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师——班主任，必须选择有效的沟通途径，促使师生双方加强情感

交流、促进理解，达成教师和学生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共识，构建和谐的教育教学氛围，提高教育教学的

效能，同时促进学生和教师双方的共同成长和发展。我认为，有准备谈话是班主任工作的走心途径，是

师生间沟通的有效策略。有准备谈话是指教师做好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后，运用真诚、尊重、倾听、无

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等心理辅导技巧，加上无声的肢体语言等，与学生进行的沟通交流。本文就谈谈班

主任如何进行有准备谈话的建构。 

2. 班主任与学生谈话时存在的问题 

2.1. 班主任谈话准备不充分 

班主任工作常常是科任老师的“副业”，工作琐碎且涉及面广，日常工作实践很多时候就是提交表

格，统计数据，配合学校管理工作之后，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常常让班主任育人工作准备不足，反思总

结经验积累不够，情绪调控不强，谈话前对结构性准备不充分。 

2.2. 班主任谈话现场感缺失 

班主任与学生谈话，是一项思想互动活动。但班主任平常没有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没有关注具体

谈话对象的性格、成长背景以及经历的生活事件；与学生谈话往往是学生出现问题或者犯了错才展开，

因此处理学生问题多“照章办事”——给予纪律处分等，无暇关注违纪行为背后的思想和更深入了解学

生心理动态。导致班主任与学生谈话，无论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在任何学生身上，同一个

班主任与任何学生谈话几乎大致相同。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学生产生“被谈话”感，甚至觉得浪费时间，

很难对班主任的教育产生认同感，破坏了师生关系。 

2.3. 班主任谈话专业性不够 

班主任作为与学生谈话的发起者、调控者和思想引路人，没有接受专业系统的业务培训，对心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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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读和学习欠缺，不能掌握心理教育理念和技术，不懂专业表达理解学生、关爱学生，耐心倾听学生

的心声；导致与学生沟通演变成班主任“说教”，学生不能敞开心扉，常随便应付甚至抵触反感，不仅

没有收到谈话效果，还易引发师生冲突。 
心理情景剧是受奥地利维也纳精神病理学家雅可布·李维·莫雷诺(J.L. Moreno) 1921 年创立心理剧

的影响，结合校园的场景和事件等因素应运而生的(黄希庭，1982)一种团体心理辅导方法。它强调以“行

动”来演绎生命，呈现问题但聚焦问题解决；擅用音乐、美术等多种元素与咨询技术的整合；突出心理

剧内容校园情境的自发性与原创力。Moreno 强调人是生命舞台上的即兴演员，角色的演变、创作、扩大、

深入都是一种过程，只能是互动的关系，多采用谈话互动。所以心理情景剧在班主任与学生谈话中，具

备天然优势。 

3. 心理情景剧在班主任与学生谈话中的优势 

3.1. 心理情景剧的内容展现应用是来源于学生，无需准备 

心理情景剧在创作、排练和表演的过程中，必须要对心理健康知识有详细的了解并将其融入剧本里。

因此，它能秉承“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尊重学生心理发展的实际和个性特点，充分围绕学生的心理喜

好和审美观，师生一起积极主动探索心理知识，通过喜闻乐见的“心理剧”形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有

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提高心理素质也是“水到渠成”自然过程。心理情景剧的剧目和题材，都是源于

学生对周边的人和事的观察，必然会融入学生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喜好等元素。心理情景

剧的分享和交流中，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理性的自我判断及评价，提高其完善自身心理素质的信心，此

外，班主任还可以引导学生模仿和探究有效地疏导心理问题和调节情绪的方法，从心理学视角去留意和

观察身边的同学，遇到心理有异动的同学会及时地反馈给老师形成动态的班级心理建设的动态良性监测

机制。 

3.2. 心理情景剧的心理问题呈现是校园真情境，身临其境 

心理情景剧是受奥地利维也纳精神病理学家雅可布·李维·莫雷诺(Moreno 心理剧中的一些方法能

催化个人恢复天生的自发与创作能力，以自发性的方式创造性地对旧有文化遗产做出新的反应，使个人

更具弹性。心理剧的艺术形式和心理辅导的问题方法都很好地规避了直接的批评教育和学生直面问题的

难堪。心理情景剧提供了真实、安全、轻松、包容的氛围，让班主任和学生沉浸在剧本事件的发生发展

中，通过心理剧技术或观看演出亲身感受和体验身边的问题场景，更能切身体会到问题经历者的认知体

验和情绪情感，更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3.3. 心理情景剧的解决问题技术是心理学技术，专业呈献 

心理情景剧以心理剧的理论基础为依据，将心理健康知识融入戏剧表演中，直观形象。演出者将各

种典型的心理冲突、困惑、烦恼等心理问题，在教师及团队的帮助下，将问题的形成、发展和应对的过

程完整地展示给观众。观众可以通过剧情中提到的问题和细节，应用“交互技术、替身技术和镜像技术”

等技术，进行自我觉察，认真回顾，反思和交流自己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促进对心理问题的认知和理

解，习得处理心理问题的方法(苏斌原，林彦乔，2014)。心理情景剧的表演者、观看者获得了开放心态和

疗愈修复的过程，也获得了一种心理疗愈的方法和心理健康的启示。心理情景剧是以演练实操的方式，

学会如何应对和正确处理心理问题，是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活跃校园文化的重要途

径(谭春芳，2007)。 
笔者尝试把心理情景剧的各个优势应用到班主任与学生谈话中，以班主任与学生的谈话为例进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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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说明，便于操作以期提高学校德育的有效性。 

