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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心理剧提升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实践研究
——以心理剧《坦诉酒馆》为例

王Ǔ严
天津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Ǔ天津Ǔ300457

摘Ȟ要：当代大学生负面情绪不断增加，因“情绪”问题引起的大学生心理危机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对大学生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关注度越来越高。梳理近年来学界对校园心理剧的研究现状，并在其基础上以天津科技大学校园心

理剧《谈诉酒馆》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观察参演学生在参演过程前后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变化，

探索校园心理剧对于提升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机理，提出对当前校园心理剧发展路径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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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课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

加，当代大学生的负面情绪也在不断增加。而很多大学

生心理健康危机突发事件都是因“情绪”问题而起，使得

对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关注度越来越高。班杜拉于

1977年提出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其被认为是人的自我调节
得以持续的心理动力原因，从班杜拉这一定义可以看出，

自我效能感并非是能力或技能，而是自信程度。*

作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核心心理状态，“情绪”往

往被作为校园心理剧的主题通过或现实、或虚幻的表现

形式进行演绎，如“坏情绪”“不良情绪”“痛苦情

绪”“悲伤情绪”等。本文旨在梳理近年来学界对校园

心理剧的研究现状，并在其基础上以天津科技大学校园

心理剧《谈诉酒馆》为研究对象，观察参演学生在参演

过程前后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变化，探索校园心理剧

对于提升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机理，提出对当

前校园心理剧发展路径的新思考。

1��校园心理剧的作用与应用研究综述

校园心理剧通过舞台表演的方式，再现大学生日常

生活、学习、人际交往、情感等方面的困惑与冲突，通

过发泄与倾述解除心理压力和自卑心理；在心理老师

的引导下，融入相关心理学知识与技巧，根据创作的剧

本，通过学生的表演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与共鸣。

（1）校园心理剧的作用
孙德升、林丽丽（2009）通过引用“社会角色论”

将“校园心理剧”寓教于乐，寓教于戏，寓教于演，帮

助大学生改善他们个性心理结构中一些不良的心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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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形成建全的人格[1]。朱恪川、李冬（2012）指出校园
心理剧在寓教于乐、寓教于演中促进学生知、情、意、

行的有机统一，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大学生的思想观

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人格素养等，最终帮助他们实

现人格的健全和发展[2]。李慧（2022）强调了在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体系下开展校园心理剧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

校园心理剧的作用，以学生的“自我实践”促进自身心

理健康发展，实现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初心[3]。

（2）校园心理剧的应用
李珊珊（2016）将校园心理剧与读书治疗方法相结合，

引导学生深度阅读经典作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4]。姚晶

晶（2018）以芜湖市各大高校学生为研究，通过校园心
理剧对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促进提升的实践应用研究

为校园心理剧的发展提供实证依据[5]。谭余清（2021）
将校园心理剧的创作分为了剧本创作和剧本演出两个过

程：创作过程主要是搜罗素材、明确主题、确定时空背

景、创设人物和剧情、完成剧本五个部分，演出过程则

主要是要借助舞台、导演、演员和观众等元素完成一个

剧场的成功演出[6]。

学者们对于校园心理剧的研究主题明确、视角多

维、方法多样，多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但是主题

大都集中于校园心理剧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应用探索，对

于校园心理剧对于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方面的具

体研究相对缺乏。

2��校园心理剧《坦诉酒馆》实施过程

天津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学院一直积极探索心理育

人工作新模式，成立心理剧团体辅导工作坊，在课堂内

外发现学生所遇心理难题，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困境进行

剧本创作，自编、自导、自演，在团体辅导过程中疏解

心中困惑。本文以2024年校园心理剧《坦诉酒馆》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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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通过梳理整部剧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以学生的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前后对比为指标，发现校园心理剧

