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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情景剧，聊聊青春的故事
本市探索中小学心理教育新途径———

严厉的班主任、众人眼中的
尖子生、不想高考只想当演员的

“差生 ”、被妈妈紧紧保护的 “妈
宝”、 神经高度紧张的高中生家
长……每一个都带着鲜明的“标
签”， 他们聚到一起会是怎样一
台戏？ 日前，同济中学高一（四）
班每周一次的心理课上，全班同
学 就 看 了 这 么 一 出 戏———一 小
时内 ，6 位大学生演员演绎了师
生关系、母女隔阂、同学情谊、学
业压力、 朦胧情愫的跌宕起伏。
台下小观众们随着剧情时而沉
默 ，时而捧腹 ；互动环节争相发
言 ，甚至激烈辩论 ，现场 “篡改 ”
演员台词，走上舞台和自己感兴
趣的“标签人物”对话，帮忙解开
剧中人心中的“疙瘩”。

台上演出的是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

究所“蝶羽”项目的大学生志愿者们。 坐

在台下的中学生既是剧中的原型， 也是

演 出 最 想 辐 射 到

的“局中人”。这是

本 市 在 中 小 学 心

理 教 育 领 域 的 新

探 索———用 心 理

情 景 剧 的 形 式 讲

述 成 长 的 烦 恼 和

青春的故事，让学

生 们 在 戏 剧 的 互

动 和 交 流 中 缓 解

压力，塑造积极的

性格。 今年年底，
“蝶羽” 项目还将

出 台 首 部 心 理 教

育 剧 创 作 指 南 和

配套课程教材，并
以慕课的形式引导青少年认识并解决各

类心理困扰， 探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有

效促进方法。

心理情景剧走进校园

“蝶羽”是上海市教委委托复旦大学

健康传播研究所开展的青少年心理健康

促进专项项目， 聚焦中小学生学业压力

和人际关系， 寓意让曾面临心理问题的

青少年能“羽化成蝶”，更加健康成长。
据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傅

华教授介绍，自去年底筹备以来，“蝶羽”
已从全市十来所高校招募了 20 多位大

学生志愿者， 吸引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师

生、中小学心理课老师、心理学专家、剧

作家等多位专业人士热心参与。目前，大
学生志愿者们利用节假日和晚间休息时

间排演出第一部原创心理情景剧 《创可

贴》，讲述三名高中生面临的学业、人际

和情感困惑。在剧中，他们挣扎、叛逆、沟
通、寻求解决，最终通过与班主任老师、

心理辅导老师和家长的互动沟通， 获得

圆满结局。
与同济中学学生互动，是《创可贴》

第一次进校园， 接受剧中人物原型的检

验。今年年底前，《创可贴》和“蝶羽”项目

组正在排演的另一部心理情景剧将走进

本市各中学巡演。
看完演出后，来自同济中学的小高

说 ，“剧情跟我想的差不多 ， 以前我也

有学习压力 ，现在想通了 ，要积极面对

和沟通学业上的压力 ， 老师和家 长 也

都很想帮助、引导我。 这个剧让我很有

同感 ，就像在说我的经历 。 ”他的另一

句话也引起同学们的共鸣 ：“老师们来

看了 ，应该也请家长一起来看 ，那样效

果才更好。 ”

丰富心理教育的形式

眼下， 本市中小学校已普及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课、心理讲座、同

伴互助、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共同扶持

孩子健康成长。 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和

认知科学学院教授、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徐光兴看

来， 中小学心理课程还处于起步阶段，
“心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家校

联动， 需要考虑怎么做最有效， 并非配

备了心理辅导老师就可高枕无忧。”
在徐光兴看来， 心理学教育的一大

挑战在于当下的辅导形式比 较 单 一 枯

燥，“‘对话体’是基础形式，但现在的孩

子遇到的问题不见得第一时间选择向老

师倾诉。根据孩子的成长规律和特点，在
心理课程中适当加入戏剧、绘画、音乐等

表达性艺术手法，感染他们的情感，替代

宣教、灌输，让温柔的正能量和感情浸润

孩子心田，非常值得尝试，这也会让孩子

们长期获益。 ”

