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方案 心理健康
教育周活动方案(通用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
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方案篇一

各年级、班级，基层团支部：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成长，根据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开展20xx年度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的通
知》（x办思政〔20xx〕x号）的要求，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决定在全院范围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有关工作通
知如下：

与心灵相约，与健康同行

20xx年10月16日—20日

环境与规划学院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1教育长廊进站点

学校统一制作和发放《河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系列展板》，
宣传周期间全程在学院学生活动区域布展，集中进行心理健
康常识的宣传教育。

2彩虹手册进宿舍



学院统一发放《河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彩虹手册》给各年级
负责人，由各年纪负责人发给各个寝室长，以宿舍为单位开
展相关的团队学习活动。

趣味拓展进班级

参考附《河南大学心理运动会方案》，各班级参照方案选择
活动项目，或者自主设置有益身心健康的团训活动，加强学
生互动、深化学生与学生交流。

4互动沙龙进班级

各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可在往年主题班会的成功经验和优秀
成果基础上，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沙龙活动，以“与心灵相
约，与健康同行”为主题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共话成长。

社团活动进朋辈

各年级生活委员以及各班级生活委员结合“健康习惯养成”、
“直面情绪危机”、“阳光和谐成长”等学生关注的话题，
以朋辈互助的模式，开展主题化和特色化的化活动，进一步
丰富宣传周的教育内容与形式。

（一）各班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统筹规划，认真组织；

（二）10月1日前各班负责人把本班级关于本次活动的策划方
案交给本年级负责人；

（三）各班做好宣传工作，动员所有学生积极参加；

（四）活动过程中需有照片，视频等相关记录，并做好活动
总结一并交给年纪负责人；

（五）此次活动总负责人：任xx



qq：xx

电话：xx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方案篇二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
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升我校德
育工作水平，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营造良好心理健康教
育氛围，提升师生对自身、对他人心理健康的关注，促进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和谐发展，在5月份开展我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月活动。现将活动方案公布如下：

和谐心灵，健康成长

20xx年5月1日—31日

承办：校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心

1、心理健康教育标语宣传

心理辅导中心制作积极向上，阳光和谐的宣传标语在学校电
子屏播出、校园宣传窗张贴，营造气氛，让全校师生积极参
与进来。

2、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心制作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册发
放

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心制作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
册分发到每个班级。

3、每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主题班会



参加对象：全校班级（除13级）

要求：各班围绕本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主题，具体题目自
定，在班会结束后各班将图文资料以电子版的形式上交心理
健康教育辅导中心。

时间：5月31日之间上交。

4、每班出一期黑板报，拍照后以电子照片格式上交心理健康
教育辅导中心

参加对象：全校班级（除13级）

要求：围绕本次活动月主题，团委宣传部将在5月19日之前评
比。

5、开展学生心理小论文征集与评选活动

参加对象：xx、xx级班级学生

说明：学生心理小论文，是学生自己研究、撰写的关于心理
健康教育方面的论文，论文必须体现中学生自己的观点和方
法，不得抄袭。

小论文主题：自我意识、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学习心理、
青春期心理、生涯发展、热点问题心理分析等。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方案篇三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
教育是提高小学心理健康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本着以学生发展为前提，促进学生科学地认识心理健康，
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必要的心理调试方法，形成正确的
心理健康观念，我们策划了我校第五届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



旨在通过本次活动，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营造校园的
心理教育氛围，让我校师生进一步了解心理健康，关注自身
的身心健康。具体活动方案如下：

阳光成长快乐生活

20xx年12月8日（星期一）至12月12日（星期五）

为了把活动落实到位，特成立本次宣传周组织机构，具体如
下：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1、时间：12月8日上午

2、地点：操场

3、活动内容：学校领导讲话“正确看待心理教育，提高自身
心理素质”，学生代表讲话“爱自己因为我独一无二”，奏
响我校20xx“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周”的序曲。

