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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戏剧手段提高自闭症机构特教教师的情商 
翟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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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闭症机构的特教教师面临众多挑战和情感压力。情商的提高是特教教师个人幸福感和职业成功的关键。

应用戏剧的手段和方法能有效提高特教教师的情商，最终有利于自闭症患童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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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 

自闭症（Autism）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
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

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1]。包括交往障碍、交流

障碍、兴趣和活动的局限、智力发育障碍等等。 
现如今在我国，自闭症儿童已超过 1000万，其中 0-14

岁的儿童超过两百万。自闭症群体数量逐渐扩增，每年新

增的自闭症儿童数量超过 16 万[2]。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

自闭症儿童群体，我国目前仍然未能形成一个健全稳定的

支持服务体系，自闭症机构是实施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最

主要的组织。 
在自闭症机构中，和患童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方

就是特教教师。特教教师的能力可以分为两个：专业能力

和软性能力。专业能力指的是和自闭症康复相关的医学、

心理学和教育学能力，而软性能力指的是沟通交流和人际

能力。 
根据情商之父 Daniel Goldman 的定义，情商有五个

组成部分[3]，如表 1所示。 

表 1  情商的组成和定义 
情商的组成 定义 
自我认知 识别个人的情绪、感情、优劣势、动机、价值观和目标，也了解这些因素对他人的影响 
自我约束 控制和疏导突发性的情绪和冲动，思考后再付诸行动 
自我激励 为超越金钱和地位的理由而努力工作，面对困难坚忍不拔 
同理心 了解他人的情感状况，并据此调整对他人的态度 
社交能力 有效管理人际关系、搭建人际网络、构建和睦并形成共识 

情商的五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密切的逻辑联系，“自我

认知”、“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可以视为是针对自我

的能力。其中，“自我认知”是其余两个能力的基础，认

知准确到位之后，才能有效约束或激励。“自我激励”在

一定程度上和“自我约束”相反，激励能避免出现约束过

度导致个人成长停滞不前的局面。“同理心”和“社交能

力”是针对他人的能力。其中，“同理心”是“社交能力”

的基础，个人只有准确感知他人的情绪，才能与他人开展

有效的社交。同时，“同理心”也是创新的起点，个人只

有深刻了解他人的需求，才能有的放矢地创新。情商的前

三个能力是后两个能力的前提，个人只有对自我的情绪和

需求有清楚的认知，才能和他人形成有效的互动和交往。

情商包括了自我认知、正向情绪、沟通、社会关系维护等

多个方面，是对个人软能力的框架式描述。 
基于对特教教师群体的了解，结合调研结果，笔者提

出通过使用应用戏剧手段提升特教教师的情商。应用戏剧

即将戏剧手段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戏剧作为

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应用戏剧的戏剧场景、情节展

开和角色指代等特性为参与者构建了假定性的戏剧空间，

并通过有一定规范的形式和流程实现认知的塑造和情感

的传递。常见的应用戏剧方法有针对个人或者群体设计的

工作坊、一人一故事剧场、报纸剧场、论坛剧场、形象剧

场等等。这些方法的有效使用能提升特教教师的情商，助

力特教教师的成长，并最终有利于自闭症患童的康复。 

2  特教教师的情商 

情商对个人在社会中的成长至关重要。Travis 
Bradberry和 Jean Creaves在 Emotional Intelligence 2.0一
书中指出情商决定了工作表现的 58%。在实现个人人生目
标的道路上，情商的重要性超过智商两倍[4]。情商对自闭

症特教教师的工作表现同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1  自我认知 
特教教师的自我认知在入职前和入职后都存在比较

明显的问题。入职前，30%的特教教师对特教行业没有任
何的了解。入职后，只有 42.8%的特教教师对自己将来的
职业发展有科学、合理、明确的规划。由于特殊教育是一

个教育资源稀缺的行业，自我认知不足导致的资源错配会

形成巨大的浪费。一方面，特教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工作

成效和幸福感会降低，就会出现比较高的员工离职率，给

特教机构的正常运营带来压力。另一方面，特教机构需要

投入大量的培训资源来重塑特教教师的自我认知，这也会

给特教机构带来额外的支出压力。 
2.2  自我约束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5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83-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特教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个群体总体有比较负

