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 的心理
健康教育高中班会方案(大全5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
活中加以应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
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篇一

班会目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心智健全的人.人一生的幸
福并不取决于地位,财富,学历等外在条件,而在于拥有健康积
极的心态.大到人生价值取向的原则问题,小到日常琐事的判
断决定,心态不同,选择自然不同;而不同的选择当然带来不同
的后果.快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却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它
需要人们去学会快乐,培养快乐的能力.通过学习产生快乐的
心理学原理,了解快乐的来源,让学生了解快乐的境界有高低,
引导学生追求高层次的快乐,逐渐摆脱低级趣味;了解学习的
艰苦及人生其他一些痛苦的经历是获得真正的快乐的必经之
路,从而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并培养积极进取的乐观心
态;引导学生发现生活细节之美,学会调节情绪,调整心态,创
造出快乐的人生.

班会形式:讨论法,情景法,演示法

班会过程:

一.导入课题

今天主题班会的内容与一本书名有关.(多媒体出示“快乐的
科学”字样.让学生解读书名.得到本书的内容重点是讲“快
乐”而非科学.通过解读书名导入今天的课题---快乐)“快
乐”的科学,快乐是有学问的.它的作者是德国一位著名的哲



学家尼采.(多媒体出示尼采的头像,简介.)这本书是从宗教信
仰,责任,及其他美德等方面来阐述快乐的根源.

二.分享快乐

(1)孔子三乐

今天我们不从哲学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快乐这个话题.尼采
是西方的哲学

家,他分析了快乐,那么我们东方的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我
们的老祖宗孔子有没有教我们如何快乐呢(提示学生回忆初一
的语文课本,学生答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多媒体出示孔子画像
及以上三句.)

(2)孟子之乐

另一位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孟子也有三乐.他说“君子
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稍作解释.)

(3)同学之乐

圣人有快乐,那么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又如何呢下面同学们
来谈谈你们的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来一起分享同
学们的快乐.请大家回忆你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学生准备一分
钟,然后发言.约有十至十五位同学发言.教师将学生的发言归
纳为亲情,友情,获奖,解难题,帮助别人,被表扬等方面的快乐.
)

三.快乐溯源

刚才我们讲到自己的快乐,对比一下古代圣人的快乐会发现有



许多相似之处,古今

相差几千年,快乐却惊人地相似,这说明快乐是人性共同的一
种追求与需要.心理学上

说“快乐是当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内心产生的喜悦满足幸
福的感觉.”既然快乐是人

性的基本需要,那么我们应当了解人究竟有哪些基本需要,从
而了解快乐的根本来源.

第一层也是最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人的吃喝拉撒,健康等均
属于这个层次的需要.

第二层:安全需要.目前还有不少国家处于战争中,这些国家的
人民连这两层最基本的需要都被剥夺了,这就是战争的罪恶.

第三层;归属和爱的需要.吃饱喝足了,就想到成家了,因为人
需要爱与被爱,亲情,友情,爱情都属于这个范围.

第四层;尊重的需要.

这个需要包括自尊及尊重他人两层意思.所谓自尊就是了解并
相信自己,不因他人而随意否定自己.尊重他人呢,就是首先了
解人与人是不同的,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替他人着想,不急于将
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举个例子:(在桌子上写一个“6”,问对
面一个学生)这是几,(学生会回答)“9”,(老师问)谁对呢谁
都对.这就是因为两个人所处的角度不同,看问题得出的结论
就不同.所以平时要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想为什么别人
会跟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就容易理解别人了.这就是尊重他
人.

第五层;认知的需要.认知在心理学上泛指一个人的感觉,知觉,
记忆,思维的能力等.认知需要包括学习的需要和了解他人的



需要.所以我们要背起书包来上学,来求知,就是因为我们与生
俱来有求知欲,有认知的需要.

第六层:美的需要.我们追求真,善,美.其中美是最高境界.音
乐,美术,舞蹈,摄影…都是反映美体现美的载体,所以大家要
努力培养和提高这些艺术素质;而人的外表美,心灵美,语言美,
行为美是这些美好素质的具体体现.

第七层:也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指通过
自身努力取得成就,或为他人付出实现自我价值.刚才很多同
学提到最开心的事情是得奖,是帮助了别人,都是因为你通过
努力取得了自我价值或者为别人付出使别人得到了帮助从而
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你会特别快乐.