心理健康知识专栏、“心灵直通车”广播心灵小故事、大课
间操心理格言每日诵读、

1、参加年级：三年级

2、活动程序：

12月5日各班利用班队课时间组织班内的朗诵比赛。

12月9日（星期二）各班选派两名学生代表班级到南教学楼六



楼参赛。

3、评委：

1、参加年级：四年级

2、活动程序：

12月5日各班利用班队课时间组织班内的讲故事比赛。

12月10日（星期三）各班选派两名学生代表班级到南教学楼
六楼参赛。

3、评委：

1、参加年级：五年级

2、活动程序：

作品上交时间：各班于12月8日（星期一）上交15份作品于四
楼心理咨询室xx老师。

作品展示时间：12月10日（星期三）至12月12日（星期五）

3、地点：操场

1、时间：活动周期间每天中午一点至两点

2、地点：北教学楼四楼心理咨询室

3、值班教师安排：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方案篇四

为进一步普及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提升我校大学生心理品



质，根据省教育厅和学校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
继续教育学院定于20xx年10月0日―11月日，开展“20xx年继
续教育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

心理健康关注你我他

1、主办单位：学生处心理咨询中心

2、承办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1、举办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2、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

3、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测试。

4、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版面宣传。

5、召开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座谈会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方案篇五

针对学生中常见的拖延的情况，召开本次主题班会，借此增
强同学们战胜拖延的信心，掌握战胜拖延的方法，培养良好
习惯，使同学们告别拖延这个生活中的老朋友，健康积极的
生活、成长。

提前发动，布置有关事项，确定主题及节目，拍摄视频，排
练小品。

教室

通过视频，小品，访谈、讨论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教育学生
正视拖延，培养良好习惯，告别拖延这个坏习惯，健康积极



的生活、成长。

教学过程:

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班会主题之前，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视
频，这是我们班级的同学自己拍摄的。(放视频)

我观察到刚才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心的笑了，
应该是从视频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今天的班会主题就
是我们生活中老朋友：拖延。

几个小时才开始写论文，到了女朋友生日前一天才去买礼物，
刷了信用卡过期被罚了才去还，都是小事，但日积月累，特
别影响个人发展。拖延其实意味着我们的心理上有了一些小
问题，长此以往，严重的甚至会患上一种心理疾病拖延症。

既然拖延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就要对症治疗。下面这
个环节就请心理委员主持，请大家讨论一下，你认为拖延的
原因是什么，再请心理委员为大家做一个小测试，看看你有
没有拖延症。

心理委员主持：访谈“说出你的拖延故事”

访谈过程：请三到四名同学上台访谈。

谢谢刚才几位发言的同学，刚才几位同学都谈了自己对拖延
的看法及拖延的原因。说的很有代表性，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放映测试题目。

测试结束了，统计结果。

辅导员主持：谢谢心理委员。通过科学的测试我们发现大多
数同学都在5-11分，也就是中度拖延这个层次上。说明拖延
确实是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拖延其实有很多危害，总



结一下：1、外在后果：生活和学习受到影响;2、内在后果：
内心的矛盾和煎熬。

那么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呢?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认为：拖延的原
因是懒惰，或者认为是自己没有掌握时间管理的正确方法。

这种认知看似非常有道理，但实际上并不正确。请大家仔细
思考一下，如果你正在做一件你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比如逛
街、比如上网、比如游戏，你会拖延么?一般都不会。所以，
拖延其实不是智力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时间管理问题，
而是心理问题。

我试着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拖延的四大原因，大家思考一下
是否有道理。

1、对取得成功信心不足

2、讨厌被人委派的任务

3、注意力分散和易冲动

4、目标和酬劳太过遥远。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1、制定一个靠谱的计划。靠谱计划四要素：一是可观察性。
目标应该可以被观察，以某个行为来界定是否完成。举例。
二是分成几个小步骤，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生活就会一帆
风顺。举例。三是：给自己立下非常容易达成，但是会给你
成就感和满足感的最小目标。

2、正确的认识和利用时间

(1)练习判断时间提问：一分钟可以做什么



(2)学习利用零碎时间举例

(3)找出自己的时间

(4)享受你的自由时间

3、学会“拒绝”和“接受”

(1)拒绝没有意义的事

(2)接受自己，接受别人的监督

给自己制定一个最小的目标，并确立完成时间，公开这个，
请大家监督你是否能完成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