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内
容 小班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教案(模

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内容篇一

1、让幼儿进一步认识各种蔬菜，初步了解蔬菜对人体的作用，
并明白爱吃各种蔬菜，有益于身体健康。

2、培养幼儿每一天吃蔬菜、吃各种蔬菜的好习惯。

初步了解各种蔬菜吃的部位，以及各种蔬菜的不同营养。

1、芹菜、萝卜、胡萝卜、黄瓜、青菜、葱、花菜、西红柿等
蔬菜，篮子。

2、丰富词汇：维生素。

开始部分：

1、谈话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蔬菜，提问：“你们都认识它们吗，吃过
它吗”

2、请几名幼儿上来各拿一样蔬菜，并说出他们的名称、颜色、
形状。



基本部分：

1、找一找

分别找一找蔬菜的哪个部位能够吃，如萝卜吃根，卷心菜吃
叶，西红柿吃果实，花菜吃花，芹菜吃茎（叶），请幼儿将
蔬菜放在相应的篮子里。

2、与幼儿共同探讨蔬菜的各种吃法：明白蔬菜能够炒、凉拌、
做汤，包饺子、有的还能够像水果一样生吃，但务必洗净。

3、认识各种蔬菜，启发幼儿讨论蔬菜对人体的作用：

“人为什么要吃蔬菜不吃蔬菜会出现哪些不好的现象”（鼻
出血、口角干裂、大便干结、皮肤干燥等。

“蔬菜有哪些营养””引导幼儿自由讨论。

分别出示各种蔬菜，初步了解其丰富营养

师：这是菠菜，长得什么样貌呀（有绿色的叶子，红色的
根），谁喜欢吃菠菜，你为什么喜欢吃菠菜有什么营养菠菜
里内含维生素，它能使我们的皮肤变光滑，小朋友经常口腔
溃疡，那是因为身体里缺少了维生素，所以请小朋友喜欢菠
菜、多吃菠菜。你们明白还有哪些蔬菜里内含维生素吗青椒、
南瓜、油菜里也内含维生素，还有一种蔬菜里面内含维生素，
你明白是什么菜吗请你们猜一猜它是桔红色的，动物中兔子
和马十分愿吃。对！是胡萝卜。

师：你们看，这是什么菜西红柿，你们吃过西红柿做的什么
菜西红柿里也有许多的营养，象vc它使我们的牙齿骨骼变的
坚固，还能防止牙龈出血。蔬菜里面还内含超多的纤维素，
能够帮忙我们消化，防止大便干硬。



4、蔬菜与卫生：

“怎样吃蔬菜才健康”引导幼儿交流。

教师小结：因为蔬菜生长在农田里，需要农药和肥料，所以
做菜之前要把蔬菜洗干净，在水里多泡泡。个性是生吃西红
柿和黄瓜等，必须要洗干净并且去皮。但也有一些蔬菜是农
民们用了先进的方法种植的蔬菜，不用对人体有害的农药，
也不让蔬菜环境受到污染，这种蔬菜叫做“无公害蔬菜”。

让幼儿给各种蔬菜涂色。

1、在活动设计前我想：在活动过程中让幼儿讨论得多，回答
得多会不会影响活动的正常进行在整个活动中各种各样的蔬
菜吸引了幼儿，使孩子们愿意说、大胆说、能连贯说，活动
较活跃，能紧凑连贯的进行下去。本次活动整合了健康领域、
科学领域、语言领域，幼儿得到综合性的学习。但是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有个别幼儿语言的连贯性不够，还需进一步加强。

2、活动中引导启发孩子对问题的理解，注意到让孩子进行体
验，感受、交流。

3、对幼儿发展的反思：孩子在活动中能感受到这次活动讲的
是蔬菜对人体的好处，但仅靠这此活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平
时的努力和家长的配合。

4、幼儿透过参与活动，明白了蔬菜的种类很多，还明白不同
的蔬菜有不同的颜色和味道，从小要养成多吃蔬菜的习惯，
但是在活动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有的孩子明白自己喜
欢吃蔬菜，但是还说上好原因，可能因为孩子还小，但多数
幼儿能大胆地说、想和做，这就需要我们做教师的在今后的
教学活动中多让这些胆小的幼儿锻炼，培养他们的口语表达
潜力，透过这次活动培养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和认真的做
事态度。孩子们也都很喜欢吃蔬菜了。



