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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提升学生心理咨询能力成为心理学专业教育的重要问题。角色扮演是一

种让学生根据心理障碍相关实例，团队合作创设并演绎情景剧本的教学方法。探讨角色扮演教学法教学

实例中的实施步骤、教学效果和注意事项，能为咨询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通过实践教学

表明：角色扮演教学法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巩固、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能力，在实现社会技能评估的多重目标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提升咨询心理学类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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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people’s attention to mental health, improv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Role-playing is a teaching method that al-
lows students to create and perform situational plays based on examples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Discu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teaching effects and matters which need to be 
attended in the teaching examples of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s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courses. Practice teaching shows that role-playing teaching me-
thod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promote students’ un-
dersta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knowledge,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ies of teamwork,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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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them achieve multiple assessment skills facing to social objectives, and therefo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courses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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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目前，随着人们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社会对心理咨询与治疗师的需求日益增加。而相关研究表明：

我国心理咨询专业人员专业水平和能力有待提高[1]。有学者指出，传统培养模式培养的心理学专业本科

生到了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表现出没有掌握专业基本应用技能，无法独立承担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各项工作的基本问题[2]。因此如何提升心理咨询类学生专业学习能力成为目前应用心理学专业

教育教学体系重要问题。心理咨询类课程包括《咨询心理学》、《心理咨询技术》、《心理咨询实务》

等，是研究心理咨询的过程、原则、技巧和方法的心理学课程。由于学科特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名

词概念难于准确表达；而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方法以知识传授为主[3]，不仅课堂效率低下，

而且忽视学生的能力培养，使学生对于专业的学习仅停留于表面理论，未联系实际情景运用[4]。 
研究表明，科学和数学领域使用角色扮演教学法的使用逐渐开始升温，效果最好。教师特点和具体

的干预策略相关研究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这是角色扮演能够推广和复制的关键[5]。本文章探讨角

色扮演在心理咨询类课堂教学实例，以便于学生体验心理咨询过程中不同角色的感受，提升其联系实际、

分析问题与解决的能力与创新精神。此外，研究角色扮演对学生的专业学习能力影响的论文较少，尤其

是心理咨询类方面，本文对心理咨询类课程角色扮演的研究，也望为教育学和教学法领域的相关研究添

砖加瓦。 

1.2.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及其在心理咨询类课程中应用优势的逻辑分析 

角色扮演法属于情境教学的一种，即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创设或虚拟情境，让学生摆脱原有角色，

置身情境中模仿或扮演情境中人物、演绎剧情，体验感悟、观察学习等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

专业情感体验和行为实践。在此教学模式中，学生可以快速获得和感知到经验与心得，教师也易了解其

心理素质和潜在能力，并对其行为表现进行评定和反馈，以此来促进其发展[6]。 
角色扮演作为教学模式应用在咨询类课程中，其优势为：其一，提升《咨询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效

果。咨询心理类学科是实践性与专业性极强的学科，除了传统的课堂理论学习，更需要学生切身经历实

践，从而锻炼其专业综合能力。通过围绕每一个特定心理问题或主题案例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开展教学，

能够将与主题相关的咨询室内实际咨询场景真实地再现，参与的学生扮演特定的角色，模拟不同情况下

如何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与制定治疗方案，这使其学习过程实现理论、实践双结合。其二，增

加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造能力。角色扮演的本质是使学生演绎真实的案例剧本、或规定范围的脚

本，间接地感受扮演角色的心理、思想状态。这样的教学模式具有较好的体验性、创新性，能够极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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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创造能力，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其三，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在角色扮演教

学的全过程中，尤其是任务分工、确定脚本以及正式表演等环节，学生都必须与他人互相协助和配合。

学生作为“主体”的过程中都深深体会到了个体差异及优势互补的重要性，意识到只有团结协作，才能

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从而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其四，实现社会技能评估的多重目

