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反思
(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反思篇一

1.理解绘本内容，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对理解和自己喜欢的游
戏；

2.会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请求、愿望、感情和需要等；

3.借助绘本内容引发大家勇于表达。

1.解绘本内容，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对理解和自己喜欢的游戏；

2.会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请求、愿望、感情和需要等；

活动准备绘本图片

一、出示图片，引入出题。

（一）引导语：呀！这是谁？她这是怎么了？

幼儿a：这是小朋友

幼儿b：她不开心了

幼儿c：她好像在哭



幼儿d：她是被批评了么？

二、倾听绘本，理解内容

（一）引导语：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小朋友到底怎么了。

（二）播放绘本图片，教师讲述绘本。

（三）对绘本内容进行讨论。

1.引导语：刚刚图片中的小朋友发生了什么？

幼儿a：她做错了事情，但是她不敢说出来

幼儿b：她尿床了，不敢告诉老师

幼儿c：她把秘密藏在肚子里面，所以肚子不舒服

幼儿d：她最后说出来了，肚子就好了，老师好像喜欢她的

2.引导语：原来是这样，如果是你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
们会怎么做？

幼儿a：有什么事情就跟老师说，不然会难受

幼儿b：有什么就说出来，不害怕

幼儿c：我会勇敢的说出来

幼儿d：我会跟老师说我裤子湿了，要换裤子

3.小结：哇塞！你们真棒！好勇敢呀！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
要勇敢的跟老师说，不要害怕，做一个棒棒的小朋友！



三、我敢说、我会说

（一）我的好朋友

1.引导语：我的好朋友是小白，我喜欢和她一起跳绳；你们
的好朋友是谁？你

喜欢和她做什么？

幼儿a：我的好朋友是桐桐，我喜欢和她一起玩滑滑梯幼儿b：
是睿睿，我们喜欢玩奥特曼

幼儿c：我喜欢和东东一起玩皮球

幼儿d：我最喜欢跟瑶瑶一起玩大鱼吃小鱼的游戏了

（二）勇敢的我

1.引导语：等会我们就要去外面玩游戏了，你们有什么想要
跟老师说的么？

幼儿a:老师，我喜欢玩滑滑梯，我们可以去玩滑滑梯么？

幼儿b：老师，我想玩沙子幼儿

c：老师，我想玩羊角球

幼儿d：老师，我想去玩转山洞，可以吗？

2.教师小结：你们看，你们说出来了老师就知道你的想法了，
如果不说出来老

师就不知道原来你们喜欢玩那些游戏，勇敢说出来的小朋友
真棒！幼儿a：老师，我敢说



幼儿b：老师，我也敢说出来四、活动结束

现在我们一起找到我们的好朋友拉拉手排队去玩游戏吧！

活动过程流畅，内容由浅入深，整个活动能达到活动的目标；
一开始出示图片导入主题引起了小朋友的好奇和思考，就有
了后面的一起去探索、讨论、解决问题，一步步的深入学习
内容，让小朋友懂得有事情事情要勇于说出来；但活动过于
简单，如果再加入一些互动小游戏会有更精彩的效果。

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反思篇二

1、通过阅读绘本、讨论，懂得害怕是人的一种正常反应。

2、能够积极寻找解决害怕的办法，提高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

3、鼓励幼儿大胆表达与表述。

《我不会害怕》课件

一、游戏引入：

——小朋友们早上好，讲故事前我们来做个游戏吧。《谁最
像》我来说你们来表演。

——微笑、哈哈大笑、惊讶、生气、害怕。（幼儿表演，可
单独示范）

——开心、生气、害怕都是我们的情绪。你害怕过吗？遇到
什么事会害怕？（下雨天打雷、打针、一个人睡、一个人在
家、黑天……）

——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躲起来？鼓足勇气试一
试？）



——小朋友都会有害怕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让我们
害怕，害怕是很正常的。

——今天我们一起去小兔家看看它有没有害怕的事情，它怎
么解决的。

二、阅读绘本：

——（图一）小毛兔的心脏怎么跳出来了？你害怕的时候是
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心里好像有许多小鼓震天响？咚咚咚的？
好像要跳出胸膛。