(再出示需求分层次的图片,解释这些层次的意义.)一般来说,
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向更高层次的需
求发起“进攻”.也有无法满足低层次却能坚守高层次的追求,
就更加难得了.比如战争中不为利诱坚守气节的人,比如家境
贫寒的.孩子刻苦求学的事迹,比如身患重病或绝症还坚守岗
位的人…我们无不为之感动就是因为他们的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了我们人性的几个基本
需要.并且告诉我们这些需要是有层次的高低之分的,因而当
这些需要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快乐也有境界的高低之分.当低
层次的需要被满足时产生的快乐是不会很长久的,只有当高层
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产生长久的快乐.下面检验同学们
对需要层次论的理解.(多媒体出示“思考题:孔子三乐反映了
人的什心理需要”.学生回答出:

“学而时习之”:反映认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有朋自远方来”:反映友情及社交的需要

“人不知而不愠”:反映自尊及尊重他人的需要(多媒体出示



答案.其中对“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尊重自我及尊重他人的需
要学生可能不太理解,进行解释:)人家不了解我甚至中伤我,
但我了解并相信自己,不生气,也不会因别人的不了解而自我
否定这是自尊;别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不同,比如刚才那
个“6”和“9”的例子,就是因为我们看问题角度不同。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篇二

心理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要求学校积极按学生的
实际需要出发，遵循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团体心
理辅导及其相关的理论与技术为指导，通过各种辅导活动让
学生获得充分的内心体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
并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激发潜能，增强社会适应性，在师
生互动中帮助学生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塑造和
完善人格。通过让学生获得相关的心理体验，真正对其学习、
成长产生积极影响，维护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勿庸置疑，
心理课要有心理学专业知识作为理论支撑，而心理学的理论
又必须与教学实践有机结合，这样才能避免将心理课上成纯
粹的心理学理论课。

通过调查发现，我校高中生在学习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良注意
习惯，为数不少的学生上课时不能集中注意听讲，边上课边
做其他科目的作业、看闲书或听mp3；有的学生在家里一边做
功课，一边看电视等。由于习以为常，大多数人都对此不以
为然，一位学生还对我说：“边听课边做作业，是节省时间
的好方法”。

1、认识到注意与学习之间的密切联系；

2、懂得注意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树立起培养良好注意力
的信心；

3、通过注意力训练，学生的注意力品质得到提高。



（前面省略的是主语“学生”，反应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理念。）

注意力品质的提高，不仅现在对学生的学习有帮助，而且将
来对学生的工作、生活乃至一生的发展都大有裨益，因此提
高学生的注意力品质，帮其掌握有意注意的训练方法应成为
本节课的重点。

一个人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产生很强的顽固性，改变一个
习惯往往要比养成一个习惯还要难得多。所以，本节课的难
点是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认识并克服学习中的
不良注意习惯。

第一、教法选择。由于知识储备不足，高中生对注意的心理
学概念不清楚，而概念的模糊又势必会导致注意训练的目的
不明确，所以我觉得在课上有必要讲述一定的理论知识。心
理课是讲求充分以学生为主体的，老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是
活动的协助者，而不是主宰者，所以我在心理课上最大限度
地让学生参与活动和获得体验。

第二、学法指导。心理课十分注重学生的内心体验，因为学
生对亲身经历了的情感才会记忆深刻。学生在情感体验中对
问题进行思考、判断，并以此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针对高一
学生心理特点及本校情况，我设计了录音故事、心理游戏、
分组讨论等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活动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使整个教学过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1、课题的导入

一开始，我安排两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小游戏，即红绿灯的排
列次序和纸钞的背面图案；随后播放一个学生对黑板上布置
的作业“视而不见”录音故事，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情绪，起
到热身作用。同时，生活中的三个“没注意”与本节课的主
题有很大的相关性，起到自然过渡的作用。这样自然引



出“注意”的概念，点明本节课的活动主题。

2、理论知识

我一边讲解注意的概念，一边举例说明。在讲到影响注意的
因素时，我设问：“影响注意力的因素有哪些呢？”学生先
小组讨论，后大组交流，我最后加以总结，指出影响注意的
因素。在讲解这部分理论知识时我结合生活中的实例，深入
浅出，避免了上成纯理论课。

3、分组活动与交流

为了巩固刚才学过的注意知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在此设计了一个让学生改装初中部的校
门游戏活动。当学生在分组讨论时我四周走动，点头微笑，
不过早发表评论，以免越俎代庖。当学生的回答太离谱时，
适时适当地将话题拉回到注意知识上来。

4、“一心二用”游戏

光给学生讲上课时一心不可二用，学生可能会认为是老生常
谈，不会产生新体验，如果能够设计一个心理实验，让学生
通过亲身的体验来感悟到这一点的话，那将大大增强说服力。
于是我设计了这个“边听录音故事，边做简单的四则运算”
的游戏，因为这种情形与课堂上学生听课分心的实际情况十
分相似。由于同学们既要做数学题，又要听录音故事，造成
了注意力的分散，结果绝大部分同学顾此失彼，对于故事情
节的提问回答不出。通过这个游戏，学生深刻体会到了一心
不可二用的道理。

在这个活动中，有的学生突然向我发问：“既然老师说一心
不可二用，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边听课边做笔记，边看电
视边打毛衣，边弹吉他，边唱歌呢？”对于课堂的突发事件
我历来充分重视，它能反应出学生的真实想法，是与学生交



流沟通的好机会。我首先表扬学生的质疑精神，然后给他们
指出这属于注意的分配。人在注意时不熟练的对象最多只有
一个，其余的都是很熟练的动作，如果两个活动都是生疏的，
或都是需要智力活动参加，则必然做不成功。这样一来，就
将学生对注意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篇三