标。角色扮演教学法除了可以引发出现实生活中难以观察的低频行为，还突破了直接观察所具有的伦理

局限，可对敏感行为进行观察，能够实现社会技能评估的多重目标：甄别，发现问题行为，设计干预措

施及评估疗效等等[7]。学生在此活动中，体验到了不同角色身份所面临的问题和角色背景，学会从多角

度、多角色综合分析问题原因，利用专业知识制定解决方案，达到高效、精确的解决问题、实现角色技

能评估目标的目的。 

2. 角色扮演教学在心理咨询类课程中的应用 

2.1.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在心理咨询类课程中应用的理论构建 

咨询心理学类课堂教学中角色扮演教学程序为：班内自行分组，由两人一组，分别确立咨询师和来

访者，模拟演示咨询完整过程。结束后咨询师和来访者分享感受，面对班级的其他学生对咨询过程的优

点和不足之处进行讨论，专业教师做总结和指导，其他同学评价交流。最后根据专业评分表，教师对每

组表演进行点评、总结，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理分析，进而提高学生专业素养水平。 
其中角色扮演教学模式主要由准备期(包括案例选择、角色分工)、实施期(包括正式表演)和总结期(包

括师生点评和反思总结)三个阶段组成。(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ole playing teaching model diagram 
图 1.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图 

2.1.1. 准备期 
该阶段主要有两个任务，即案例选择、任务分工。该阶段主要由教师主导，在发布任务后，由学生

进行自主分配。在任务开始之前首先要让学生明确活动背景与目的，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进而调动

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师应使学生明白即使是模拟实践的角色扮演教学中，在没有接受充

分的教育、培训和督导的情况下开展心理咨询实践会给来访者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8]，从而端正学生学

习态度、提高学习专注度。 
1) 案例选择 
心理咨询类课程是实践性极强的一类课程，需要学生结合理论与实际运用，因此案例的选择应保证

真实性。在案例选择过程中有两种方式：一、教师提供案例。教师根据以往真实案例改编命题表演，选

择案例时遵循咨询原则，保护来访者个人隐私，不透露过多细节。学生根据案例分组进行表演；二、学

生组队选择案例。教师将班上同学以 6~8 人建立小组，每个小组选择沟通选择不重复案例。在案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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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要求情景剧本原创或改编，具有一定的情景性与合理性；剧本中涉及的心理障碍类型不限，各

小组可自主选择一种或多种；并提前告知相关材料(图片、剧本、视频等)的提交时间等。 
在两种方案选择最后，教师都应制定角色扮演评分表，并将每个打分标准提前通知各组学生，使其

遵守角色扮演的仿真性、创新性、体验性和交互性等理念。 
2) 任务分工 
教师将班上同学建立不同小组，并要求各小组推荐选出认真负责和能力较强的小组长，由组长自行

安排组内成员任务分工、资料收集与整理、情景剧本撰写与修改、角色分配、剧本排练预演、视频录制

等环节任务。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角色分工。该角色通常为“一对一”，因此二人需熟读剧本，

并学习、演练角色行为特征。在表演过程中咨询师应遵守咨询原则，并具有良好咨询态度，对来访者表

现出尊重、共情、以及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来访者熟练掌握自身剧本，表现出合理的心理状态、行为举

止，而不是故意的夸大情绪、影视化行为。 
在学生准备过程中教师需准备随时给予各小组以支持、帮助、指导或建议、帮助小组长处理小组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各小组的情景剧本质量方面进行把关如在角色排练过程中，为让每个同

学都能体验心理障碍患者的心理与行为，建议最好让每个同学轮流扮演心理障碍患者，最终以最合适人

选成为心理障碍患者的角色扮演对象，在选角过程中并对“患者”扮演者相关语言、情态、动作等做适

量意见，却不刻板要求统一。 

2.1.2. 实施期 
在正式角色扮演展示的过程中，每组按次序上场，组内两位学生分别扮演来访者和咨询者，按照选

定案例剧本重历心理咨询过程，教师及其他学生观摩学习。 
在扮演过程中学生应注重专业性与真实性。例如在关于咨询师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治疗目睹朋友车

祸后的一位男中学生的学生角色扮演过程，扮演者应详细展示了在咨询过程中所适用的心理治疗手段、

场所设置、动作姿态等。在实际过程中，咨询师应无条件积极关注来访者情绪，耐心倾听，并通过多次

咨询，对比前后状态，从自主性、生活状态、饮食睡眠等方面做出总结，使治疗过程更全面、有序化。 

2.1.3. 总结期 
角色扮演的表演结束后师生须针对表演进行讨论和评价，该环节是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

现为是所有教师、学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角色扮演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大量学习经验的过程。