让心理情景剧更接地气

剧作家、戏剧教师李婴宁介绍，在国

外，用心理情景剧做心理辅导已是常态，
“对解决成长中的烦恼、培育孩子的性格

等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均值得肯定。” 目

前 ， 我国的心理情景剧还处 于 探 索 阶

段。 “创作接近孩子生活和心理的戏剧，
让他们体验并融入其中， 在剧中表达并

互相理解 ， 是心理教育的重要方法 。”
李婴宁认为， 单纯演出舞台剧并不能一

次解决孩子成长中的很多烦恼。 她建议

将心理情景剧升级到戏剧工作坊形式，
让每个孩子都带着自己的问 题 坐 到 一

起， 在演教员的带领下充分参与互动，
用戏剧的方法、 情绪和元素处理现实中

的问题，在讨论和表演中获得启发，开拓

思路。
在李婴宁看来，复旦大学“蝶羽”项

目研究和实践的形式是对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的有效探索， 值得肯定，“若想取

得长效， 项目本身应具有可持续性并着

眼长期效果， 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 ”她建议，“蝶羽”应在实践中

集中各方力量培训一批专业人士， 总结

可以复制的经验， 从源头上提高心理教

育剧的专业性”。
为了更具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李婴

宁还建议“蝶羽”未来的心理情景剧教材

应控制好每场剧的时间， 提高情景针对

性，更加接地气，以吸引更多中小学师生

参与其中。

上图：《创可贴》表演现场，同济中学

学生（左二穿白衬衫者）在舞台上与“蝶

羽”剧组演员一起演出。
下图：《创可贴》表演现场，同济中学

学生准备上台与“蝶羽”剧组演员互动。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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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艺术，让爱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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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公益组织原创心理剧将走向全国

让心理学成为
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在九寨沟地震之后第一时间开通 24 小时免费心理咨询热线、
专门为青少年开发心理咨询服务 App、 教社区大妈如何与抑郁症
人群相处……许晶晶创办的洄澜心理咨询中心有些 “潮”。

成立五年， “洄澜” 的心理咨询服务不走寻常路———不仅成为
许多受助者的港湾， 也成为 1000 多名心理咨询师发挥才能的平
台。 展望未来， 许晶晶的梦想很实在———让更多人了解心理学， 懂
得心理学常识， 培养更多心理学人才。

让更多人了解心理学

碰到重要事件， 洄澜心理咨询中心

都尽力在第一时间和相关部门进行需求

对接， 提供 24 小时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每年中高考来临之际， 中心还会为学校

提供考前心理辅导服务， 并为广大考生

和家长开通免费心理咨询热线。
许多前来咨询的孩子的心理状况得

到改善， 许晶晶和同事们也越来越有获

得感。 这几年， 越来越多咨询师参与到

许晶晶的志愿服务团队。 五年来， 中心

已拥有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 1000 余名，
专职人员达到 30 人。

随着活动项目的日益丰富， 洄澜心

理咨询中心的心理援助服务也逐渐延伸

到企业和社区。 长宁区总工会心理援助

项目、 长宁区城管大队危机干预项目、
石泉路街道老年人心理项目、 五里桥街

道心理项目、 石泉街道失独家庭心理服

务、 宝山路街道老少结对项目、 普陀区

桃浦镇从 “心” 起航项目、 普陀区爱卫

办 “放飞健康” 心理普及项目等， 一系

列接地气的多元化心理咨询项目打通了

服务社会的 “最后一公里”。
说起洄澜心理咨询中心这几年的发

展， 许晶晶充满欣喜。 她说， 国家现在

非常重视心理学的发展， 去年底， 国家

卫生计生委、 中宣部等 22 个部门印发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其中包括心理健康服务的总体要求、 加

强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 建立健全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等七部分内容。 “未来

‘洄澜 ’ 的规划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
致力于专业的心理服务 。” 许晶晶说 ，
将利用 “互联网+公益” 形式普及心理

