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林黛玉进贾府的教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心理健康教育教案篇一

知识目标：1.学生了解什么是心理健康，让他们走出心理健
康的误区。

2．引导学生了解生命来之不易，让学生懂得生命的意义和价
值。

能力目标：引导学生掌握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

2．让学生树立良好的责任意识，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珍
爱生命。

教学难点：通过有效的途径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学生的心
理得以正常发展

教学学法：教师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启发诱导 视频图片展
示

学生学习方法：自主 合作 探究法（通过视频引入案例让学
生了解心理疾病的危害，然后分析形成原因，最后学生讨论
总结预防心理疾病的方法和对策）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同学们观看学生跳楼轻生的视频图片，我们经常你看到学生
出现心理疾病轻生的新闻报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校园



自杀事件频发呢？给出调查表。

一是家庭的影响。很多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偏重于智力开发。
早在学前阶段就教育孩子学外语弹钢琴，学绘画，背唐诗。
他们一心指望孩子各科考高分，不顾其心理发展水平和承受
能力，对他们提出过多的苛求、过重的压力、繁多的学业，
几乎将孩子天真烂漫，敞开胸怀接受大自然和社会影响的机
会全部挤掉。而孩子的心理健康，则没有多少家长能给予足
够的重视，许多家长不懂得孩子的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智
力开发一样重要。由于父母对心理教育的忽视和无知，导致
了孩子的心理发展与智力开发严重失衡，智力开发超前，心
理发展滞后，在青少年青少年身上形成强烈反差，重智力，
轻心理的家庭教育给孩子的心理素质造成了严重的先天不足。
容易造成孩子心理反常的家庭：不和睦的家庭，不检点的家
庭，不自尊的家庭，不廉洁的家庭，不开明的教育，不健全
的家庭。二是社会的影响。当今社会正处在变革的时期，竞
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显得更为复杂，影响人们心理健
康的因素便越来越多，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的思潮与改革开放
的主旋律并存的局面。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状，是非分辨
能力尚不够成熟的青少年青少年，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有
时也会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如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各种淫秽，
凶杀等不健康录像制品，不洁书刊的泛滥，青少年接触社会
传媒不良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加，他们往往潜移默化地受到影
响。

三是学校的影响。当前，由于不少学校还未实行从应试教育
到素质教育的转轨，忽略了对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培养。考试
成绩，升学档次成了衡量青少年有没有出息的唯一的标准。
青少年也就将考试升学的挫折看成是人生的挫折和失败，而
由于学校忽略了对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培养。教师又没有预先
告诉他们应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青少年在考试,升学的挫折
面前，想到家长或教师的斥责，自然感到惶恐，感到前途渺
茫，有些人便选择了逃避的做法，对自己彻底放弃。有的甚
至离家出走，给家庭、学校、社会、也给自己造成了不应有



的缺憾。另外，过重的课业负担导致青少年心理上疲劳，情
绪焦虑不安。不少学校的课业负担体现为三超：即超负荷的
学习量、超高的学习难度、超长的学习时间。

学生完成心理健康调查表，认识自我 四.如何预防高中生心
理健康问题

1，家庭学校联系，定期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科学教
子，注重心理安抚和情感交流，学校和老师要成为学生和家
长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而不仅仅是学生的管理者。有条件
的可以建立“家长教师协会”。

3、开展“生命与死亡”教育的探索，通过观看灾难话题的影
视作品，组织学生开展交流，写观后感，使学生珍视生命，
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4、班主任要转换角色，关心学生的需求，学会与学生平等相
处，学会尊重学生，学会理解学生等，减少师源性心理伤害
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心理问题。

5、关注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注意性格陶冶。 开展高中生涯
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目标，采用适当策略去实现目标。

6、教会学生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1、树立远大的奋斗方向和当下的努力方向 2、学会和各种人
等相处 3、宽容他人以直报怨。

