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和结束语 心
理健康讲座主持稿(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和结束语篇一

大家下午好!

大家知道，家庭教育在孩子的学习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各位家长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热情高涨、费尽心
血，但有的家庭教育方法不恰当、效果不理想。那么，我们
到底应该保持什么心态、用一些什么样的好方法来指导教育
我们的孩子，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呢？为解决这些问题，今
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的心理学教授、家庭教育专家——曲
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张怀春教授来学校作家庭教育讲座。

张教授现任曲阜师大教授，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育硕士导师，
曲师大教科院应用心理研究所所长、教学督导，教育部曲阜
师大基础教育课程中心兼职教授，山东省心理咨询师考评答
辩委员，山东省关工委家庭教育学会特邀报告人，济宁市公
安局心理健康教育顾问。20xx年被选为山东省首届社会心理学
会理事。在《心理科学》及其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30余篇，出版专著6部。在心理咨询师培训和接待来访者咨
询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在山东省各级教育、卫生、公安司
法、机关、事业单位及各种会议做有关儿童成长、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教师成长等学术报告120余场，效果非常好。今天
张教授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了的学习机会，请大家珍惜。

所以为了保证听课质量，我向各位提两个小要求：1是请把您



的手机铃声调至振动或者关闭您的手机，2是听会时不要走动，
更不要大声讨论。谢谢各位朋友的合作！

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教授给我们作家庭教
育讲座！

结束语：

张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妙语连珠，既有理论知识，又结合
现实生活列举了大量生动的事例，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深
受启发，受益匪浅。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张教授精
彩的报告！

各位家长，希望通过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今后我们能够更
好地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习惯不是天
生的，是后天培养的，所以我们更要抓紧12岁-15岁这个的教
育时机，教育孩子树立远大理想，严格要求自己，养成良好
习惯，形成勇敢、活泼、积极、进取的良好性格。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张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这丰盛的
精神大餐并欢送张教授离席！

今天的家长会第一环节家庭教育专题讲座到此结束，请各位
家长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到各班教室与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交流。
宁阳二十四中家庭教育专题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到会！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和结束语篇二

同志们：

下午好。

今天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利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共同参
与"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世界卫生组织是这样健康定义的："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和
社会适应能力的完好状态。"也就是说，健康不仅仅是指身体
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两个方面，只有身体
和心理的全面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所处的社会也
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较好的心理
素质，能用健康的心理状态来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

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西安交通大学田老师，给大家分享
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

田老师是心理学教授，承担过多项省部级心理学科研课题，
是副理事长、西安副理事长、陕西心理学讲师，在心理健康
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和造诣。

希望今天的讲座能够引起我们对心理健康的重视，能对我们
的心理健康有所帮助。

在讲座开始前，我强调一下纪律，请大家把手机调整到静音
或关闭状态，讲座期间不得翻看手机，不得拨打、接听电话，
不得交头接耳，不得随意走动，严格遵守秩序，保持会场肃
静。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田老师！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和结束语篇三

在今天的启动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请来了心理专家—xx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教师，刘xx女士，为我们做有关大
学生心理健康的讲座，地点还是在这间阶梯一教室，欢迎同
学们到场聆听、学习。

另外，我们还将在11：30分，在文化广场举行“万人签名及



问题搜集活动”，欢迎同学们的积极参与。

下午，还是在文化广场，我们为您安排了心理报展，用图文
并茂的形式，为您展示与心理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晚上的7：30分，在阶梯一教室，我们为您准备了奥斯卡金像
奖获奖影片《美丽心灵》，一同走进数学家小约翰·纳什的
心灵深处，感受这位天才的内心世界。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任xx副院长上台，宣布活动
正式开始。有请!