面的情绪，因此特教教师需要对这些负面情绪进行约束和

控制。在调研中，只有 17.9%的特教教师认为特殊教育是
比较容易出业绩的职业。自闭症儿童无法像正常儿童一样

和特教教师有良好的互动，并展示出进步。特教教师会觉

得教学成果不显著，也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无法获得有效的

正向反馈，这些都会增加特教教师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自我约束体现于特教教师对情绪波动的管理。特教教

师须自我调节，特教机构也需要为特教教师搭建一个安全

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特教教师可以打开心扉，流

露真情，并获得同事的支持和鼓励。调研中，有 75%的特
教教师会给予困难同事帮助，也会给取得成绩的同事赞赏。 

2.3  自我激励 
特教教师的自我激励总体而言是充分的。有 67.7%的

调研对象会主动热情地处理难度大的工作，也有 64.3%的
调研对象会主动利用休息时间工作，以保证任务按时完

成。但是，特教教师在主动创新方面却略有不足。只有

46.3%的调研对象认为自己具有作为一名专业特教教师所
需的创新性能力，同时只有 39.3%的调研对象已获得或将
来可能获得更多进修或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给特教教

师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提升特教教师的创新能力是加强情

商“自我激励”要素的关键。 
“自我激励”最终也会体现在特教教师员工队伍的稳

定。昆明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民营自闭症机构的负责人介绍

说她们机构的员工离职率常年保持在 10%以下，而其他机
构的员工离职率估计在 20-30%之间。她认为造成差别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机构给特教教师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机

会。特教教师在该机构收获了成长，因而形成正向的激励。 
2.4  同理心 
对于特教教师而言，最主要的同理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自闭症家长的同理心，二是特教教师之间的同理

心。对自闭症家长的同理心可以帮助特教教师把本质工作

做得更好。有 57.1%的调研对象觉得和家长沟通非常困
难，同理心这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和自闭症家长沟

通的过程中，特教教师都是情感输出方，难免会有情感枯

竭的疲惫感。同时，由于自闭症患童很难给特教教师提供

情感满足，特教教师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互相满足就至关重

要。充足的同理心使得特教教师成为情感的接收方，对特

教教师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投入都大有裨益。 
2.5  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是更为宽泛的人际能力。对于特教教师而

言，一个重要的社交能力就是能够和特教机构的管理层和

睦相处，从而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调研中，有

32.1%的特教教师经常对学校教学工作提出建设性的建
议，有 75%的特教教师在学校里对教学之外的很多事情感
到烦恼。可见，特教教师的社交能力有广泛的提升空间。 
情商的各个要素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比

如，通过提升“同理心”，特教教师将会有更多的心理满

足和情感满足，也因此会更加从容不迫，更能做到“自我

约束”。 
笔者和学生团队深度接触了昆明的自闭症机构，和特

教教师及教学管理者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同时，我们向自

闭症患童家长和特教教师发放了调研问卷，回收了 128
份有效问卷。有 38.7%的自闭症患童家长对特教教师职业
素养和情操的满意度在 8分甚至 8分以下。情商与职业素
养和情操深度关联，这说明特教教师的情商尚有巨大的提

升空间。情商不是一个常量，可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训练

得以提升，而应用戏剧能提供有效的训练手段。 

3  通过应用戏剧提高情商 

调研结果揭示特教教师列出的目前急需提高的 5 个
能力是： 
①自闭症专业知识； 
②教学创新能力； 
③综合管理能力； 
④与患童家长的沟通能力； 
⑤乐观情绪及抗压能力； 
其中，教学创新能力、综合管理能力、与患童家长的

沟通能力和乐观情绪及抗压能力都和情商相关，这些能力

所对应的情商要素如表 2所示。 

表 2  特教教师能力和相应的情商要素 
特教教师能力 相应的情商要素 

教学创新能力 
主要是“同理心”和“自我激励”。“同理心”帮助特教教师了解自闭症患童的需求，

而“自我激励”推动特教教师的创新。 
综合管理能力 主要是和其他特教教师和教师管理团队的“社交能力”。 

与患童家长的沟通能力 
主要是“同理心”和“社交能力”。这两个能力使得特教教师和患童家长能更有效地

沟通。 
乐观情绪和抗压能力 主要是“自我认知”和“控制”。这两个能力使得特教教师能更好地管理负面情绪。 

笔者经过实践发现，应用戏剧的手段能有效作用于自

闭症特教教师的各个情商要素，对情商提升有明显作用，

如表 3所示。 

表 3  应用戏剧手段及其对情商的影响 
应用

戏剧

手段 
目的及实施过程 对情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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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模拟 