5、学会悦纳自己，接纳自己 6、张弛有度，过好闲暇生活

五：总结方法,指导行为，提出倡议，端正心态

心理健康教育给全校师生的倡议书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成长是一条阳光、风雨参半的路，有幸福快乐，也有数不清
的哀伤寂寞。于是生命奏成一曲酸甜苦辣无法预知的交响，
健康的心灵听得到它无言的美，而脆弱的心灵却无法承受生
命的重量。

让我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关爱自己，关爱别人，热爱生活。
在此，校心理健康中心向全校同学发出倡议：全校师生共同
关注中学生心理健康，用爱与科学知识塑造健康美丽的心灵，
让心的世界充满阳光。尊重生命，就要美丽心灵，只有美丽
心灵，才能感受生命的美丽。加强社会建设需要健康的心灵，
提高生活质量、完善自我也需要健康的心灵。为此，我们应
当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去珍爱生命，关爱我们的心灵，营
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所以，我们在这里向全校师生提出
倡议：

1.多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有关心理的书籍、讲座。

2.多进行交流——幽幽校园，青葱岁月，畅诉衷肠，分担痛
苦，分享快乐，不论流泪还是微笑，让我们并肩走过。

3.多寻求心理帮助——勇敢地敞开心扉，让我们帮助你一起
成长。

4.给心灵多一份关注——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痛过、失望
过、徘徊过，当岁月的足迹一步步走过，我们留在心理都是
一片片美丽的心灵花朵。

5.给生命多一点关爱——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
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芳香烂漫，使
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落，却不觉
悲凉。

贵溪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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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观看视频歌曲《怒放的生命》顽强生命的图片

珍惜生命

拒绝心理阴影

1.学生心理健康的七大标准

学生心理健康自我调节方法 2.高中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教案篇二

团结合作真快乐（中班）

一、活动目的：

1.使幼儿初步认识到学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幼儿
乐于与人合作的意识以及团结一致的精神。

2.初步掌握如何进行团结合作，培养合作能力。 3.体验合作
过程，让幼儿享受合作成功的喜悦之情。

二、活动重点：

帮助幼儿树立团结合作的思想。

三、活动难点 ：

使幼儿亲身体会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四、活动准备： 1.有音乐背景的ppt。

2.四个身大口小的瓶子，16个系上绳子纸球。 3.泡沫垫子10



块，海龟、鲨鱼头饰各一个。

五、活动过程：

（一）导入课题，激发兴趣。 1.谈话

师：我是谁？（相互问好）

我是海龟妈妈，今天带你们去沙滩上去玩玩。（跟着妈妈在
音乐中进入场地）

2.练习动作

师：跟着妈妈练习本领。（听着音乐做动作）

（二）体验游戏，学习合作。 1.谈话

2.游戏《快乐岛》 游戏若干次结束。

（三）实践活动，总结提高。

鲨鱼爸爸：海龟宝宝你们好！我是海龟爸爸，你们真是一群
团结友爱、相互合作的好孩子。我遇到麻烦了，想请你们帮
忙。我的海龟蛋宝宝被大鲨鱼拿走了，被放在瓶子里，请你
们快想想办法救救它们。

设问：发生什么事了？那怎么办？

师：大鲨鱼在那儿呢，现在大鲨鱼不在我们赶紧去救它们吧。

2.游戏《纸球出瓶》ppt8 游戏第一次。

设问：你们是怎么救出蛋宝宝的? 你们为什么没有救出蛋宝
宝？



（总结、分享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游戏第二、三次。

小结：我们相互团结，共同合作救出了蛋宝宝，真开心！

（四）结束活动。

师：海龟爸爸一定等着急了，我们赶快送蛋宝宝回家吧。
（听着音乐出活动室ppt10）

心理健康教育教案篇三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幼
儿园心

理健康教育教案，欢迎阅读参考！

活动主题：孤独的小兔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一活动适合
年龄班：幼儿园中班

作。活动目标：

1、通过故事，幼儿初步理解什么是孤独。

2、能够正确认识独孤，并学习如何远离独孤，走向合3、通
过连体人、背靠背、两人三足这三个相关合作的 游戏，幼儿
感受与人合作的快乐。

4、通过此次课程学会分享与合作。 活动准备：

一组讲述孤独兔子故事的幻灯片，几张挖

了两个洞的报纸以及废旧的纸盒皮等等。



活动过程： 1、活动引入：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个关于小兔子 的故
事，小朋友们以前一定是没有听过的，因为这个故事是 最近
才刚刚发生的哦。所以接下来小朋友们就要认真听清楚 啦，
因为小兔子最后需要小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教师边播放幻灯片边从其中的图片讲述小兔子的性格

