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 疫情心
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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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一

1、结合动画，让幼儿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2、教会幼儿正确洗手。

3、知道口罩的.作用，学会正确佩戴儿童口罩

4、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与能力。

1、相关绘本故事（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洗手视频

2、毛巾洗手液洗脸盆。（图片形式）

3、洗手儿歌。

4、儿童口罩若干

1、课题导入

（1）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假期有点长呢？是为什
么呢？（幼儿分别回答）

2、播放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让幼儿了解，并且思考我们怎么
做才会战胜病毒呢？（幼儿分别回答勤洗手，不出门，多吃



蔬菜，坚持午睡）

3、（1）师提问：我们需要怎么正确洗手呢？我们一起来看
动画中的小朋友是怎么洗手的吧。

（2）播放洗手儿歌生回答用洗手液，小手搓一搓，用水冲一
冲，还要用干毛巾擦干净。

（3）教师示范正确洗手步骤。

（4）教师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儿童口罩

4、游戏：我会洗手游戏介绍：找两位小朋友做示范，手脏了
应该怎么办，看谁洗的干净。

洗手儿歌小手先沾湿，抹一抹肥皂搓一搓双手，好多的泡泡
大家一起这样做，预防最重要。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二

1.通过互动交流对疫情的感受、看法、建议等缓解学生的心
理压力，释放学生的紧张、害怕等不良情绪。

2.说一说心中的抗疫英雄人物是谁？演一演他们的'事迹。

3.想一想:如何从点滴小事做起做到自我防护？

1.如何做到自我防护。

2.释放压力积极面对疫情。

演一演英雄事迹，想一想小学生的责任是什么？

学生：做拍手游戏。



教师：关注学生情绪。

一、导入：

同学们：2020年春节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春节，面对新型冠状
肺炎疫情，你害怕吗?

指名回答。

教师总结：新型冠状肺炎主演通过空气飞沫传播，人人戴口
罩不串门不聚会等。

二、互动交流:

同桌交流:寒假期间面对疫情自己的感受、看法、建议。

教师指名上台讲一讲。

同学们：大家通过互相交流、诉说，现在你的心情有没有变
化呢？

指名大声回答。

教师小结：只要我们做好自我防护，比如：勤洗手戴口罩不
聚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听家长的话就一定能做好自我防
护，远离疫情。

三、展开交流：

在防疫期间你最佩服的抗疫一线英雄是谁？说一说他的事迹。

指名说。

谁愿意来演一演英雄人物的某个动作、表情、或者某个感人
的瞬间？



指名上台演一演。

学生评价

提问：作为小学生怎样做好自我防护呢？

指名说。

学生记笔记。

齐读记录内容。

四、教师总结:

五、学生反思：作为小学生心中的责任是学习。

六、拓展。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三

1、明确绘画疫情防护的主题。

2、能够把疫情防护的方法绘画出来。

3、增强的宣传意识。

1、信封、信

2、纸、彩笔

1、导入环节

幼儿：我们画画。

教师：好，我们就来画宣传画，让小人国的国民一看到画就



明白该怎么做。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想出的方法，并且统计
一下一共有多少个方法。

教师：我们怎样记录呢？

幼儿：标志教师：谁想出的方法，我们觉得正确，就让他画
一个小标志，贴到黑板上。

2、怎样画好宣传画。

教师：我们一共讨论出这些办法，现在小朋友自由结组，拿
走宣传小标志。

教师：小组首先讨论：

（1）根据小标志绘画主题内容，我们画什么让人一看就明白
怎样做。

（2）你画的画，怎样让别人看一下就记住？

幼儿分组绘画

3、宣传画的展示及介绍

请你说一说，你想向大家宣传什么？要把你画的.画的意思告
诉大家。

幼儿相互之间进行宣传，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告诉画的主人。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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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五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使学生能够体谅父母，能缩短与父母的
心理距离，学会如何与父母沟通，真正走近父母。



调查问卷、课件制作、开展方法：讨论法，说说、议议。

1、课前填写调查问卷

调查学生与自己父母的关系，不需写名字，真实填写。

a亲密b比较紧张c疏远和一般。

2、根据课前统计情况，

师：是谁，把我们带到这美丽的世界？是谁，呵护我们、保
护我们、照顾我们？是我们的父母！可是，现在你是否觉得
父母和你们的距离已经慢慢地拉大。你和父母是否已经没有
了亲密感？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走近父母。