知识， 让更多人了解心理学、 懂得心理

学常识。 此外， 中心还将培养更多心理

学人才。
上图 ： 咨询 中 心 开 展 的 亲 子 活 动

受到大家的欢迎。
下图： 中心正在为石泉街道的社工

开展视觉引导课程。
本报资料照片

改变自己的同时爱上心理学

创立洄澜 心 理 咨 询 中 心 ， 其 实 也

是创始人许晶晶多年的夙愿。 高中时，
她饱受失眠的痛苦 ， 那时候不 知 道 什

么叫心理疏导 。 进入大学 ， 许 晶 晶 接

触到心理学专业课程 ， 在学习 专 业 知

识的过程中 ， 她逐步缓解了自 己 的 失

眠症状 ， 同时也爱上了心理学 这 门 学

科。
心理学对许晶晶的改变很大， 她在

心理沙龙活动中认识了很多同行， 其中

有不少专业心理咨询师 。 2008 年 ， 拥

有多项心理学资质的许晶晶开始从事心

理咨询这个行业。 为了向更多有需求的

人提供帮助， 她决定集合更多的 “寻梦

人”。 2012 年， 她创办了洄澜心理咨询

中心。 这是一家具备从事心理咨询、 心

理援助及相关培训资质的民非机构， 许

晶晶希望机构能做非商业、 规范化的心

理咨询，“有了组织平台就能做更多公益

活动。”
白手起家， 许晶晶经历了创业之初

缺乏资金和项目支持的痛苦。 最终， 在

参加团市委的一次会议时， 她找到了青

少年心理咨询这个切入点。

打造青少年心理咨询“掌上平台”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是共青团中央

设立的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

电话， 由各级共青团组织建设和维护。
此前， 许晶晶就曾参与 12355 接听团队

的督导和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 许晶晶

发现青少年心理咨询个案的数量逐年增

加。 如何解决心理抑郁、 焦虑等问题？
许晶晶想通过更年轻化的方式， 为更多

青少年、 家长和老师提供专业服务。
在为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的过程中，

许晶晶和她的团队发现， 孩子们非常注

重个人隐私， 有时候更愿意相信比较陌

生的老师， “保密” “隐私” “实时”
是他们格外看重的字眼。

为此 ， 洄 澜 心 理 咨 询 中 心 独 立 开

发出 “飞小凡” App。 这个专门为青少

年开发的心理服务掌上平台 ， 旨 在 为

青少年提供一站式专业心理服 务 。 这

款 App 的 特 色 之 一 就 是 采 用 “匿 名 ”
交流， 孩子们可以在平台中畅所欲言，
父母和老师们也能通过平台了 解 孩 子

们的所思所想。
许晶晶介绍， “文字交流不能完成

的咨询， 可以通过视频和语音来实现，
孩子们也可以就近预约面谈， 全市已经

有 12 个心理咨询点， 今年年底将在每

个区进行布点。”
目前， 在线下， “飞小凡” App 已

经为全市 20 多所学校提供专业心理服

务试点， 并开设了多场心理讲座和线上

心理测评， 还为学校提供专业心理测评

报告和专业心理档案 。 据统计 ， 已 有

2000 多名学生体验了这种免费的线上

心理交流咨询。

舞台上， 留守儿童 “小艺”
与奶奶相拥， 通过一部手机与远
方的父母彼此诉说曾经那句埋藏
在心底的 “我爱你” ……真实的
演绎、 真情的流动， 触动每一位
观众的心， 也让包括台上体验者
在内的所有人深受启发。

来 自 浦 东 新 区 的 公 益 组
织———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
心原创的一系列互动体验心理剧
在走进陆家嘴、 沪东等多个社区
后， 日前正式启动全国巡演。 这
种 “公益+艺术” 新模式将聚集
更多力量， 共同为留守儿童与进
城务工爸爸妈妈之间搭建起心与
心相连的 “爱之彩虹”。