其中按照评价角度的不同，可分为：表演者自我总结、教师点评、“观众”评价。 
首先由演示者自我总结，反思问题。扮演者需向同学们交流在根据咨询心理学教材和教学天纲的要

求制定详细而具体的要求和程序的角色扮演过程中，自身心得体会与专业知识运用方法。从实际运用中，

该教学方法有效于通过对咨询过程的间接体验的扮演者深化咨询理论的理解，积累心理咨询经验。 
其次是教师与“观众”学生的点评与评价。有效的点评和恰当的评价不仅能提高学生专业学习兴趣

与专注度，更能引导和促进找出扮演者出现的专业性问题，从而提出更佳方案与手段，最终达到掌握解

决实际心理咨询过程中问题的办法的目的。 

2.2.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的应用实践  

为验证角色扮演教学法的有效性、实用性，三亚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 1901 班在咨询心理学课程中上

根据其原理结合已有实例，利用角色扮演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该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师将此模式应用

于《咨询心理学》课程中，以 2019 级学 1 班 10 月 25 日在“咨询心理学–咨访关系”课堂上角色扮演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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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为例，具体情况如下。 

2.2.1. 准备阶段 
第一周。教师介绍角色扮演教学法及教学模式，两名学生自愿成为首个角色扮演短剧中的咨询师、

来访者角色。两名学生均拥有专业实习经历，并选择将咨询工作中“经历朋友车祸后导致轻度抑郁的高

中生”的一段实例作为本次角色扮演教学课堂案例。学生熟悉案例、准备角色扮演，利用课余时间进行

排练和预演；教师与学生商定观察任务及评价标准。 
第二周。学生首次进行模拟试演。模拟试演要求 PPT、音乐、场景布置等符合专业要求与场景需要。

学生脱离稿件扮演角色，老师及其他学生观察学习，并在试演结束后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较为不符行

为、治疗方案、PPT 制作等细节提出适当性建议。 

2.2.2. 正式表演阶段 
第二周。根据案例剧本需要，两位学生在课前准备完善必要的 PPT、音乐、进行场景布置，并安排

同学进行全程摄像、文本记录，教师在过此过程中应及时给予相关帮助与建议。 
在进行正式表演前，扮演者需简单向观众学生们介绍本组案例背景、分角，简述来访者身份背景与

来访原因，以及咨询师主要运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在表演过程中，二位扮演者应符合实际，按照剧本还

原案例咨询过程，包括二者交谈、肢体动作、表情形态、空间距离、情绪表达等细节方面。 
在表演后，教师应详细解释咨询过程中相关专业原理，扩充如系统脱敏法、厌恶疗法、自由联想等

治疗技术。讲明每个疗法优缺点，具体操作等。 

2.2.3. 总结阶段 
第三周。学生整改上周扮演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重新演绎。在表演之后便是总结阶段。该阶段

任务主要包括四部分：扮演者自评、教师评价、学生他评与师生讨论。 
作为参与度最高的扮演者应向大家分享自我感悟，即自评。要求学生在表演之后，从扮演者的角度

思考咨询过程中所面对的来访者问题，使其能够间接的接触咨询工作，锻炼思考能力与创新精神，减少

专业陌生感。在教师评价过程中，教师应从专业角度，根据表演时出现的细节问题再次提出意见。客观、

公正地根据扮演标准表对学生一一进行打分，并作出总结性评价。学生他评的原理，就是认为在整个扮

演过程中，大部分学生扮演观众的角色，但是根据班杜拉观察学习理论认为：在通过对他人及其强化性

结果的观察，一个人获得某些新的反应，或者矫正原有的行为反应，此过程中，学习者并没有外显的操

作。因此观众学生虽没有直接参与角色扮演过程，但同时也可以通过观察学习的方式，对自我知识体系

进行补充学习，并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意见。 
在师生讨论环节，要注意综合已发掘的问题，由教师作为主导，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通过讨论交

流的方式，商讨更为完善的咨询、治疗方案。本阶段的目的是为了在良好的氛围中，帮助学生更加快速

且深刻地学习专业知识，构建专业知识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自评，还是他评均建议用表现性评价。国外学者在关于课堂教学评分规则研

究中指出：教师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生活环境中，运用先前获得的知识解决某个新问题或创造某种东