目的：在招聘环节，帮助特教机构的应聘者了解行业和机构，并加强

对自我的认知。 
实施过程：特教老师被分成 3-5组，每组设计出一个在自闭症机构中

会发生的非常规事件为主题，并进行表演。应聘者观看演出并参与演出后

的讨论。为帮助应聘者了解真实的工作场景，剧本主题应如实包括新进教

师与家长的无效沟通、老教师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和自我怀疑等。 

通过参与情境模拟的工

作，特教教师和应聘者的“自

我认知”“自我约束”和“自我

激励”都会得到提升。 

静止

与流

动塑

像 

目的：帮助特教教师更好地了解情商各要素的含义。 
实施过程：将特教教师尽量平均分为 5个小组。导师解释情商模型及

其各要素的含义之后，将 5个要素逐一分配给各个小组。然后，导师要求
各小组用静止塑像，随后将塑像流动起来，表达出各小组对所分配的情商

要素的理解。最后，各小组互评，导师点评。 

通过构建塑像，特教教师

对情商的 5 个要素都有更深的
理解，从而提升自我的情商水

平。 
 

报纸

剧场 

目的：提升特教教师的想象力和创新力。 
实施过程：将特教教师尽量平均分为 3-5个小组。导师从报纸上随机

选择一则有一定故事性的公告（寻人启事、讣告等等），要求各个小组基

于这则公告，用 20 分钟左右的时间，排演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短剧。各小
组可以使用简单道具和背景音乐。最后，各小组互评，导师点评。 

编剧过程能提升特教老师

的“同理心”，而排演过程能提

升“自我激励”。 

角色

互换

扮演 

目的：通过特教教师换位扮演自闭症患童家长，促进参与者之间的相

互理解。 
实施过程：将特教教师尽量平均分为 3-5个小组。每组讨论出一个特

教教师和家长产生冲突的故事。然后由特教教师扮演家长，将故事重现。

其他特教教师点评，并给出处理冲突的意见和建议。 

角色扮演能提升“同理心”

和“社交能力”。 
同样的应用戏剧手段也可

以用于特教教师和学校管理层

之间，以改善两者的关系。 
 

论坛

剧场 

目的：通过“论坛剧场”让特教教师能够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多方位

的思考，并萃取解决办法。 
实施过程：项目团队根据前期的调研访谈编写出一个 30 分钟左右的

小戏，特教教师在观看过程中思考相关问题，替换演员上场，努力通过扮

演戏中角色来解决该问题。 

作为观演者的特教教师不

仅能从剧情感同身受，也能从

同行身上学习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论坛剧场能全面综合地提

升情商水平。 

笔者从实践中观察到，应用戏剧工作坊在自闭症机构

的实施效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教机构管理层和特教

教师在戏剧情境中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对话，有利于双方达

成共识并共同面对机会和挑战。 
首先特教教师之间的互助意识得以加强，特别是新进

教师不再感到茫然和孤立无助。特教教师更能设身处地感

知患童家长的心态和诉求，也能用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和

患童家长进行沟通。 
其次特教教师敞开心扉之后，积压的负面情绪得到了

释放，能更加坦然和从容。也有少数特教教师在“自我认

知”提升以后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特教职业，最终选择了

离职。这样的变化短期内会给特教机构带来一定冲击，长

期却有利于避免人力资源错配和浪费。 
可见，应用戏剧能对自闭症特教教师的情商产生切实

的作用。随着情商的提高，特教教师不仅能改善个人生活，

而且在工作岗位上也能有更好的表现。 

4  结语 

自闭症特教行业具有强大的情感张力，特教教师不仅

要完成教学工作，而且还要输出情感，难免会感受到额外

的压力。应用戏剧众多的工具和方法可有效提高特教教师

的情商水平，帮助特教教师成长，并最终有利于自闭症患

童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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