——原来小毛兔也有害怕的事情，它害怕什么呢？

——（图二）谁来告诉我小毛兔怕什么？（黑）

——你怎么知道的？（拿着手电筒、抱着娃娃）

——还会有什么事让小兔害怕呢？（图三）

——它害怕蜘蛛，可是你们看，蜘蛛咬得到他吗？你是怎么
看出来的？这么小的蜘蛛有什么好害怕的，没咬就害怕了，
其实是小兔自己想像的，你不靠近蜘蛛他就不会咬你。

——（图四）除了黑夜、蜘蛛，小毛兔还会怕什么吗？图上
是什么啊？（爸爸在批评小毛兔）

——灰兔爸爸在批评小毛兔？为什么要批评他？还有什么事
情爸爸会批评他？你知不知道小毛兔怕什么？是怕爸爸批评
还是怕爸爸不爱他？爸爸真的会不爱他吗？其实是小兔自己
想的。

——除了这些还会有什么事情让小毛兔害怕呢？

——（图五）请小朋友说一说晚上小毛兔家里发生什么事？



——晚上一个人呆在房间了，小毛兔以为看到了怪物，非常
害怕。真的是怪物吗？其实是小毛兔自己想的。

——小毛兔害怕好多事情，可是它不愿意这样，他要变勇敢。
于是它想了好些办法，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方法好不好。

——小毛兔钻到床底下，这样它还会害怕吗？（图六）

——小毛兔还有别的办法呢？（图七）谁能认识图上的几个
字？（帮帮我）向他人呼救，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这样就
不会害怕了。

——看看小兔的第三个办法吧？

——还记得小毛兔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好像看到了怪物，实际
上是什么呢？（图九）打开灯，看清楚，我不会害怕。

——小毛兔想了那么多的好办法，它还会害怕吗？他把自己
打扮成怪物的模样，小兔不会害怕！（图十）

三、延伸

——小毛兔想了好多方法让自己不害怕，如果你遇到害怕的
事，你会怎样让自己不害怕？（幼儿思考讨论方法，个别回
答。找妈妈爸爸保护我等等）

——老师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是勇敢的，可是有时候害怕也是
非常需要的，害怕能让我们避开危险的地方，比如害怕火灾，
我们就不会去玩火，害怕溺水，就不会独自去河边玩，害怕
摔倒，就不会乱跑。但是，有些害怕是不必要的，那些都是
人自己想出来的。



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反思篇三

1．知道打架、骂人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2．能对自己进行评价，以此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事先排练好表演情境、卡片

（一）导入活动

1．出示画有幼儿打架、骂人的卡片，请幼儿对照自己实际，
对你曾经做过的事在卡片的方格中做上记号。

2．请幼儿讲讲那是怎么回事，并评价自己做得对不对

（二）情境表演

1．引出故事情境表演《玩玩具的时候》，幼儿观看表演。

2．提问：

（1）故事情景里的鹏鹏做得对吗？为什么？

（2）哭了的圆圆做得对吗？为什么？

（3）鹏鹏说因为圆圆先骂人，他才动手的，他这样做合适吗？

（4）鹏鹏说他只是轻轻地推了圆圆一下，不是打人，你认为
是这样吗？

（5）讨论：如果你是东东，看见了这样的情况，你会说些什
么呢？会怎么做呢？

（三）讨论



教师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情境提问，并让幼儿展开讨论。

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反思篇四

1.道每个人都会有害怕的时候以及害怕时应该怎么做。

2、知道害怕有时也会保护自己，了解缓解害怕情绪的方法。

3、初步积累情绪表达与调控的经验。

绘本《我好害怕》的ppi和反映生活情境的ppt，开心、生气、
哭闹、害怕4种表情娃娃，小熊布偶，4段不同风格的乐曲，
家长讲述害怕经历的视频。

一、表情游戏，导入活动

1、教师逐一翻开背景板上的开心、生气、哭闹表情娃娃，引
导幼儿说说、做做相应的表情。

2、请幼儿猜猜隐藏的表情是什么，幼儿猜过之后，教师翻开
害怕的表情娃娃。

师：你有过害怕的时候吗？遇到哪些事情会害怕呢？

3、师：宝宝有害怕的时候，（出示小熊布偶）小熊也有害怕
的时候，我们一起听听小熊遇到什么事情会害怕。

二、演示画面，梳理经验

（一）我会害怕，（播放绘本ppi第一幅画面）

1、师：小熊遇到了哪些害怕的事情？小熊害怕的时候想干什
么？



2、师：小熊害怕的时候想哭、想逃跑、想要妈妈抱，你害怕
的时候最想做什么？

（二）大人也会害怕

1、猜猜爸爸、妈妈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2、播放视频，听爸爸妈妈讲讲他们害怕的事情。

3、小结：小熊有害怕的时候，宝宝有害怕的时候，大人也会
有害怕的时候，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害怕没有什么丢人的。