4. 心理情景剧在班主任与学生谈话中的功能 

4.1. 让班主任和学生认知得以提升 

心理情景剧是学生发挥自己的力量，通过同学之间团队协作，在老师指导下解决当事人问题而生成

作品的。这个过程就是班主任和学生心理健康知识运用，内化知识，提升解决心理问题能力和心理健康

素养。此外，班主任和学生作为参与者和观看者，在心理情景剧不同过程中不断反思、调整和精进，不

断成长。班主任在审核剧本创作、排练、演出、分享和评估等过程时发现学生的心理困扰聚焦在学业问

题、人际关系问题、情感问题、自我意识问题等方面，更能帮助班主任日常工作中精准发现学生的心理

需求以及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心理情景剧中，能多方位、多层级展现能力，使他们更全面

认识挖掘自己潜能和实现自我成长。比如因脸部胎记而不敢发挥特长甚至日常也沉默寡言的音乐生小美，

日常班主任教育毫无效果。笔者学校直接组织班级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核心创作剧本，剧中“小美”通过

学校搭建歌手大赛舞台、同学怂恿“小美”参赛、“小美”退缩后同学陪同组合参赛、脸部设计“小美”

胎记造型 LOGO，“小美”获胜等环节，彻底治愈了“小美”的自卑，增添信心。班主任对类似自卑学

生的谈话，也增加了谈话的策略，拓宽了谈话时问题解决的思路。 

4.2. 让班主任和学生情绪得以调适 

生活实践中，所有生活事件给个体带来的情绪往往是多重的，情绪的激动程度也是不同的。在剧本

创设和演绎过程中，一般都是选择解决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情绪作为切入点，通过舞台展示，向所有

参与者(演员、观众、组织者)呈现理性的情绪表达方式和合理的情绪调试方法。在剧本围绕问题解决设置

上，其中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情绪回归到正常状态。心理情景剧为参与者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情绪宣

泄渠道，为所有参与人员提供了直击内心世界敞开心扉的平台，直至坦然地接纳自己的情绪或是转化成

良好情绪。比如笔者学校围绕高三学生常出现的考试焦虑情绪，创作了《送你一朵小红花》为题的心理

情景剧。通过学生深夜难眠、口舌生疮、手足发抖等塑型，展现出拿着书又无心学习的高三焦虑族，然

后围绕寻找校园颜色、拾捡校园花草、小组合作曼陀罗、小组展示、心理教师解析等环节，让高三学生

不知不觉中在剧中沉浸校园，享受平和，感受美景，在同学交流合作中治愈焦虑。该心理情景剧采用了

曼陀罗绘画的理念，让学生回归本真，疗愈情绪。也可以师生组合，进行心理剧环节演绎，达到师生情

绪共同调试的效果。 

4.3. 让班主任和学生沟通得以深入 

心理情景剧让班主任和学生沟通在广度、宽度和深度较日常沟通更深入。 
在广度上，日常沟通更多的是分享信息、思想和情感的过程。心理情景剧更注重人际互动。在剧本

编排、角色分配、道具准备、统筹沟通的过程中进行大量的沟通和交流；演出结束后，演员和观众还有

分享过程的感悟；班主任和学生以心理情景剧活动为契机，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良性沟通意愿和人际沟通

能力。 
在宽度上，心理情景剧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作为心理问题解决的载体，密切了师生的互动，缩短

了师生距离，弥补了师生鸿沟，实现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项传军，2009)；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和德

育水平，增强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卞庆华，2020)；充分发挥学生兴趣、内驱力和创造力的形式

(傅幼萍，2016)。 
在深度上，心理情景剧系列过程突破了沟通行为的视角，围绕剧情发展和问题解决为中心，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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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以表演的形式进行创作，大大加深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理解，促进个体的自我察觉、价值判

断与自觉行为(马晓清，2018)。同时培养了学生勇敢、自信、乐观、坚毅等积极品质，潜移默化地塑造学

生的积极心理和品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和健全的人格。 
关于师生沟通主题，笔者学校创作了《手机砸开沟通路》心理情景剧。学校颁发了禁止智能手机入

校园这一规定后，班主任直接到教室没收手机，引发师生冲突甚至促使学生轻生的极端行为作为首幕，

呈现这一视觉冲击的问题画面。剧中设置了班主任如母般操碎心各种日常、师生沟通工作坊游戏场景、

师德师风建设的班主任反思会议、班级组织的班主任评优事迹列举等幕，最终以学生喜欢的布娃娃敲头

作为班主任提醒手机禁玩这一约定终幕。形式轻松，彻底告别了说教，逾越师生之间鸿沟，直击问题解

决，沟通有趣有效。 

4.4. 让班级管理工作格局得以扩延 

心理情景剧的实践，让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拓宽了思路。不少学校将心理情景剧纳入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杨洁，尚云，郭愿志，刘芳，普星维，2022)。班主任充分发挥心理情景剧的优势，引导师生积

极关注自身心理健康，有意识拓宽心理情景剧的辐射面，把课程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专题活动、团体心

理辅导、主题班会等形式融入，优化现有的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机制，为学校心理健康体系和心理问题

解决注入新的活力，引导每一名参与者从中获得心理自助的能力，推动心理情景剧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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