遭遇。故事概况：从前有一个小兔子，由于平时自己一个人
在家，所以都很少出去和别的小伙伴们做朋友。可是有一次
森林里面突然起了大火，大家都在互相帮助思考逃生的办法，
可是小兔子却是孤独的一个人在大火中挣扎着，如果当时小
朋友正好在小兔子的身边，会怎样帮助小兔子顺利逃离火灾
现场呢 ? 2、针对故事中的问题，让幼儿自由进行回答，然
后教 师再归纳出几个有意义的回答让幼儿参与讨论。并从讨
论中 得出幼儿的回答是否可行，以后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事
情的 时候，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合作。

3、设计游戏让幼儿体会合作的快乐。 游戏一：连体人。

游戏规则：幼儿自选同伴，两人一组。将挖好两个洞的 报纸
分别套在两个人的脖子上，将两人连在一起。两人一组 沿着
教师指定的路线走、跑、过障碍物等。如果报纸中途破 碎则
停止游戏，以报纸不破碎者为优胜。

说明：障碍物可以是某个特定的纸盒铺成的小路，或者 是教
师自行画的圈圈之类的。

游戏二、背靠背。

游戏规则：幼儿自选同伴，两人一组。让幼儿两两背对 背坐
下，两腿伸直，双手臂向后互相钩住，然后试着站起来。



说明：这个游戏教师可以划定一些范围，首先把全班幼

儿分成几个大组，然后每个大组派出两个小朋友进行游戏，
剩下的小朋友为自己的组员加油。轮流着进行。

4、通过上面的游戏，小朋友们在玩完之后分小组分享 感受。

!活动结束： 5、总结：

呢 ?在家里面，有爸爸妈妈的帮助，在幼儿园里面，和小朋
友们、老师们在一起，大家相亲相爱，是不是不会感到孤独
了呢 ?所以呢，小朋友们在家里面可以帮忙爸爸妈妈拿拿拖
鞋，端端水，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合作搬搬桌子之类的，
于是，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们啦，对不对? 6、活动自然结束。

教

让小朋友们去喝水，去洗手间。个人总结：

此次活动设计的个人感想：鉴于在今天独

生子女盛行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孩子在生活中都会不知不觉
的习惯孤独。并不是说孤独是一件坏事，只是在这孤独包装
下大多数人都有着一颗敏感容易受伤的心，于是，曾经让我
们熟悉的合作精神渐渐风吹云散。纵然是在这样一个分 精细
的年代，我们更加是需要远离孤独，走向合作，这是一 个需
要从小就应该培养的心理素质，要知道，通常一个人的狂欢
无力挽救一切狂澜。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二

设计思路：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心理健康问题已日益
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关注个人的心理健康已成为现代文明人



的一个重要标志。新《纲要》指出“要高度重视幼儿的心理
健康，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首先应该能逐渐学会调控自己
的情绪，保持乐观向上的心境。高兴和生气是人的两种情绪，
高兴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过度的生气是一种消极的情绪。这
种消极情绪体验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调节，会引起幼儿生
理上、心理上的各种问题和疾病，老师应该注意帮助幼儿逐
渐学会驾驭自己的情绪，应付那些与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有冲
突的情景和场面。使自己生活得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开心、快
乐。

本活动依据小班幼儿年龄特征：行为明显受情绪支配，工

绪。

3、体验关爱、亲情、共享的快乐。 重点与难点： 正确认知
自己的情绪，活动准备：

活动流程： 语言导入—

认识高兴和生气的表情—

说说高兴与生

学习合理疏泄、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仍然很不稳当，容易
冲动，常会为一些小事大哭大闹。依据幼儿的成长特点和本
班幼儿的已有经验来设计活动的，将心育目标与语言目标有
机融合。游戏是幼儿的生命，活动 始终以游戏贯穿始终。将
心理健康教育融合于游戏中，发挥 增效作用。活动还有机整
合了各领域的教育内容来促进幼儿 全面的发展，并采用卡片
联想、生活经验联想来激发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活动目标：