三、情境体验，形成新经验

（一）害怕的时候，我有好办法

1、师：有没有好办法让害怕的感觉好一些呢？

2、幼儿自由交流后，教师依次点击绘本ppt，逐一出现缓解害
怕情绪的各种方法，引导幼儿找到赶走害怕的好办法。

3、小结：害怕的时候可以向别人说出来，可以让妈妈抱一抱，
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图书，可以抱着喜欢的小毛毯或小
布偶。

（二）害怕的时候，我知道该做什么

1、教师逐一点击反映生活情景的ppt（夜里一个入睡觉，看到
动画片里吓人的地方，妈妈接宝宝时来晚了，护士阿姨给宝
宝打针的时候），引导幼儿说一说用什么办法把害怕赶走。

2、配上音乐连续播放ppt，帮助幼儿梳理经验。

四、互动交流，拓展经验



1、师：害怕有时候也会保护我们，你相信吗？

教师边演示绘本ppt边讲述：有时候，害怕也能保护我，让我
离凶巴巴的狗远一些，告诉我不能爬得太高，不能在汽车旁
边玩耍，不能靠近火焰。

2、师：为什么说害怕有时也能保护我们？

小结：有时候，害怕会让我们离开危险的地方，让我们的身
体不会被伤害。

五、快乐游戏，加深体验

1、和表情娃娃做游戏。教师交替点击ppt画面、分别出现开
心、害怕的表情娃娃。当看到开心的表情娃娃、听到欢快的
音乐时，幼儿尽情表现开心的样子：当看到害怕的表情娃娃、
听到令人惊恐的音乐时，引导幼儿学做深呼吸，调节自己的
情绪。

师：用力长长地吸气、呼气有什么感觉？

小结：害怕的时候如果用力长长地吸一口气，再长长地呼一
口气、感觉就会好很多。

2、师：有很多办法会帮我们赶走害怕，回家后告诉妈妈，害
怕的时候你知道做些什么。

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反思篇五

帮助中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青春期身心发展的特点，使其懂
得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形成一定的身心自我调控能力，
能适应身心的变化。



1.通过讲解或阅读，使学生认识情绪的与类型，了解中学生
情绪发展的特点，认识青春期情绪发展中的特殊现象。

2.通过自我情绪分析，使学生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
掌握情绪健康标准，使其学会情绪自我调节的方法，培养积
极情绪，改变消极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中学生情绪发展的特点。

讲授课、讲授与训练相结合

一、讲读(教师讲解，学生阅读)

1.明确什么是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与人或事打交道时，总会产生一定的
态度，如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对客观物所形成的一种态
度上的体验，这种体验，心理学上称之为情绪。

2.情绪在交际中的作用。

(1)情绪与认识的关系;情绪由认识而产生，它比认识更具体，
更真切，更强烈。

(2)情绪在现实交往中的巨大作用。

(3)情绪能让人互相了解，彼此其鸣，传递交际的信息，是人
建立相互关系的纽带。

3.情绪的不同表现形式。

(1)孔子认为，人有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

(2)宋代名医陈无择的七情说：即喜、怒、忧、思、悲、恐、
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情绪分类法。



(3)今天，按强度和稳定性不同，分为三种形式：心境、热情、
激情。

4.情绪的特点及不同类型。

(1)情绪肉格性的特征;

(2)按复杂性，情绪可分为简单情绪和复杂情绪;

(3)按所起作用情绪分为增力性情绪和减力性情绪;

(4)按强度不同可分为强弱两种状态;

(5)按性质不同分为肯定情绪和否定情绪。

5.中学生的情绪特点。

(1)没有摆脱两极性，烦躁不安是其情绪的主旋律;

(2)中学生情绪更复杂，一方面，情绪的延续性增加了;另一
方面，情绪也带上了文饰的内隐的曲折的性质。

二、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进行自我情绪分析

三、训练：

要想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关键在于掌握情绪自我调节的方法。
一方面培养积极的情绪，另一方面把消极的情绪引导和调节
到积极的方面来。

四、全课小结

喜、怒、哀、乐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七彩画卷。在生活中人
的情绪是复杂多样的，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情绪世界同样
是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我们的情绪无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始终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既可以起到增强的作用，也可
以起到减弱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调节和利用。因此，我们
每一个中学生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努力培养积极的情绪，
使消极的情绪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五、作业

结合自身情绪的特点，谈一谈不同的情绪在学习生活中的不
同作用。

板书设计

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1.什么是情绪?

2.情绪的作用。

3.情绪的演变。

4.情绪的特征。

5.中学生的情绪特点。

6.情绪的调节。

青春就象这束鲜花!开放的时候绚丽无比!可它枯萎的时候就
惨不忍睹!希望大家通过上文的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对
青春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