5、如果有不吃蔬菜引起许多不良后果的课件让幼儿看到，会
起到更好的效果。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内容篇二

重点：

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并了解自己名字的含义。

难点：

1、了解自己名字的含义；

2、在群体中表达自己对名字的想法。

1、幼儿名牌；

2、绘本ppt；

3、视频；

4、爱心卡

一、谈话导入，聊聊名字

1、我们初次见面，你愿意分享下你的名字吗？（出示名字卡）

2、教师分享自己的名字（名字卡）

二、分享交流，阐述心声

1、出示ppt，小老鼠，让幼儿知道原来对于名字也有喜欢或不
喜欢的。

2、你对自己名字有什么感受？



三、绘本支持，释放焦虑

1、倾听小老鼠的烦恼（两个录音）。

2、它为什么会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请幼儿说说。

3、了解小老鼠名字的秘密。

4、请幼儿说说原因并播放小老鼠喜欢了自己名字。

四、真情互动，提升认识

1、播放一个妈妈的'录音

2、打开父母的爱心卡

3、分享感动时刻

出示几个名人名字和照片，大声说出我爱我的名字。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内容篇三

嫉妒心理是在自己不如别人优越，有了失落感时才会产生的。
嫉妒心是对某些方面超越自己的人的一种嫉恨，是对无意或
有意竞争的一种仇恨心。

在幼儿中，嫉妒心理的突出表现为失落感。引起幼儿嫉妒的
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如别的小朋友被教师表扬了，而他没有
得到表扬；别人的好朋友多，而他没有好朋友；别人有很多
好玩的玩具，而他没有；谁穿了漂亮的衣服，而他没有穿等
等，这些都可以引起幼儿的轻微嫉妒心。

嫉妒心看上去似乎是对自尊心的一种满足与安慰，但实际上，
他满足的只是并不真确的欲望。如果一个人不能从与他人的
相互比较中努力进取，合理竞争，仅以嫉妒别人的进步与优



势来安慰，满足自己的自尊心，那么，这种不正确的心理防
卫优势比成为自己成长路上的重大障碍。

特别是5-6岁（大班）的孩子，他们的心理较4岁左右的孩子
有名显得的发展变化，原来不太注重的一些东西也开始注意
起来，嫉妒心理有了一些变化。在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对
孩子进行正确应引导，应及时调整和纠正幼儿嫉妒的心态，
让幼儿学会欣赏别人，懂得欣赏别人，才会得到别人的欣赏。
让幼儿能正确对待比自己优秀的人，正确看待别人的成绩与
成功。让嫉妒心变成进步的动力。同时，让幼儿养成正确的
竞争意识，知道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别人的行为，才
是最好的、最正确的，这样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心理健康和完
善人格的形成，并使他们终身受益。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特设计本次活动。

1、通过对故事的理解，教育幼儿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克服因嫉妒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教育幼儿要虚心向他人学习。

2、教育幼儿要想取得好成绩，必须靠自己的努力，互相不服
气，甚至互相瞧不起是不会进步的。

3、培养幼儿积极向上的进取心。

重点：通过理解故事和练习绕口令，让幼儿懂得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才能一起进步。

难点：如何引导幼儿学会克服因嫉妒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虚
心向他人学习。

故事挂图及图片、录音机及音乐磁带。

（一）导入



教师：“小朋友如果你看到别人有的地方比你强，你会怎样
做呢？老师这里有一个故事，名字叫《数星星》，小朋友你
们想不想知道小鱼和小青蛙是怎样做的？”

（二）展开

1、出示挂图并为幼儿讲述故事《数星星》，引导幼儿懂得经
常生气是一种不好的行为，而且不利于身体健康。

教师讲完故事后提问：

（1）鱼妈妈为什么说小鱼很聪明？

（4）小朋友，如果你看到别人有的地方比你强，你会怎么做
呢？

（5）小青蛙和小鱼为什么能在数数竞赛中得到金牌？你该怎
样向它们学习？

2、出示两副结果不同的图片（明明和亮亮进行比赛，明明冠
军，亮亮第二），向幼儿讲解其中内容后教师提问问题，并
让幼儿分组讨论，通过对问题的理解让孩子知道要想取得好
成绩，必须靠自己的努力，互相不服气，甚至互相瞧不起是
不会进步的。