气的事—做做高兴与生气的脸谱—



(一)语言导入

1、以红星娃娃发出作客的邀请导入。

做做高兴的游戏

巴)2、做做高兴和生气的样子，在高兴娃娃和生气娃娃的 家
留个影。

(三)说说高兴与生气的事 1、卡片联想。(1)(2)

法。

(1)你平时有什么高兴的事 ?高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

说说高兴和生气的事(幼儿找好朋友一起说)。

游戏：“点芝麻”教师或幼儿点，被点到的幼儿说说卡片上
的2、幼儿手拉手一边唱歌一边去作客。3、幼儿按老师说的
门牌号找高兴娃娃(456)的家。

(二)认识高兴和生气的表情

1、说说高兴娃娃和生气娃娃的表情。

(脸上、眼睛、嘴(123)和生气娃娃

高兴和生气的事(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

(3)把卡片送回家(4)验证卡片

2、生活经验联想，引导幼儿说说高兴与生气的事及做

听听音乐、做做游戏等等，这样很快就没事了。教师小结：
原来每个人都会有高兴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当你高兴的时



候，应该让大家分享。当你生气的时候也不要 发脾气，大家
都会来帮助你解决困难的。生气并不是一件坏 事情，如果生
气时伤害了自己，防碍了别人，就是件坏事情，如果经常生
气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四)做做高兴生气的脸谱 幼儿按意愿选择材料制作脸
谱。(五)做做高兴的游戏

心理健康教育教案篇四

1、通过游戏，认识情绪。

2、通过交流，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

3、学会调节不良情绪的方法。

4、能以良好的情绪学习，生活。

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学会调节不良情绪。

（一）音乐导入，调整情绪

1、欣赏音乐。

2、说说听了这段音乐，你的心情怎样

3、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学习这一课。

4、板书课题：情绪与健康

（为了使学生能以良好的心态进入学习状态，在欢乐的心境
中获取知识，特别选择了一段轻松愉悦的音乐，让学生们欣
赏。这样有利于学习目标的完成。）

（二）导学达标



1，游戏活动，体验情绪。

（1）讲游戏规则。

（2）指导，参与游戏。

（3）说出你在游戏时的心情。

（4）同学们谈到的我们表现出来的内心的状况以及表情上的
变化，就是情绪。

（5）区分良好情绪与不良情绪。

（6）贴良好情绪图与不良情绪图。

（情绪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我们，为了让学生们充分体验情绪，
我设计了猜词游戏的情境。全体学生参与游戏活动，有的猜，
有的做动作提示，紧张，兴奋，担心，高兴，失望，难过等
等的情绪围绕着学生。经过教师的引导，同学们知道了什么
是情绪以及情绪的种类。）

2，交流倾诉，明白道理。

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不良情绪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1）长期被不良情绪困扰，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什么影响请
同学们把你感受到的

或者了解到的事例说出来。

（2）听了同学们谈的事例，你明白了什么

（3）板书：不良情绪危害健康。

（在认知的基础上设计交流活动，谈谈不良情绪危害健康的



事例。学生们通过具体的事例明白了不良情绪危害人们的身
心健康，激起他们排斥不良情绪的愿望。）

3，录像共鸣，学习方法。

（1）放录像（三名学生分别因班长落选，家长星期天为自己
安排了很多兴趣班，考试成绩差而产生不良情绪）

（2）录像中的同学应该怎么做

（3）放录像（三位同学用与同学交谈，听音乐，看书，进行
体育活动等方法调解了自己的情绪）

（4）录像中的同学是用什么办法调节了自己的情绪，使自己
快乐的

（5）大屏显示调节情绪的方法。

今后谁再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用这些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
绪。