1、不顾父母劝阻，长时间上网，荒废功课；

2、放学迟迟不愿回家，贪玩。

师：如果你有以上情况，父母会如何惩罚自己？请同学们讲
讲并说说被惩罚后的感受。（学生发言）

投影事例的“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师：是的，打与不打都是爱，那被打事件中，你又有没有做
错？请曾经被父母惩罚过的同学，说说自己做错了什么？
（学生发言）

写一写，算一算父母每一天要为家庭做多少事，付出多少时
间？

想一想，父母容不容易？你有没有分担父母的艰辛？

议一议，对自己父母不满意的同学，说一说你认为谁的父母
最理想？



说一说，拥有“最理想父母”的同学说说自己父母。

师：我们要应和父母多一点交流。我们该怎么和父母交流呢？
（学生发言）

1、老师说说自己与父母孩子交流的情况？

2、学生说说自己与父母交流的情况。

3、选出一些写得比较好的“给父母的一封信”，请同学读出
来，并把父母的回信也读出。

小结：由此可见，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并非不能改变，父母也
不是不近人情的，他们也在关心我们，也在想办法走近我们。
那我们就该主动走近父母。

1、多向父母表达你爱他们。

主动承担家务；纪念日、节日送点小礼物；遇特别情况写一
封信表达感激；

适时为父母倒杯茶、削个水果。

2、和父母有分歧时学会换位思考，站在父母的角度上去想一
想。

3、应让父母感觉你相信他们，多交流并经常给予赞美。

多向父母说说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愿望；多倾听父母的话；
遇上烦恼，告诉父母，寻求父母的帮助。

4、回家和外出主动给父母打招呼。

5、时时紧记，父母只会爱孩子，决不会害孩子。



1、做一个表格，列举父母工作之余为家庭做了什么事，花多
少时间？

2、给父母送一张卡片，表达你对他们的爱：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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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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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八

活动目标：

1、能够大胆地根据声音、表情图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



2、明白笑和哭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活动准备：

录音机，笑声、哭声磁带；表情图1幅。

活动过程：

1、请幼儿听录音，进行联想。

（1）这是什么声音？（笑声）（2）猜猜看，他为什么会笑？

2、观察笑的表情，引导幼儿表述自己笑的情绪体验。

（1）人笑的时候，眼睛和嘴巴是什么样貌的？

（2）你什么时候会高兴地笑？

3、听录音机播放哭发声音，观察哭的表情，体验自己哭的情
绪体验。（形式同前）

4、出示表情图，请幼儿对照一下不同情绪时脸部的表情。

小结：

我们每个人都会笑和哭，高兴、快乐的事会让我们笑，难过、
害怕的事会让我们哭，个性想哭的时候是能够哭一会儿的，
但是如果遇到了很麻烦、很难过的事，就应请爸爸妈妈和教
师帮忙你。笑有利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学设计篇九

二、活动主题：朋友一生一起走



三、活动时间：

四、活动地点：__

五、活动方式和内容：

1、采取心理小游戏的方式和续演心理情景剧，彼此相辅相成
将现实的题目演绎出来并让大家一起解决，培养同学们的团
结协作能力和增强班级凝聚力，心理辅导员和班主任的点评
更能让同学们从本次活动中感受到朋友的重要性。

2、活动总结和评价

六、设计思路和活动亮点：

本次活动以续演心理情景剧为主，小游戏为辅，环环相扣，
将现实中的题目专心理情景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再以小游戏
的方式给同学们以启发。本次活动将具有认可度的心理咨询
这一元素融进到本次活动，即本次活动心理辅导员和班主任
也投进到整个活动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让同学们明白朋友的
重要性和体会到本次活动的意义。

七、实施条件：

1、天气适宜，宽敞大教室布置的很温馨，同学们心理状态都
在一个很好的时期。

2、时间把握的恰到好处，同学们都有时间来参与，还有班主
任和心理辅导员的参加，同学们的参与度很高。

3、预备好小奖品以及活动所需的各种道具

4、心理辅导员和班主任的指导让本次活动能够更好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