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心理健康我的情绪教案与
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心理健康我的情绪教案与反思篇一

1、懂得保持好心情是一件快乐的`事。

2、并能用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3、通过活动学会关心他人，萌发互相关爱的情感。

电视机外框、布偶一个、小兔指偶、小兔生病图一幅、各种
操作材料重难点：

学会用各种方法关心他人，并懂得要保持好心情。

一、谈话引入

1、昨天回家你们有没有看天气预报呀？好，今天又到了播报
天气预报的时候了，谁来报报今天的天气预报。

2、森林里有个电视台，那里不仅有天气预报，还有心情预报，
你们想不想听呀？

（师操作布偶）

二、分析推理



2、你们猜猜小兔子为什么不开心？

3、刚才小朋友说了那么多原因，现在我们来看看小兔子到底
是什么事情让他不开心？

4、噢，原来小兔子是生病了才不开心的，那么，我们想个好
办法怎样让小兔子开心起来？（互相讨论）小结：小兔子听
了我们小朋友的话，它的病好多了，心情也变得开心起来了，
它说谢谢我们小朋友。

三、经验迁移

2、你们的好朋友有这么多的不开心，那么不开心会发生什么
事情？（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影响身体健康；做不好事情）
对了，那我们赶快想个好办法让你的朋友开心起来。

幼儿园心理健康我的情绪教案与反思篇二

1、知道每个人都有情绪，能辨认几种基本情绪，并对不同的
情绪做出恰当的表达。

2、探索不良情绪的转化方法，并乐于帮助和安慰别人摆脱不
良情绪。

3、拥有积极乐观的心理素质。

多媒体电脑及相关课件、骰子四个（上面贴有不同的情绪脸
谱）、三段不同性质的音乐（代表快乐、生气、伤心）

一、导入课题

以邀请小朋友到情绪王国做客的游戏形式导入课题。

（师）：小朋友们好，我是从很远很远的情绪王国赶来的，



你们就叫我欢欢老师，今天我要带小朋友到我们情绪王国去
做客，介绍你们认识一些新朋友，小朋友愿意去吗？那就跟
我出发吧！（放音乐带领幼儿做律动）

二、游情绪王国，分辨、体验不同情绪。

1、初步认识情绪王国成员。

（师）：情绪王国到了，瞧，我们情绪王国的公民都来迎接
小朋友了，下面咱们来做一个游戏，欢欢姐姐不给你们介绍，
请小朋友看每个情绪娃娃的表情，然后猜出他们的.名字。
（电脑出示各种表情的娃娃，请幼儿猜）

我们的情绪王国可大了，想不想跟我去参观一下？

2、游快乐城堡，感受快乐的情绪。（播放音乐，演示ppt）

（1）（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第一站来的是什么城
堡？看看这里的娃娃们都做了哪些事情？瞧，我们快乐城堡
的每个人整天都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他们
生活得多快乐呀！

（2）讨论：小朋友们喜欢快乐娃娃吗？当你看到他们快乐时，
你的心情怎样？（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3、游生气城堡，感受生气的情绪。（播放音乐，演示ppt）

（2）讨论：他们生气时表情怎么样？当你看到他们生气时，
你的心情怎样？（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4、游伤心城堡，感受伤心的情绪。（播放音乐，演示ppt）

（2）讨论：他们伤心时表情怎么样？当你看到他们伤心时，
你的心情怎样？（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三、实践游戏

至情绪骰子，探索不良情绪的转化方法。

2、介绍游戏玩法：出示骰子，任意掷到哪面朝上，就做出相
应的表情，并说一说相关情绪的事情，如是不良情绪，请其
他小朋友来帮助他，想个让他快乐的方法。

3、集体交流：不良情绪的转换方法。

四、结束活动

舞蹈“快乐舞”，结束活动，鼓励幼儿做快乐娃娃。

（师）今天欢欢老师要好好的感谢你们，想了许多办法让生
气娃娃和伤心娃娃都变成了快乐娃娃。

幼儿园心理健康我的情绪教案与反思篇三

1、感受“笑、生气、哭”三种情绪，并产生相应的体验。

2、乐意探索情绪调节的方法，知道要保持积极的情绪。

音乐《拍手歌》、三个娃娃夸张的表情图、多种表情矢量图。

一、情感体验（互相问好）

1、教师以娃娃家妈妈的身份逐一介绍三位宝宝：娃娃家里有
三位宝宝，他们是大哥、二哥和小弟。

2、鼓励大家与三位宝宝问好。

二、情绪体验（模仿各种情绪，进一步体验情绪的变化）

2、鼓励幼儿模仿“开心、生气、难过”时的不同表情，并谈



谈自己的情绪经验。如：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会这么
伤心（生气或高兴）（让幼儿对这三种情绪产生共鸣。）

教师小结：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怎么样，笑眯眯的说
明他很高兴，哭了就说明他很难过，瞪眼睛、嘟着嘴说明他
生气了，原来表情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

三、情绪变变变（积累情绪调节的方法）

1、讨论：除了这三种表情，你看到过其他表情吗？（鼓励幼
儿通过表情动作大胆表达或表现，并演示相关表情图）

2、通过表情图，鼓励幼儿大胆模仿各种表情，积极体验各种
情绪的变化。

3、继续观察三幅表情图，并展开讨论：提问：说说你喜欢哪
个宝宝？（怎么样的'表情）为什么？教师小结：哭宝宝、生
气宝宝的样子都不好看，爱笑的宝宝又好看又可爱，所以大
家都喜欢笑眯眯的宝宝。