好的!谢谢任副院长!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上午的启动仪式到此就该告
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活动现在才刚刚开始。而且我相
信，“我爱我—走出心灵的孤岛”的口号会在我们的心灵深
处生根、发芽，并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和成功心理协会一起，
引导我们认识自我、接纳自我，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朝
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人格魅力的有为青
年!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和结束语篇四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在我校本学期三月上旬举行的“奋战百日决胜中考”的百日
誓师大会上，我们的誓言依然在耳畔回响，同学们在班主任
老师的带领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我们学校在全市二模考试中成绩突出，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交
口称赞，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我们同学们的勤奋学习，
归功于我们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的辛勤付出。我提议：让
我们为起早贪黑、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班主任老师鼓掌！
也为我们同学们自己的优良表现鼓掌！



同学们：为了帮助大家顺利完成最后几天的初中学业，适应
即将到来的中考给我们心理带来的冲击，程度的减少我们中
考前的迷茫与疑惑，给自己的初中毕业生活有一个明确稳妥
的认识和定位，帮助同学们调试和排解心理上的困扰，使大
家拥有健康的心态迎接中考，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地邀请到
了八中西校区裴春梅老师，与同学们一同探讨应该如何应对
中考的各种心理问题，请同学们珍惜机会，认真听讲。

裴xx，第八中学专职心理教师，xx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中国家
庭教育网络咨询员，市十大优秀青年，市级骨干教师，市中
小学心理指导中心专家，市阳光心理团副团长，市心理健康
学科教学指导组成员。多次负责和参加及省、市级课题研究
工作，多篇论文获奖项并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参加安徽
省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成长与心
理》的编写工作。

下面是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主题为“放松自我赢在中考”的
心理健康专题讲座，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裴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心理健康讲座！

同学们，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只有优异的学习成绩，却
不懂得与人交流，是个寂寞的人；只有过人的智商，却不懂
得控制情绪，是个危险的人；只有超人的推理，却不了解自
己，是个迷惘的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
听了裴老师的这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相信同学们一定深有
启发，面对中考，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准备，做好我们人生的
第一次选择；同学们一定要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充满信
心；我相信同学们在我校初中三年的求学将会成为你们美好
的回忆。

最后，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裴老师！今天心理健康
教育专题讲座到此结束，祝同学们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中
考大吉，梦想成真！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和结束语篇五

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心理健康的常识。

心理健康是一种持续的心理健康状态，大致分为一般常态心
理、轻度失调心理、严重病态心理三个等级。

一般常态心理表现为经常有愉快的心理体验，适应能力强，
善于与别人相处，能较好地完成同龄人发展水平应做的活动，
具有调节情绪的能力。生活中大多数人属于一般常态心理者。

轻度失调心理表现出不具有同龄人所应有的愉快，与他人相
处略感困难，生活自理有些吃力。若主动调节或通过心理辅
导专业人员的帮助，就会消除或缓解心理问题，逐步恢复常
态。

严重病态心理表现为严重的心理适应失调，不能维持正常的
生活、工作。

如不及时治疗就有可能恶化，成为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是严
重的心理疾病。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是：智力正常；情绪稳
定、意志正常；适应良好；良好的自我意识。现在，当个小
学生其实挺难的，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上学，还要经历小考、
中考、大考以及完成各类名目繁多的作业、练习等等。

如果考得成绩好，那么日日的`辛苦就算没有白费；如果考得
不好，那情况恐怕就有点儿“惨”了：老师的批评，同学间
的攀比，特别是家里父母亲的责难，就会一股脑儿地扑将过
来，让你躲都没处躲。现在，社会上父母们对于孩子的教育
都非常上心，可是到底有多少家长真正吃透了那里面的“机



密”，能够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真正做到科学、理智和有分寸，
就不知道了。

小学生们怎样保持心理健康呢？首先增强自信克服自卑。有
这样一个小学生，他是个男孩子，在家里是个懂事、孝顺的
孩子，会干不少家务活儿，也能关心家里的人。但是他不太
善于讲话，上课不敢举手发言，即使会回答的问题，问到他
也是一言不发。为此，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

这样，时间长了，他就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加内向，不爱
与同学、老师打交道，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最后发展到作业
本也不带的程度。当妈妈的为此着急，和他谈话时，发现他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老师也不喜欢，甚至觉得活着也没什
么意思，还不如死了。这样自卑以至悲观厌世的灰暗想法，
出自一个稚嫩的孩子之口，实在让妈妈吃了一惊。从这个男
孩子身上反映出了心理健康上的问题，一种严重的自卑心理。

自卑心理是指一个人严重缺乏自信时的心理，是自信心的大
敌。自卑心不是天生而来的，往往是因为自我评价不恰当而
逐渐形成的，客观上讲是由于个人的某些缺陷或者屡遭失败
而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