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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戏剧法在小学心理课堂的实践应用
◎ 李溯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世埠小学，佛山 528318）

摘要：随着国家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心理课逐渐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方法和模式也开始逐

渐多样化。绘本戏剧法是指在心理课中以绘本为载体，并融入教育戏剧的形式和方法，让学生通过教育戏剧的方式体验

绘本故事，感受绘本人生，感悟人生的意义。在小学心理课堂中使用绘本戏剧法，将绘本与教育戏剧巧妙融合，有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学生对于绘本人物和主题的理解，促进学生对课堂内容的迁移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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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绘本戏剧法的基本理念

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实践中，教师普遍

采用游戏加分享的教学方式，即先组织学生参与活

动，然后引导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和感悟。这种教学

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但也

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大部分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

非常积极，但是在分享环节发言者寥寥无几。而且

对于一些年轻教师来说，在游戏过程中机智有效地

抓住分享点也是一个大难题。由此导致心理课堂变

成游戏课，流于形式，学生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去

体验和感悟。

绘本戏剧法，顾名思义，就是在充分整合绘本

和教育戏剧两者优势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新颖的

教学方法。它让学生通过教育戏剧的方式体验绘本

故事，感受绘本人生，感悟人生的意义。作为一种更

具开放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绘本戏剧法的载体

是绘本，教育戏剧则是手段和方式。教师在课堂上

根据教学目标选择适合主题内容的绘本，以绘本故

事为课堂主线，在教学中通过“默剧”“画面定格”“V

型叙事法”等戏剧教育的技术让学生体验绘本故事，

促进学生将课堂所学应用到生活实际中，从而达成

教学目标。

二、小学心理课堂中应用绘本戏剧法的意义

（一）提升心理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学习动机

学生的学习动机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外

部动机一般是物质奖励，心理课作为非考试科目，

家长不太可能会使用物质奖励激励学生积极学习，

因此主要依靠的是内部学习动机。绘本以丰富多彩

的图画和简单明了的故事情节，引发人们的感悟和

思考，深受当下小学生的喜爱。在课堂上利用教育

辅导场景中体验、感悟和思考，实现心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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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方式讲述绘本，让学生参与到故事中，亲身

体验，可以提高学生对于课堂的期待，增强学习动

机，提升学习兴趣。

（二）体验绘本故事，感受多样人生

小学生以具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尚未发展起

来，因此，一般的教学方式在小学心理课上难以达

到效果。而绘本的趣味性和生动性符合小学生的思

维特点和心理特征，教师在心理课上借用绘本，能

潜移默化地对小学生进行暗示性的心理疏导和指

引，让学生从故事中获取心理能量，学会自省。在

心理课堂上，教师利用教育戏剧的方式解读绘本故

事，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进入故事，体会故事主人

公的情感变化，体验主人公不一样的人生经历，获

取成长能量。

例如，在关于“友谊”的主题心理课上，我选

取了《河马的蓝宝石戒指》这个绘本。该绘本讲述

了这样一个故事：河马喜欢小六，却没有可以送给

小六的蓝宝石戒指，于是河马拜托他的邻居好朋

友蓝蜗牛假扮成蓝宝石戒指，欺骗近视眼的小六，

成功让小六成了他的新娘。蓝蜗牛一直扮演着戒

指，甚至最后连他的儿子也要代替父亲扮演戒指，

就这样生活下去。课堂上，我通过“专家外衣”技

术引导学生懂得如何与他人建立友谊；通过“定格

画面”技术展示蓝蜗牛变成蓝宝石戒指后生活中

的变化；通过“思路追踪”技术探索河马和蓝蜗牛

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思考绘本故事背后的深

层涵义。

（三）搭建情境，促进课堂知识内化

在小学心理课上，“活动 + 讨论 + 分享”的形

式比较普遍。教师会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进行游戏

活动，活动之后会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单独思考或

者小组讨论，之后邀请学生进行个别分享或者小组

展示。这种教学模式旨在让学生在体验之后通过自

省或讨论察觉自我感受，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法。但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小学生对于游戏活动的关