（录像中的情节是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典型事例。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种见解于自己"同病相怜"，那么，这
种见解对当事人的影响，很可能比老师的说教更起作用。）

4，小组交流，激情导行。

明白良好情绪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能以良好的情绪学习，
生活。

（1）小组同学互说快乐的事以及快乐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2）你从同学们那学到了哪些调节情绪的方法

（3）说说快乐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好处



（4）板书：良好情绪利于健康。

（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倾诉快乐的愿望，我特别
设计了"快乐娃娃"交朋友的情境。同学们通过情感的交流，
用自己的感受，体会，方法去帮助，指导其他同学，他们在
完善自己最佳心理品质的同时，会主动的是其他学生纠正心
理偏差。同学们在共同分享快乐的同时，自觉自愿的以良好
的情绪学习，生活。）

（三）达标测评，适时反馈。

在答题纸上写出自己的做法。

今后，遇到不顺心的事，你将会怎么做

1、考试成绩不好，受到了批评，心里很难过。我将会

2、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非常生气。我将会

3、明明是小明撞坏了小芳的东西，小芳却责怪我，我很气愤。
我将会

4、父母吵架，我心里很烦，无法安心学习。我将会

（四）边歌边舞，巩固目标。

加深对情绪与健康的关系的理解，快乐

健康地成长。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这节课。

边歌边舞：健康歌

（通过"健康歌"的歌舞，加深学生对情绪与健康的关系的理
解，再次体验快乐情绪，并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这次教学活
动。）



心理健康教育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看看、讲讲、演演，引导幼儿初步懂得原谅他人的过
失。

2、积极参与交流，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3、迁移情绪，体验故事中原谅和被原谅人物的高兴与快乐的
情绪。

活动准备：

贝贝和豆豆人物图片，表情图谱两张（害怕、生气），录像，
礼物（存钱罐），一张画满爱心的卡片，音乐，一张插卡带。

活动过程：

一、引出主题

师：小朋友，你们收到过礼物吗？收到礼物后心情怎么样？

二、出示图片讲述故事第一部分。

（2）师：豆豆看见了很喜欢，也很想玩，贝贝该怎么做？
（让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说明理由。）

三、讲述故事第二部分。

（1）师：贝贝还是决定把玩具借给豆豆玩，不过发生了一件
什么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师：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现在贝贝和豆豆的心理会怎样
呢？（贴上相对应的表情图谱。）（2）师：这是什么火？



（大火、生气的火）

师：豆豆怎么样了呢？为什么豆豆会害怕？（引导幼儿观察
描述豆豆的脸色。）

（3）观看录像并讨论。

师：贝贝气得火冒三丈，小豆子又急又害怕，该怎么办呢？
有什么好办法吗？

幼儿观看录像中小朋友的处理方法，引导幼儿讨论“自己喜
欢的方法”。

（4）讨论什么是“原谅”，引导幼儿用合适的语言和动作来
表示原谅。

师：就在贝贝气得火冒三丈的时候，老师悄悄跟贝贝说了两
个字“原谅”，“原谅”是什么意思呢？谁能告诉大家？
（鼓励幼儿用自己的话解释“原谅”一词的意思。）

（5）演一演“原谅”。

师：贝贝要原谅豆豆，可贝贝怎么说、怎么做才能表现“原
谅”呢？（鼓励幼儿通过语言或用动作表现原谅他人。）

三、讲述故事第三部分。

师：他们俩成了好朋友，贝贝又收到一份更大的礼物，是修
好的礼物，还有好多好多的爱心，谁爱贝贝了？（教师与幼
儿一起看爱心：教师爱贝贝、豆豆爱贝贝、爸爸、妈妈爱贝
贝、很多小朋友们都爱贝贝。）

师：（小结）原谅多么美好啊！当别人不小心做错了事，我
们就该原谅他。



四、讨论：你原谅过别人吗？出示插卡带，有过原谅经验的
小朋友将卡片插在“原谅口袋”中。

五、结束部分，音乐中互相拥抱。

师：原谅多么美好啊！当别人不小心做错了事，我们就该原
谅他，还是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抱抱好朋友吧。