影响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机理。

（1）素材采集阶段：
心理剧创作素材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通过每

学年秋季学期新生心理问题筛查活动进行心理问题学生

锁定，由心理专项负责老师与其进行谈话、了解学生

心理困惑，并在征求学生同意基础上邀请学生详细讲

述、做好记录，作为创作素材。二是通过设立“解忧信

箱”，日常由学生自行投递稿件，并由心理社团定期整

理，发掘创作素材。三是各年级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发

现学生异常行为，通过谈话积累工作案例，并在征求学

生意见基础上进行整理。

《坦诉酒馆》在素材采集阶段，主要采取了“解忧信

箱”素材发掘方法，心理社团在整理投稿过程中进行主

题锁定，由心理社团编剧团队共同讨论筛选，并由心理

教师参与指导，结合今年网络热点事件，确定最终的创

作主题：校园霸凌。

（2）剧本创作阶段：
校园心理剧的内容来源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更

能让学生产生真实感和亲切感。相较于中小学生，大学

生的心智较为成熟，但仍不能及时发现自身或身边存在

的一般矛盾并进行解决，更有甚者甚至一直困于青少年

阶段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之中，无法走出来。

《坦诉酒馆》的剧本创作，由学校专业心理教师和

各班级学生共同参与，根据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真实故事

进行改编。在确定创作主题、收集到足够素材之后，由

心理社团创作团队邀请愿意参与剧本创作的心理问题学

生共同参与创作，并在此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真情实感。

《坦诉酒馆》故事源于自行投稿的心理问题学生的真实

故事，采用梦幻故事叙事方法，将现实生活与虚幻梦境

相结合，讲述主人公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发现路旁的小

树林里发现一家名叫“坦诉酒馆”的小酒馆，在这里需

要与店主猫头鹰先生用“一段回忆换一杯酒”。主人公

在这场“梦”中邂逅了孤立无援的猴子、离经叛道的小

狗、单纯善良的兔子，他们分别对应主人公大学时期“不

合群”、中学时期遭遇校园霸凌以及孩童时期单纯助人却

遭遇嘲讽的真实经历，暗示着主人公的痛苦经历和无奈挣

扎。梦醒后，主人公在家人、朋友和老师的指引下，决定

直面自己内心，得以与自己和解，坚定地开始新生活。

（3）剧情演绎阶段：
校园心理剧表演的主体是学生，在表演过程中，要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性，激发学生语言表

达、舞台表演等方面的潜能[7]，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招募演员过程中，鼓励试镜学生尝试多个角色。在最终进

行角色选择时，在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的基础上，结合学

生性格特点，帮助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角色，以帮助

发现自己的多面性，对自身画像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坦诉酒馆》在排练阶段，选取实验组和对照组两

组不同的学生分别进行，实验组通过邀请专业话剧表演

教师进行演绎指导，对每个参演学生都进行一对一的角

色讲解分析与表演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塑造角

色，提升他们的表演能力，充分展现他们的个性；对照

组则没有经过任何相关的指导，完全由学生自己研究剧

本、演绎剧情。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排练，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学生分别在学校舞台上进行展演。

（4）感受分享阶段：
校园心理剧的表演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

身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出现的心理问题，便于教师对其

进行心理疏导。每一次心理剧团体辅导工作坊结束之

后，会由教师组织表演者和观看者进行分享交流，通过

构建校园心理剧观后分享交流平台，使所有参与者有机

会进行深入思考，在潜移默化中对观看者产生积极影

响，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心理问题应对技巧。

《坦诉酒馆》两组演员在演出结束后，由指导教师

邀请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专业教师、话剧指导教师以及观

看演出的观众对对整个校园心理剧进行客观点评，了解

他们对心理剧的满意度和观看感受；同时邀请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学生进行参演感受分享，例如参演前后情绪状

态、自信心水平等方面的具体变化。通过观众外部评价

与演员内在评价的双重对比发现，实验组学生无论是

在舞台表现力还是心理状态自信度，都要远远好于对照

组，而对照组学生的最终舞台呈现效果和排练前无明显

变化。

3��校园心理剧提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机理分析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

态的一种自信程度。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强

化，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提升个人自信。校园心理剧对促

进观赏者和参与者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改变都有积

极作用。通过分析校园心理剧《谈诉酒馆》的具体实施

过程，并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参演学生前后状态，得出

以下结论：

（1）剧本创作利于学生进行心理环境净化
在剧本创作阶段，实验组学生积极参与，以某一学

生过往的学习生活亲身经历为故事原型，并由其他参演

学生以此为基础、融合自身相似经历进行创作。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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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参与创作的学生需要对自身心理状态、过往经

历进行全面审视与回顾，为学生提供净化心理环境的机

会，让学生有机会进行自我觉察、感知自身情绪变化过

程，提高情绪感知力。数字信息的迭代速度过快导致新

时代大学生更易出现浮躁、畏难、懒惰等情绪，也会出

现伴随着新事物出现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校园心理

剧进入了比过往任何阶段都丰富的取材时代，这就要求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大学生群体

的心理特征，关注、关心、引导其健康成长。

（2）专业教师为学生提供正面情绪调节引导
在排练和演绎阶段，邀请专业心理教师和话剧指导

老师对实验组参演学生进行全程指导，参演学生此过程

中遇到表演瓶颈、情绪表达等多种问题时能够得到专业

引导。专业心理教师在校园心理剧编排过程中融入团体

辅导、专业知识讲授，帮助学生识别情绪状态、克制消

极情绪、表达积极情绪；话剧指导老师则是通过对学生

表演状态进行监督、指导，鼓励学生在舞台上尽情表达

自我情感，提升学生管理情绪的自信心。校园心理剧中

反映的心理问题映射到现实中，能够引导大学生在自我

认知与自我体验中养成积极的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提

高大学生心理互助和自助能力，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

平，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3）感受分享帮助学生明确自我定位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环境因素，反映了他人在个

体生活有需要时提供的资源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状况

具有维护和保健作用。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的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在学生面临情绪

困境时，通过学习和训练提升他们的情绪调节效能感，

能有效提升他们管理情绪的能力。在感受分享阶段，学

生通过接收专业教师和观众的客观点评以及分享自己参

演感受，对校园心理剧整个过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并明

确自我定位，感知来自外界的支持力量，增强对积极情

绪的感受和调节能力。

结束语：本文基于校园心理剧《坦诉酒馆》的实践

成果，分析校园心理剧对于提升大学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机理以及重要意义，发现通过参演校园心理剧，学生

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所提高，为以后在朋辈心理团

辅中引入心理剧疗法，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提供实践经验。但笔者研究对象较为局限单一，相关问

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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