来源真实，
关爱留守儿童

《小艺的故事》 这部互动心理剧改

编 自 一 个 真 实 的 事 件 ： 2014 年 7 月 ，
在团中央组织的贵州留守儿童暑期关爱

活动中， 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成

为首批参与的社会组织。 在随后的家访

中， 两名上海志愿者遇见了故事的主人

公小艺。
从奶奶口中， 他们得知小艺出生仅

40 天就被交给了爷爷奶奶 ， 父母双双

离开贵州老家， 到南方大城市打工。 这

一走就是 6 年， 直到妹妹小鑫出生， 父

母送妹妹回来 ， 小艺才见到他 们 。 此

后， 父母也是难得回家。
对于这些孤单的留守儿童来说， 比

单纯的捐钱捐物更重要的， 是心理的关

心和爱护———只有让爱流动起来， 才能

打开彼此的心结。
回到上海后 ， 惠迪吉的 志 愿 者 把

小艺的经历编成小型互动心理 剧 《小

艺的故事》， 它的特点就是一种沉浸式

的艺术形式 ， 所有演员都由公 益 志 愿

者担任 。 目前 ，《小艺的故事 》 已经在

上 海 演 出 22 场 ， 观 众 人 数 达 到 5000
多人。

互动体验，
真实演绎触动人心

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副主任

卢丽华表示，之所以叫“互动心理剧”，是
因为 “这种话剧通过邀请不同的观众以

及志愿者上台互动体验， 体验者没有任

何台词和事前排练， 现场会发生很多真

实的情节，正是因为这种真实，才让《小

艺的故事》震撼力和感染力更强，观众可

以更深地体会不同理念和方法产生的不

同效果，使更多人受益于爱的智慧。 ”
虽然是留 守 儿 童 的 故 事 ， 但 是 对

很多家庭来说同样具有启发意 义 ， 卢

丽华说 ，“这一公益与艺术相结合的新

思路 ， 不是头痛医头 、 脚痛医 脚 。 现

今的社会不是只有留守儿童才 有 “爱

的缺失 ” ，《小艺的故事 》 就像一面镜

子 ， 让每个人从中或多或少看 到 自 己

的影子 ， 从而得到启发 。 这就 是 互 动

心理剧的现实意义。”
“互动心理剧 《小艺的故事》， 呈

现了关爱留守儿童的创新模式。” 惠迪

吉志愿者刘洋告诉记者，“我们还准备将

互动心理剧搬上电视， 让更多人参与到

关爱留守儿童的事业中来。”
值得一提的是， 在舞台上的表演结

束之后， 许多主演都跟随志愿者来到留

守儿童身边做起了志愿服务， 体验他们

的真实生活。 大家都愿意帮助留守儿童

与进城务工爸爸妈妈之间编织起心与心

相连、 相通的 “爱之彩虹”。 今年， 这

部互动心理剧将走出上海， 赴成都、 北

京、 广州、 深圳、 武汉五座城市展开巡

演， 让更多人体验到这股爱的流动。

原创公益，
滋养彼此心灵

成立于浦东的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

爱中心， 一直致力于为公益从业人员、
志愿者提供心理援助、 生命关爱的支持

服务， 至今已推出关爱留守儿童 “爱的

共振腔” 建设、“爱生爱， 美生美” 互动

体 验 心 理 剧 、 “百 万 幸 福 家 庭 行 动 ” 、
“整体教育”、 爱行天使妈妈关爱留守女

童行动等多个原创公益项目。

据惠迪吉公益人

心理关爱中心主任天

松介绍， 该中心最基

本的一个公益项目就

是 “百万幸福家庭行

动”。 “在这个项目过

程当中， 我们所有伙

伴 都 在 不 断 学 习 成

长 ， 面 对 自 己 的 生

命 ， 面 对 自 己 的 家

庭， 学会负起爱的责

任。” 自 2013 年启动

以来， 整个项目团队

已 经 走 过 上 海 、 无

锡 、 广 州 等 八 座 城

市， 志愿者队伍超过

1500 人。
此外， 关爱留守

儿童项目 “爱的共振

腔” 也是惠迪吉颇具

代表性的一大公益项

目。 天松表示，“‘爱的共振腔’ 项目并

不能直接解决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
而是去鼓励那些孩子们 ， 不管 多 大 年

龄， 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程度， 都要学

习为自己生命负责， 真实面对生命的渴

望 。 在这个过程当中 ， 孩子的 人 格 成

长、 生命建构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事实上，“爱的共振腔” 不仅仅面对

孩子 ， 还有老师 、 学校 、 社会 、 企 业

等， 当所有人愿意共同面对整个社会整

体心理建构、 承担责任的时候， 爱的流

动就让 “爱的共振腔 ” 建设起 来 。 目

前， 这个项目已经跨越 11 个省份、 33
所学校 ， 直接 受 益 人 群 超 过 2500 人 ，
直接家访的家庭超过 500 户。

惠迪吉的发起人 、 心理 学 专 家 孙

新兰表示 ，“通过不同形式的公益项目

和系列活动， 汇聚家庭、 学校、 企业、
基金 、 社会组织 、 政府等社会 各 方 力

量 ， 每 个 人 都 成 为 爱 的 自 我 责 任 者 ，
不仅滋养孩子们的心灵 ， 也能 滋 养 彼

此的心灵。”

上图：《小艺的故事》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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