西的表现性评价，不仅有利于以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还利于培养实践、问题解决、交流合

作和批判性思考等多种复杂能力的发展[9]。 

2.3.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注意事项 

2.3.1. 注重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作用 
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均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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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任何一方作用的忽视或弱化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整个活动中，从主题选择、情景设计、剧本撰写、角色分配、剧本排练与表演、活动评价等环节，

都把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充分体现了学生“主体”作用，较大程度地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较

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而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确定主题范围、活动目的、活动要

求、活动标准等方面，并适时地在活动前后给予学生一些支持、帮助、指导或建议，真正实现教师成为

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支持者、评价者等多重角色作用。一般来说，只有教师正确的“导”，学生才可能

出现主动的“学”[10]。因此，实际活动操作中，要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作用，两者

的完美结合才能使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效果呈最大化。 

2.3.2. 帮助学生脱离继发性创伤障碍影响 
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师由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及机制研究

调查中表示，共情是一把可以提高自身感悟来访者情绪与产生继发性创伤障碍(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的“双刃剑”[11]。在实际的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活动中，尤其是对于扮演心理障碍患者角色的学

生来说，有时可能会因太投入情景活动中的角色，对角色创伤性经历产生共情，从而长时间沉浸在所饰

演的角色中。为防止其心理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在整个扮演过程中，教师应该关注扮演者心理状态与日

常生活，及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其脱离角色情绪，恢复正常健康心理状态。 

2.3.3. 场景设施专业性 
在实际心理咨询过程中，除必要的场景设施(桌椅、时钟)之外，还应注意设施布置、装修风格会提升

咨询治疗效果，加快咨询进程。如咨询时桌椅颜色、绿植选择、装修主题等方面，主要围绕温馨、明亮、

干净的主题基调；据调查蓝色、柠檬黄等温和色彩可营造安全氛围，对平复来访者情绪起到一定作用。

并且必要时应该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民风民俗、季节、温度等对室内装横进行相应调整。 

3. 角色扮演教学法应用的不足与建议 

3.1. 实践教学保障条件不足 

由于我国心理咨询实践教学停留在表面化阶段，实践教学的保障条件不足，包括校内实验室建设、

师资队伍、校外实践基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质量监控及评价机制不完善等。虽然角色扮演教学模式能

够提供学生一个间接接触咨询工作的方式，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又非常依赖教师“主导”作用。因此，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是解决实践教学保障条件的最基础步骤。 
作为“主导”高校教师应满足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学历教育、同时接受来自国家、专业机构的再教育、

再培训，提高自身心理咨询专业能力、促进心理咨询类专业教学的发展[8]。在实际培训过程中，高校应

当定期组织开展技能培训活动，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思想政治水平，优化其心理素质，培养其文

化蘊。可聘请专家深入院校开展讲座，通过业务考核来考察教师的综合能力，在实践中提升教师的整体

水平。可建立层次化的评体系，落实监督，确保教师综合素质得到强化。通过奖励机制的设置，能够对

教师形成激励，教师工作积极性得以调动，促进师型教师队伍的顺利构建[12]。 

3.2. 角色扮演教学法外在效度低 

自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为响彻国家防疫规定，各地区对外来人员工作、学习及人员

流动作出严格控制与限制。心理咨询类学科作为一门实操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在线下实训的实操过程

中受到来自疫情的一定影响。角色扮演作为模拟实操的一大重要教学方式，优点在于在扮演过程中学生

通过模拟学习，重历真实咨询过程，对心理咨询类课程学习起到重要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在操作不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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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脱离实际、影响因素多、外在效度低[13]。 
针对角色扮演教学法的外在效度的研究表明，测试指导语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4]，即随着指导语要

求的提高，被试在角色扮演中表现出的行为水平提高，意味着外在效度提高。类似研究还发现在高要求

指导语下，紧张水平较低；低要求指导语作用相反，紧张水平较高[7]。因此，为提高外在效度，降低角

色扮演教学法中学生的紧张程度，教师可在指导语方面讲明了角色扮演的本质是一种行为练习，从而降

低了学生对角色扮演行为后果的关心，使技能行为“脱抑制”而表现出来在这一人工情境的保护作用下，

使学生紧张程度降低，从而最大程度展示对扮演角色的领悟与表演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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