一、活动目的：人生道路上人人都会遇到令人心烦的事，从
而使得人的情烦躁。作为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们正处于一
个重要的心理转型期。如果他们懂得有勇气的扬起笑脸去寻
找解决烦心事的最佳方式，就会对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
交友等各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二、活动内容：

本次班会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由主持人引出主题。辩论“发泄作用的好与坏”

第二部分：短剧——“贺卡**”。让同学们面对现实生活;

第三部分：短剧《勇气》，敢于向父母表白。

第四部分：短剧《美丽的心事》，不自卑，全班是共同的朋
友。

第五部分：环保时装秀表演，扬起笑脸，做个低碳达人。

为了活跃气氛，每一部分插播舞蹈。

四、活动准备：

1、提前一周召开全班会议，确定主持人(男：张天浩女生：



秦璐莹);

2、提前一周排练短剧《贺卡**》、《勇气》、《美丽的心事》

3、提前一周各组排练舞蹈《you》、《芭蕾舞》、《春天的故事》

5、会场布置：教室前排空出足够大的地方供主持人、舞蹈、
短剧和辩论赛使用。黑板美化，书写主题，稍加装饰。

6、录制铃声、音乐;准备外放机一台。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篇四

为迎接第__个“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培养我校学生良
好心理素质，促进他们身心和谐、素质全面发展，现就组织
开展“5·25”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活动主题

助人自助快乐成长

二、活动时间

5月9 - 31日

三、组织领导

顾问：左泽文

组长：汪石果

副组长：

成员：



四、活动内容

(一)启动仪式

1、时间地点：5月9日中午校本部一教楼前坪

2、承办单位：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活动内容：宣读活动方案、学生倡议书、领导讲话。

(二)主题宣传

1、活动时间：5月10日下午

2、活动地点：校本部樟树林河西校区教学楼前

3、承办单位：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4、活动内容：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现场宣传和咨询服务。

(三)专题培训

1、时间地点：5月16 - 19日晚团体辅导室、机房

2、承办单位：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活动内容：全校心理干部危机干预知识和技能培训。

(四)专题讲座

1、时间地点：时间待定校本部、河西校区

2、主讲人：湘潭市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刘晓霞、校学生工作处
副处长张扬传



3、活动主题：心理素质与成长、快乐学习与生活。

(五)心灵电影

1、时间地点：5月13、20、27日晚校本部、河西校区

2、承办单位：校心理委员联合会、校心理健康协会

3、活动内容：组织心灵电影赏析和有奖知识问答。

(六)心理自助

1、时间地点：活动期间每周二校本部樟树林

2、承办单位：校心理委员联合会

3、活动主题：5月10日我知我心;5月17日排除烦恼我有方、
破镜重圆;5月24日心理糖果party、缘来于此;5月31日美丽心
情。

(七)微笑心灵

1、活动时间：5月9-31日

2、承办单位：校心理健康协会

3、活动内容：以班为单位申报作品，要求拍摄微笑照片配简
短美文，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8名等。

(八)触动心弦

1、活动时间：5月9 - 31日

2、承办单位：校心理委员联合会、校心理健康协会



3、活动内容：以班为单位申报作品，要求5分钟左右心灵美
文的音频，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8名等。

(九)团体辅导

1、时间地点：5月20 -27日各班级自定

2、承办单位：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活动内容：组织心理委员集训，分班开展团体辅导。

五、有关要求

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营造氛围，积极配合学校5.25心理
健康教育系列活动开展;同时，要根据本单位学生特点，精心
组织针对性强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并于5月31日前报送总结
材料。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篇五

关爱自我健康成长

二、主要内容

1、认识自己的心理特点

设计各种形式，让学生尽可能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自我，
总结自己的各方面特质。

本提纲供了“特质大拼盘”和“周哈里窗”两个活动方案，
可供参考。

2、关注心理发展



请学生根据自我认识的结果讨论自己的兴趣、爱好，探讨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解决方法。

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来谈发展中的问题：

（1）发展能力

包括智力、体力、社交及人际关系等。

（2）管理情绪

大学生每天面对不少挑战，来自学习、生活、家庭、人际关
系等方面，从而产生种种不同的情绪，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如焦虑、担心、愤怒、挫折、抑郁、怀疑、内疚等，学生们
需要了解、认识自己的情绪，学习管理以适当的方式表达、
处理。

（3）发展成熟的人际关系

强调两个重点：一是容忍及欣赏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二是有
能力与别人发展亲密的感受。

（4）发展目的

包括：职业上的计划及期望；个人兴趣；对人际关系及家庭
的承担等。

3、健康成长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正视心理的成长，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人生发展过程中是要历经各种挫折、遇到各种问题的，
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是心理成长的过程。

正视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心理的成
熟发展就是在解决一个个心理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许多心



理问题又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通过老师亲友同学的
帮助都能够顺利化解的；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帮
助。

正视心理咨询，明确心理咨询的服务对象都是正常人群，解
决的问题也都是常见的心理发展的问题，并非多么可怕、见
不得人的事情，走出认识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