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健康手抄报句子(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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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手抄报句子篇一

1、敏感：

青少年自我意识强烈，自尊要求迫切，而且心理承受能力低。
因此，当他们意识到某种威胁自尊的因素存在时，就会产生
强烈不安、焦虑和恐惧，当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就会生气、
愤怒，常常神经过敏，多疑。

2、叛逆：

由于小学生正处于成长过渡期，其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日益
增强，迫切希望摆脱家长和老师的监护，反对成人把自己当
成小孩子，同时，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易对任何事情
持批判的态度。

3、嫉妒：

这是对他人的优势地位在心中产生不愉快的情感。当别人比
自己强（如学习、相貌、人缘等），表现出不悦、自残、怨
恨、愤怒甚至带有破坏性的负面感情。

4、失落：

小学生抱有许多的幻想，希望将其变为现实，他们会付出种
种努力甚至刻意的追求。当这种需求持续得不到满足或部分



满足，就产生了挫折，多表现在学习、吃穿、玩高档的玩具
等方面。这容易给中小学生带来紧张、恐惧、忧郁和失望。

5、自卑：

它是一种印过多的自我否定而产生的自惭形秽的情绪体验。
对自己缺乏信心，感到在各方面都不如人，有低人一等的感
觉。在人际交往中对自己的能力过低评价，心理承受能力脆
弱。谨小慎微，行为萎缩，瞻前顾后等。

6、孤独：

通过调查发现有些学生常常觉得自己是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
舟，性格孤僻，不愿意与人交往，却抱怨别人不理解自己，
不接纳自己。心理学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为闭锁心理，由此产
生的一种感到与世隔绝，孤独寂寞的情绪体验称为孤独感。

小学生出现这些心理问题，既有自身成长的因素，也有外部
环境的因素，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身心成长的失衡。

小学生时期身体发育急剧变化，他们阅历浅，知识和经验不
足，认识力、理解力、思维力和亲情力都远远落后于成年人。
这种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的不平衡使小学生出现许多困惑、
烦恼和躁动不安，产生心理问题。

2、家庭教育的误区。

过度溺爱和期望值过高，使家庭教育普遍存在忽视品德发展、
人格教育、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社会性教育的倾向。家
长只重视孩子的考试、升学，却不注重孩子的品德发展、交
往能力、个性培养以及社会行为规范的培养等。家长的高期



望值与孩子自身需求不一致时，总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
一厢情愿时，便会使青少年感到压抑和不满，给孩子造成疑
虑、忧郁等心理疾患，导致孩子高分低能或心理不健全。

3、学校教育的误区。

一些学校和教师迫于压力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升学率、
打造名牌效应，成绩成为评价学生能力高低的惟一标准，学
生情感上的苦恼不能及时向老师和家长诉说，就会造成心理
压力，形成心理障碍。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不同地区的发展
很不平衡，特别是还存在着学科化、医学化、片面化、形式
化、孤立化等不良倾向。

4、社会环境的影响。

学校教育展示给学生的是正面教育；而当今各种思潮冲击着
我们的社会，纯洁的教育内容与复杂的社会生活之间形成强
烈反差，致使学生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归附的境地，学生思
想的混乱、情绪的波动，也是心理障碍形成的原因之一等等。

1、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小学生健康心理辅导课多以班级为
单位，面向全体小学生授课。教学辅导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学
科知识的系统讲授，而在于预防心理疾病，促进小学生健康
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全面提高心理素质。小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应特别重视小学生的参与性和活动性，将教师的主导作
用和小学生的主体意识体现于参与和活动之中。

2、与班队会和课外活动相结合。教师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
充分地接触小学生，通过谈心、交流，深入小学生丰富多彩
的内心世界，了解其内心体验和烦恼；把握小学生在不同情
境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和行为倾向，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
班队会。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课外活动，如主题
班会、讲演会、故事会、诗歌朗诵会、学科兴趣小组活动、
少先队活动及各种形式的文娱体育活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及时调整与辅导，养成良好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