活动目标：

1、理解自己常常会面对的有哪些困难，准确分析产生困难的
原因。

2、懂得遇到困难时要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敢向困难挑
战。

3、认真参与活动，体验解决困难的快乐。

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故事《弗洛格找宝藏》ppt、电网场地创设

2、经验准备：幼儿有困难的经验，有失败和成功的体验。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主题，知道遇到困难是正常的。

1、提问：小朋友们，幼儿园生活开心吗？在活动中，游戏中，
你都碰到过哪些困难呢？

教师总结：原来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是件正常的
事情。

通过提问引入，顺其自然的引出困难的主题，为下面的环节



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听故事，讨论，了解弗洛格的困难。

3、说说自己的困难及做法：小朋友们，你们遇到过困难吗？
遇到过什么困难？你是怎么做的。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在生活、游戏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
有的孩子退缩了，有的孩子坚持下来获得了成功。

弗洛格是孩子们很喜欢的一个动物的形象，很多孩子也阅读
过它的系列图书。这个环节从幼儿的兴趣出发选择了这个故
事，通过故事来让幼儿产生共鸣，从弗洛格的困难联想到自
己的困难，激发了孩子们表达的欲望。

三、挑战困难。

1、介绍游戏内容。

师：今天青蛙弗洛格要去其他小动物家，不过在路上它遇到
了一个困难，要通过“电网”，弗洛格试了好几次都没有通
过，请小朋友们来试试，看看能不能顺利通过。

2、组织幼儿实行游戏，并实行讨论，找出失败的原因，分享
成功的经验。

3、请失败的幼儿再试一次。

4、增大难度，请幼儿实行尝试。

这个环节遵循“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的原则，重在激发
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通过这个挑战困难的游戏，让幼儿知
道困难是不可怕的，有时候努力努力就战胜了。游戏体现了
心理课递进强化的原则通过第一次尝试——找出困难的原
因——再次尝试——增大难度，层层递进，符合大班幼儿的



年龄特点，让孩子在游戏中强化困难的概念，积极积累经验。

四、总结面对困难的方法。

师：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大家要积极面
对困难，认真分析困难的原因，慢慢战胜困难，我们会越来
越棒的。刚才游戏中还没通过的小朋友，你们已经比第一次
有进步了，努力找找原因，相信很快就能通过的，到时候别
忘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哦！

最后老师针对性的总结面对困难的态度、方法，协助孩子实
行梳理，让孩子再次面对困难有了心理基础。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经常受不良情绪的困扰会有损身体健康。

2、让幼儿学会排解不良情绪的一些方法。活动准备轻音乐带
一盒，录音机一台。

活动过程

1、师生一起表演唱《表情歌》

教师：请小朋友告诉老师,你喜欢什么样的表情?不喜欢什么
样的表情?

幼儿自由表达。

教师：高兴、快乐是好的情绪，难过、生气是不良的情绪。
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影响呢？让
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教师：小狐狸是个爱生气的小家伙，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
事吧。



2、教师讲述故事的第一段

教师：小狐狸有个什么坏毛病？结果怎么了？

幼儿自由讲述

3、教师讲述故事的第二段

教师：小狐狸唱歌比赛没有得到奖，她生气了，她是怎样让
自己高兴起来的？

幼儿自由讲述

教师：小狐狸漂亮的花瓶被小猴子不小心打碎了，她生气了，
她是怎样让自己高兴起来的？

幼儿自由讲述

教师：小朋友也会经常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还有哪些办法
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呢？鼓励幼儿自由表达自己的思
想。

教师与幼儿共同小结排解不良情绪的多种方法。（轻轻地哭，
听听轻音乐、向好朋友诉说，做运动…）教师播放轻音乐，
师生共同欣赏，体会音乐给人带来的快乐。活动延伸设置拳
击区，为幼儿提供发泄不良情绪的场所。结合美术活动，将
自己的心情用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布置成“心情区”。日常
生活中注意观察幼儿的不良情绪，指导、协助幼儿学会摆脱
不良情绪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