1）教师提问：

（1）小朋友认为哪个结果好？为什么？

（2）如果你的小伙伴取得了好成绩，或者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你会怎样想？

2）幼儿分组讨论，互相向自己的小伙伴讲述自己的看法，并
分析自己遇到后会怎样做。通过幼儿间的讲述及讨论，让幼
儿知道要用正确的心态对待输赢，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取得好



成绩。

4、学习绕口令《毛毛和涛涛》，让幼儿懂得，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不要嫉妒别人的长处，更不能
瞧不起别人的短处。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一起进
步。

（三）结束

教师小结：“毛毛和涛涛各有自己的本领，他们都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小朋友你们都有什么本领呀？把你的本领教给你
的小伙伴好吗？”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内容篇四

良好生活、卫生习惯

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卫生习惯的培养。

1、教师利用活动的时间组织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会愉快进餐，
不挑食，初步培养良好进餐习惯；会主动喝水，初步懂得不
吃零食的道理；能按时睡觉、起床、进餐等；不害怕健康检
查和预防接种，生病时愿意接受治疗。

2、生活卫生习惯的培养

会保持身体各部位的清洁卫生、学会盥洗方法；会使用自己
的毛巾、杯子；能保持周围环境清洁、初步知道环保的意义；
认识身体器官的名称及作用，初步了解保护方法；养成良好
的生活作息时间。

3、自我保护

了解过马路、坐车、玩户外活动器材时要注意安全；帮助幼



儿了解生活起居方面的安全知识；知道不把异物放入耳、鼻、
口内；知道不轻信陌生人的道理。

通过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大部分幼儿懂得了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自己喝水，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内容篇五

进入大班后孩子们变得勇敢了，从谈话中我常常明白他们有
的能够独自在房间里睡觉了，有的敢下水游泳了……但是我
也发现随着学习负担的加重，有部分孩子产生了退怯、自怨
的消极心态，甚至有的产生了极不健康的心理，《纲要》中
提出要注重孩子健康发展，不仅仅体此刻身体素质上，更要
从心理上去呵护他们，所以产生了本次活动。由说勇敢找勇
敢到听听大人们的寄予，帮忙孩子们树立自信，构成遇事不
慌张、不放弃，勇敢地应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良好心理品质。

1、在看看讲讲找找中积累生活中各种勇敢的经验，能够围绕
话题大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

2、鼓励幼儿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勇敢应对并解决它，对自
己要有信心。

前期经验：幼儿有独处的经历、日常活动中感受过自己勇敢。

物质准备：录音磁带(广告录音、家长的话)、字卡、抗震小
英雄图片等。

一、认读字卡，说一说勇敢。

要求：大胆说说自己在生活的勇敢表现，了解克服恐惧心理
很勇敢。



1、提问：什么是勇敢你是勇敢的孩子吗表此刻哪里

你有一个人在家的经历吗当时情绪怎样有什么办法让自己不
害怕。

2、情景——独处时有人敲门，怎样办

3、小结：除了不怕疼，不哭很勇敢，独处时克服恐惧，遇到
突发事件能想出办法也是勇敢的.表现。听了你们的介绍，的
确比以前勇敢了。

二、看看说说，找一找勇敢。

要求：进一步认识勇敢的行为，明白学习时应对困难有信心
也是勇敢的表现。

1、听广告——夸夸爸爸的勇敢。

提问：谁的爸爸很勇敢什么行为并不是勇敢的表现

2、出示图片，找一找勇敢的人。

提问：为什么说他们是勇敢的人

理解词语：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3、爸爸妈妈们有些什么话要对我们说，我们一齐来听听。

提问：xx妈妈说了什么为什么学本领时不抱怨，不放弃也很勇
敢

4、小结：此刻我们是大班的孩子了，要学习新的本领，将来
上小学学习更多更高的本领，遇到困难时有信心也是一种勇
敢的表现。让我们一齐努力，勇敢地应对学习时遇到的困难，
克服它，做个勇敢的孩子，你们有信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