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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戏剧治疗学”的教育本土化问题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邵 燕

[摘 要]戏剧治疗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我国面临着怎样更好地实现本土化教学的问题。本文根据戏剧治疗学在我国地方与

民族的适用性、特定年龄与职业的应用性和多学科教育的并进性三个方面进行相关阐述。

[关键词]戏剧治疗学 教育 本土化

戏剧治疗学是让人们通过戏剧表演

的实践过程而使其内心压力或情感创伤

等得到有效缓解的一种治疗方法。在国

外，戏剧治疗学已有相当长时间的探索

与发展，并有部分学术成果被台湾地区

的“有识之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正因

为有这些译著，才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

本学科的内容、方法和意义。近年来，我

国部分高校也陆续开设了“戏剧治疗学”

课程，但源于国外的学科必定有其特定

的产生背景、适用环境及人群，这就使我

国在对其理论方法的学习的同时抱有更

多“拿来主义”的态度。当然，照搬国外

理论显然与我国的“国情”有些不符，那

么，“戏剧治疗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则

面临着怎样更好地实现民族化、本土化

教学的问题。以下本文将对此问题浅谈

一二，以示初探。

一、戏剧治疗学在我国地方与民族

的适用性

“戏剧治疗学”理论与实践在国外产

生发展并趋于成熟。当我们开始接触此

学科时，总会谨慎学习理论，认真揣摩案

例，这是对待新学科应有的学习态度。但

是，学科缘起都与它的民族环境、地方特

色、历史背景紧密关联，这就需要我们不

断地将其理论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方、民族又有迥然不

同的人文风情及认知习俗，我们所接触

到的发生在国外的案例，如对待抑郁症

病人等，如果是发生在国内的某个地区，

如闽南地区或江浙地区，又或发生在某

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南的苗、彝山区或东

北的鄂伦春林区等，我们是否还能根据

国外的理论，再总结出一套真正适用于

中国并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戏剧治疗学理

论体系呢？因此，将新学科理论与我国

的“国情、民情”相结合并付诸实践，是我

们应该长期、深入思考的学科任务。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我国民间也

存在着“异曲同工”的治疗形式，国外的

戏剧治疗是根据病人出现的心理、情感

等疾病来“对症下药”，在中国，如民间常

见的“傩戏”，当地人们认为戴上面具的

演员就是“神”的化身，并通过一定的剧

情交流，化解人们的心理隐患。客观上，

傩戏能强身健体，也是进行深层心理的

沟通和治疗。所以，将中国民间“戏剧治

疗”的潜力挖掘出来并在各地高校中进

行“适得其所”的运用，也是一项可以有

效实现学科“本土化”教育的良策。

二、戏剧治疗学对我国不同年龄与

职业的应用性

1. 针对我国的特定年龄阶层。在国

外，涉及到各年龄段的患者，其中以青少

年居多。这一代人生在各国战后的重建

热潮中，不断接触到新鲜事物，因此心理

上也承受着经济高速发展的繁重压力。

而我国的青少年，尤其是成长于改革开

放后的一代所面临的环境和压力与国外

有很大差异。戏剧治疗学的应用针对不

同国家的青少年心理，其理论方法也应

更加灵活多变，才能应对我国特定案例

所需。

同样对于其他年龄段，如对待中年

人，我们所设计的戏剧治疗情节应该与

青少年有所区别，青少年可以用比较多

样化的方式即活泼、激烈、趣味性强的情

节进行治疗，而中年人的治疗风格相对

应该稳重柔和。事实上，很多心理疾病

可能源自于患者幼年时代的心理创伤，

但在幼年时代没有过多的表象反映，因

此幼儿患者会相对较少，但随着现在早

熟年龄不断提前，幼儿患者的案例呈增

多趋势，对我国的幼儿案例的及时治疗

和理论总结也刻不容缓。在人的一生中，

幼儿阶段的可塑性较强，因此，幼儿患者

也是较容易配合治疗、也容易达到治疗

效果的特定群体。

2. 针对不同职业的患者。世界经济

一体化带动了全球各行业的迅猛发展，

企业为抢先占领更多的原材料产地及销

售市场，使得人们日益被卷进一个加速

循环的竞争漩涡中。于是，职业压力导

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被心理和生理疾病

所困扰。

戏剧治疗学在针对我国不同职业的

患者也可以总结出不同的戏剧治疗方

案，比如，一位年轻的外企女白领、一位

老年的男剧作家和一位中年农民工。他

们都由于工作压力过大而需要治疗，但

为他们三人所设计的戏剧治疗情节就不

能“一概而论”，因为他们三人的受教育

程度、职业背景、工作环境使他们从想象

力到实践能力会有很大差别，这都会直

接影响到配合治疗的契合程度。因此，

我国的戏剧治疗学理论需要广泛体察民

情，才能更好的覆盖到我国当前较为复

杂职业体系中。

三、戏剧学、治疗学与其他学科的并

进性

在我国，戏剧治疗学专业的整体教

育水平和社会影响较之国外还甚为落

后。戏剧治疗师首先必须精通戏剧学和

病理学这两大不同学科，而戏剧学又需

要了解戏剧文学、编剧、表演及相关理

论。病理学除了掌握生理病理，还要重

点了解心理病理等情况。因此，在进行

戏剧治疗过程中，戏剧治疗师还应有效

采用生理治疗的辅助手段，如结合药剂

学并正确服用镇定剂等。所以，一名优

秀的戏剧治疗师首先应是一位优秀的心

理治疗专家，且具备良好的亲和力和沟

通能力。

目前，我国戏剧治疗学专业教育水

平较之国外仍甚落后。随着戏剧治疗学

国际整体水平日趋完善，相信具有本土

特色的戏剧治疗理论与实践能力也会紧

随其后并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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