注多于对思考讨论的重视，常出现大多数学生只想

玩游戏、不想思考讨论问题的情况。此外，由于认

知水平的限制以及活动设置的局限，小学生无法在

短暂的活动时间内“一心二用”——既全力以赴完

成活动任务，又留意观察他人的表现并体验自己的

感受和想法。

绘本戏剧法用一个绘本故事贯穿整节课，保证

了课堂活动之间的顺序性和连贯性。教师通过教育

戏剧的方式带领学生走进故事，跟随故事情节循序

渐进，体验故事的发生、发展，感受人物的思想和

情感变化，解读故事人物的表现和行为。在这一过

程中产生的体验、引发的思考属于学生自己的，更

容易被学生深深地识记在脑海中。另外，在模拟他

人的人生故事的过程中，学生也经历了不同的人

生，这样的经验更容易内化成学生自己的人生知

识，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相似的情景或者困惑

的时候，能够更快速地将在绘本中所学知识迁移到

现实情景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绘本戏剧法在小学心理课堂的应用

（一）根据主题给绘本分类

《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

订）》（下文简称《纲要》）中指出，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普及心理健康基本知识，树立

心理健康意识，了解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认识心

理异常现象，以及初步掌握心理保健常识，其重点

是使学生初步掌握学习、人际交往、升学择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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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常识。基于《纲要》的要求

及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我们大量收集电子绘本，并

从“学会学习”“人际交往”“认识自我”“生活和社

会适应”“生命教育”这五个方面，将电子绘本进行

分类，结合具体主题进行适当改编。

例如，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适合“学会学

习”主题的绘本有《爷爷一定有办法》《一口袋的

吻》《做个爱书人》等；适合“人际交往”主题的

绘本有《河马的蓝宝石戒指》《如果我有一块钱》

《彩虹色的花》等；适合“认识自我”主题的绘本有

《小猪变形记》《我长大以后》《大脚丫跳芭蕾》等；

适合“生活和社会适应”主题的绘本有《我的情绪

小怪兽》《大卫，不可以》《如果你给老鼠玩手机》

等；适合“生命教育”主题的绘本有《一片叶子落

下来》《獾的礼物》《瓶子里的心》等。

（二）用教育戏剧的方法阐释绘本

教育戏剧是一种较为前沿的教学方法，旨在通

过游戏、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戏剧方式将知识传

递给学生，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将教

育戏剧融到心理课堂中，可以丰富心理课堂，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也有利于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提

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一般来说，教育戏剧融

入心理绘本课堂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1. 戏剧游戏。通过肢体活动、演技练习、想象

力训练、放松等方式让学生打开身体，提升学生感

受身体的能力。

2. 角色扮演。让学生进入绘本角色或者特定情

境中，从不同的角度和空间去思考，加强思考和批

判的深度。

3. 即兴创作。在原有绘本故事的基础上，引导

学生创作新的情节、创新人物性格、做出新取舍、

创作新结局、加入新角色等，学生能在这一过程中

产生“解困思考”，建构创造与批判空间。

4. 剧场类型。剧场类型是指戏剧展演的不同方

式。任何绘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示，恰当的

表达手法能让绘本最大程度地被学生接纳、感受和

运用。

（三）巧妙设置活动环节，引导学生积极探索

在上北师大版心理健康教材五年级上册第 9

课“当诱惑成为网事”时，我们选择了《假如你给

老鼠玩手机》这个绘本并进行了改编。

在课堂的开始，我们通过视频《请你跟我这样

做》，让学生体验玩虚拟手机一分钟，引出绘本故

事。之后，教师播放电子绘本，讲述故事：杰克因

为不耐烦小老鼠在他工作的时候总是在他耳边絮

絮叨叨，于是决定让小老鼠玩手机三分钟。学生通

过“坐针毡”戏剧游戏扮演手机里的一个软件，说

服小老鼠将三分钟的时间使用在自己身上。

然后，教师继续播放电子绘本，讲述故事：手

机太好玩了，小老鼠并没有按时归还手机，相反，

它无论去哪里都只看着手机，因此忽略了美食、

和朋友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甚至连安全都不顾了。

学生通过互动，集体创作“定格画面”，再现小老

鼠沉迷手机的场景，体会沉迷手机给生活带来的

不便。

接下来，教师继续播放电子绘本，讲述故事：

有一天，小老鼠的手机没电了，它回归现实，发现

自己失去了很多，它决定永远不再碰手机。此时，

教师入戏扮演态度坚定的小老鼠，全班学生作为

“替身”，探讨“永远不碰手机的可行性及利害关

系”。学生在前面活动的铺垫下，很自然地从小老

鼠此时的想法和感受出发，或赞同小老鼠的决定，

或怀疑小老鼠能否坚持，或认为小老鼠不用这么绝

对……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手机是把双刃

剑，合理使用，受益无穷。由此，整节课的教学目

标也就达成了。

综上，绘本戏剧法贴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以

其生动活泼的呈现形式优化了现阶段小学心理课

堂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内心感受和

情感体验，对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身

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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