4、帮助生气宝宝、哭宝宝变成笑宝宝：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
的哭宝宝和生气宝宝变成一个笑宝宝？（幼儿互相交流或动
作表现，教师以拍照的形式及时加以记录方法，帮助幼设计
意图：

在幼儿园经常会看到小朋友之间为了一把小椅子互相争抢，
自己占有玩具，不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分享等不愉快的现象。
为了让小朋友们体会高兴与伤心的不同心情，懂得要关心他
人，与朋友一起分享美好的事物。我设计了本次活动，让孩
子通过表现不同表情娃娃所带来的不同感受，解决实际生活
中遇到的小朋友之间发生的不友好现象来进行突破。



幼儿园心理健康我的情绪教案与反思篇四

1、帮助幼儿了解自己害怕的事物，认识到勇敢的重要性。

2、通过各种脱敏训练使幼儿认识到变勇敢的方法。

绘画纸；蜡笔；垃圾筒或纸箱。

一、教师给幼儿讲述一件自己害怕的事情

“昨天晚上，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只老鼠、觉得好害怕呀！
老师最害怕老鼠了，害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二、教师提问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害怕的事情或东西？”鼓励幼儿大
胆发言。幼儿轮流发言，互相讲解过去的经历，教师注意倾
听。

三、教师提问

“害怕好不好？这些东西真的很可怕吗？“你们想不想变得
勇敢？”

四、师幼讨论

“怎样才会变得勇敢？”幼儿自由发言。教师总结：

1、多学习知识，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了解某些小动物和我
们人类的关系。

2、每天对着镜子说“我最勇敢！”

3、害怕时，自己对自己说：“我不怕、我不怕！”



4、勇敢地把自己害怕的事情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

五、绘画活动

1、利用绘画纸和蜡笔画出自己害怕的东西或事情。

2、画好后，老师请幼儿拿着自己的作品，老师问：“咱不
怕？”幼儿要大声回答：“我不怕！”反复数次。

3、幼儿拿着自己的画排好队，前方放置一个垃圾筒或大纸箱。

4、幼儿将手上的'作品揉一揉，把害怕的东西或事物包在纸
里头。然后大家一起喊“一、二、三”，该幼儿将自己手中
的纸团丢进垃圾筒或大纸箱，让幼儿大喊：“我不怕啦！”
直至每个幼儿都投完为止。

六、老师组织幼儿说一说：“现在自己还害不害怕？”分享
活动前后的心情改变。

大家一起收拾整理掉在地上的纸团及垃圾筒或大纸箱。

在这次活动的开始，我首先问幼儿：“你最害怕什么？”结
果我发现约有1/3的幼儿出现了害怕和怯懦的表情，全班的孩
子都鸦雀无声，无人举手回答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刺激了
孩子们的心理。我马上用一种轻松的略带自嘲的语气讲了自
己害怕老鼠的事情，听完我的故事，孩子们的神态一下子放
松了。

接下来很多孩子讲了自己害怕的事情，他们的心理负担己减
轻了一半。画出自己害怕的事物，包在纸里投进垃圾箱，扔
掉恐惧，许多孩子都感觉这像是真的一样，我可以从他们轻
松的神态上看出来。最后，我感觉到孩子们变得坚强勇敢了，
对自己过去害怕的那些东西也都不怕了。这次教育活动达到
了预定的活动目标。



本次教育活动从幼儿的实际出发，引导幼儿进行了一次克服
恐惧、使自己变得勇敢的心理训练活动，效果很好。教师从
提问开始，一步步引导幼儿交谈、游戏、绘画等，都围绕着
帮助幼儿克服恐惧、变得勇敢的目标来进行，整体教育活动
环环相扣，顺畅自然，有效体现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内涵。

首先，教师的教育活动来源：于幼儿的实际。她从一个幼儿
的实际情况出发，发现了很多幼儿都存在的问题，于是萌发
了本次教育活动。其次，在教育活动中，教师采用了系统脱
敏的训练方法，通过让幼儿讲述自己害怕的经历、做游戏、
绘画并把自己所害怕的东西抛掉等方法帮幼儿逐渐克服害怕
的心理，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再次，教师注意教给幼儿
一些切实可行的克服恐惧的方法，例如自我暗示、大声喊、
取得成人的支持等，使幼儿从活动中得到了启发和收获。

教师还可以多启发幼儿认识一下各种事物的本来面貌和令人
恐惧的原因，从根本上帮助幼儿认识事物的本质。还应该注
意家园合作，发挥家长的力量，使幼儿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
得到良好的暗示和影响。

文档为doc格式

幼儿园心理健康我的情绪教案与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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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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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游戏中认识日常生活中高兴和生气的表情。

2、学习用语言表达感受，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

3、体验关爱、亲情、共享的快乐。

正确认知自己的情绪，学习合理疏泄、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语言导入

1、以红星娃娃发出作客的邀请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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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和生气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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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高兴和生气的事（幼儿找好朋友一起说）。

（2）游戏：“点芝麻”教师或幼儿点，被点到的幼儿说说卡
片上的高兴和生气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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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你平时有什么高兴的事？高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2）生气时可以做些什么？

介绍几种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

（1）可以独自呆一会儿消消气

（2）可以对别人说出生气的原因

（3）为别人想一想

（4）或者轻轻的哭一哭、睡一觉、看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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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儿在手上套上自己做的脸谱找朋友一起唱表情歌。

2、教师带幼儿到操场上做高兴的游戏。（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提问：如果你是小鸡，你被老鹰抓到了你会不会生气？

如果小朋友不小心撞到了你，你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