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情景剧剧本创作小贴士 

一、心理情景剧是什么？ 

心理情景剧由心理剧发展而来。“心理剧之父”莫雷诺曾提出“我们是自己

生活的演员”。心理剧将我们内在的世界外显化，在舞台上演绎生活，理解过去，

体验当下，排演未来。心理剧是一个内心剧，它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解决的并不

是客观的事实，而是探视一个人内在的主观世界里的事实，了解是什么困难在阻

止个体的成长和幸福！ 

 

心理情景剧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和国情，吸纳包括心理剧、社会剧、音乐、舞

蹈等国内外表达性艺术的精髓，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本土化的

“行动表达演出技术”。心理情景剧解决困扰情景剧中主角遇到的心理困扰时，

也可以让观众受到心灵启发、引起共鸣与思考。 

 

心理剧与心理情景剧的异同 

 
 

二、心理情景剧如何选题？——基于生活的创作才有生命力 

心理情景剧的选题，要尽可能避免为了创作而创作的情况。大家要深入自己

的生活体验，观察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内心困扰，在选题上要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

大学生常见的困扰包括：自我探索、人际关系、恋爱关系、家庭关系、职业发展、

学业问题、适应问题等等。大家可以从具体的生活细节入手，进行观察与创作。 

 

三、心理情景剧技术 

心理情景剧创作的关键在于：心理情景剧并不仅仅是对生活事件的描述，而

是对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呈现。 

大家可以学习和了解心理情景剧的相关技术，便于更好地在舞台上呈现一个

人的内在冲突，将内心世界变化的过程更具象化地表达出来。心理情景剧技术举

例： 

独白：主角直接通过言语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 

旁白：通过言语方式表现剧情发生的背景、角色内心的冲突。是烘托氛围、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方法。 

角色扮演：主角暂时脱离当前角色，扮演其他人或是扮演其他时空的自己。

例如主角从当前的时空回到过去，重新演绎过去的经历，进而重新审视、觉察自

己当时的状态。 



具体化：指将主角的感受、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呈现与表达。例如主角处于内

心有很多冲突、挣扎的状态。将某个场景定格，用拉扯的绳子来演绎主角内心的

冲突与矛盾。 

替身技术：一个配角站在主角身后，与主角同台表演，或替主角说话。替身

可以模仿主角的内心思想和感受，并表达主角潜意识的内容。 

未来投射：当主角对于未来感到担忧或过于美化，可用该技术，引导主角想

象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情境，将其担忧的事情一一投射与呈现，由此来澄清主角

的内心感受，效果更多担忧及并不符合现实的幻想。 

镜子技术：由配角尽量模仿主角的一切，重复他的动作，试着用话语、动作

表达主角可能的感受，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来，主角观看配角的表演。在配角

模仿过程中，主角观察由他人反映出来的自己的行为，作为“他者”来观察自己。

这个过程有助于主角形成更准确、更客观的自我形象。 

雕塑技术：雕塑是一种非口语的表达方式，就像有一个“雕塑家”把人的“肢

体”雕塑成某种特殊的状态，由此来表达某种特殊含义。例如一个人站得很高、

叉着腰，一个人在很低的地方，低头、双手抱紧自己，在这样的“雕塑”中，就

可以看到两个人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彼此内心不同的感受。 

还有很多心理情景剧技术，在这里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你通过文字很

难理解这些技术该如何运用在心理情景剧中，体现心理情景剧的专业性。小编推

荐你可以多看一些历年优秀的心理情景剧作品，来学习如何在心理情景剧中，运

用具体的技术。 

 

四、心理情景剧的创作步骤 

心理情景剧的具体创作步骤包括：明确清晰的题材及立意、编写故事提纲、

完善具体细节、斟酌修改四个步骤，大家可以点击下图查看其中具体的步骤与要

求。 

1. 明确清晰的题材和立意 

1.1明确选题 

1.2构思故事的开端、冲突的发展、高潮、结局 

1.3原创，力求新颖，有情感魅力，贴合主题 

2. 编写故事提纲 

2.1明确主题和故事主线后，可拓展为叙事提纲 

2.2明确故事情节、必要的细节 

3. 完善具体细节 

3.1添加具体细节，包括场景、人物动作，表情等 

3.2完善每一幕的具体内容 

4. 斟酌修改 

4.1结合他人建议、自我反思、演员排练过程打磨修改 

 

 

推荐书目： 

《心理剧与情景剧理论与实践》 

《心理剧入门手册》 

《心灵舞台-心理剧的本土经验》 

《心理剧的核心---心理剧的治疗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