3、建立心理辅导室进行个案教育。心理辅导室由专职教师负
责，持证上岗。心理辅导室的环境布置要符合心理辅导的要
求和适合儿童的特点。对辅导的对象要做较长期的跟踪研究，
做好记录，尽量让所取得的资料详实。同时应向学生传授一
些简单的自我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如：学会放松，让小学
生知道紧张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可以通过想象、转移注意力、
调整呼吸、听音乐、体育锻炼等方法调节；学会倾诉。让小
学生知道有问题要学会求助，找老师、长辈、亲友谈心，找
人倾诉，或者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把心灵的轨迹用文字描绘
下来；学会行为改变，引导小学生在认识上分清良好行为和
不良行为，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不良行为进行训练、进行塑
造达到良好行为养成和强化之目的。

总之，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既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是素质教育总体结构中的奠基性
工程。可以说，没有健康的心理，一切形式的。素质教育都
是无从谈起的。

心理健康手抄报句子篇二

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
育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就要提高全体学
生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学生乐观、向上
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使他具有尽快摆脱
障碍，调节自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自我教育的能力。

健康心理放飞心灵手抄报资料：

一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且其
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常的
调控能力。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
正确对待外界影响，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就已具备了心理



健康的基本特征。

小学心理健康手抄报资料：

根据中国心理学会的研究表示，我国有3000万青少年处于心
理亚健康状态，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因心理问题而丧失生
命，自杀成为青少年人群的头号死因。专家表示，部分青少
年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是造成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心理健康手抄报句子篇三

1、心理健康是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
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完好状态。心理健康
事关个体的幸福，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心理健康与身
体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2、人际关系中，有正向积极的关系，也有负向消极的关系，
而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否，对人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3、运动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心理健康也有
帮助和益处。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时，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
内啡肽又称快乐激素，不仅具有止痛的效果，还是天然的抗
抑郁药。

4、情绪情感激荡、表露而又内隐。青春发育期的生理剧变，
必然引起中学生情感上的激荡。这种动荡的情感有时表露有
时内隐。

5、要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家庭条件及相应的社会环境来制
定生活目标。生活目标的制定既要符合实际，还要留有余地，
不要超出自己及家庭经济能力的范围。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曰：
“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

6、一个人的才能与兴趣爱好应该对自己有利，对家庭有利，



对社会有利。否则只顾得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兴趣，而损害了
他人或团体的利益，就会引起人际纠纷，而增添不必要的烦
恼。

7、当个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愉快感和幸福感。
但人的需求往往是无止境的，在法律与道德的规范下，满足
个人适当的需求为最佳的选择 8、情绪稳定表明个人的中抠
神经系统活动处于相对的平衡状况，反映了中枢神经系统活
动的协调。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常期不稳定，喜怒无常，是情
绪不健康的表现。

9、愉快表示人的身心活动的和谐与满意。愉快表示一个人的
身心处于积极的健康状态。一个人经常情绪低落，总是愁眉
苦脸，心情有苦闷，则可能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要注意自
我调节。

10、人生活在社会中，就要善于与人友好相处，助人为乐，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的交往活动能反映人的心理健康状
态，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好的交往不仅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
备条件，也是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

心理健康手抄报句子篇四

11.记得经常的亲吻你的孩子，抱抱他(她)，摸摸他(她)的头，
让他(她)知道你的爱!

12.随时关注他(她)的进步，并也让他(她)自己知道自己的进
步!及时发现孩子的点滴进步，懂得赏识孩子。

13.多与孩子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与孩子同行。

14.不要给孩子贴上“笨”的标签。

15.家长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烦恼。



16.要学会真诚地赞美孩子，而不是像对宠物一样说句“你真
聪明”。

17.让孩子经常有机会和他的同伴在一起。

18.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更关注孩子的情感需要。

19.先成人再成才，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一个健全的人。

20.在生活中创设一些困境，和孩子一起度过。

21.鼓励孩子尽量不依赖成年人。

22.了解孩子有哪些朋友，这很重要。

心理健康手抄报句子篇五

1.给孩子一些私人空间。

2.给孩子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3.让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伙伴、朋友。

4.让孩子做想做的事。

5.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洗洗自己的衣服、烧水
煮饭等，让他意识到自己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分子。

6.为孩子准备一个陈列架，让他在上面展示自己制作的物品。

7.认真地对待孩子提出的正经问题和看法。

8.把孩子当作成人一样，和他平等相处，把孩子当成自己的
朋友。



9.及时发现孩子的点滴进步，懂得赏识孩子。

10.记得对孩子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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