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学会交往 初中生
心理健康教育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学会交往篇一

活动目的：

1.让学生明白听到并不代表是正确的，要小心地听话，正确
及谨慎地解读明白地表达才不至于产生误会。

2.使学生掌握倾听的正确方法。

适用对象：班级全体成员

活动场地：教室

活动时间：45分钟

活动准备：心理情景剧，没有五官的人头像

活动程序

一.热身引入

谈话：是的我们从婴儿开始就在学着倾听，听亲人的呼唤，
听自然界的风雨声，听优美动听的音乐。倾听是人最基本的
品质。但是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能学会如何倾听。他可以
听到儿童的笑声，可他感受不到儿童的纯真，他可以听到旁



人的哭声，可他感受不到他人的悲苦。听是人类不学就会的
本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倾听往往是所有沟通技巧中最被
我们忽视的部分，当我们急于表达，各说各话的时候，倾听
就往往被忽略了。

二.游戏：《悄悄话》

每10人一组，全班分成4组，老师给每组第一个同学看一句语
音类似又富有意义的话，由第一个同学往后传话，传话过程
中不能与其他人听到内容，请最后一位同学说出他听到的话。
传话速度快而准确的小组获胜。

交流与分享：

1.你们小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是什么?

2.做完这个游戏你有什么感受?

三.小组活动：《你画我说》

四个同学上台表演，两人一组，其他同学在台下两人一组

活动规则：

1.一个扮演盲人，一个扮演明眼人。

交流与分享：

1.通过这个活动你有什么感受呢?

2.做完这个游戏大家得到了什么启示呢?

四.情景剧表演

(剧情内容:在课堂上，老师正在组织学生讨论问题。一个同



学在发言，有两个同学不断的插嘴，争先恐后急于表达自己
的意见，不让对方把话说完，在课堂上就和发言的学生发生
争吵;同时，对待他人的发言，有一个同学，面无表情，看起
来好象很认真，其实却没有任何反应;有一个同学手里转着钢
笔，脸朝窗外;有一个学生面带微笑，摇头晃脑，还轻声哼着
歌，不断地翻书，看手表。)

学生表演情景剧，表演完后学生谈谈：上面的情景中，作为
倾听者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你还知道哪些不好的倾听表现?
你是否有过剧中相似的经历?你有什么损失吗?结合实际生活
谈谈。

五.学生谈谈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如：态度自然、友好、真诚、目
光接触、不随便插嘴等。

六.学生练习

跟小组同学讲“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在你说时，体验一下
良好的倾听方式带给你的感受;在你听时，别忘了提醒自己做
个合格的倾听者。

学生谈谈学会倾听的好处，如：增长知识、得到别人的尊重、
取长补短等。

七.教师总结归纳

当人们深刻地明白了倾听的道理，我们就会发现倾听无处不
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离不开倾听，工作离不开
倾听，生活也离不开倾听。借助倾听，你可以知道智者的教
诲，你可以领略文化的精髓，你可以享受生活的美好。

同学们，让我们学会倾听吧，当我们能够沉静地坐下来，目



光清澈地注视着对方，抛弃我们的傲慢和虚荣，微微前倾你
的身姿，向对方投去鼓励的目光，那么你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学会交往篇二

1、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

3、进行预防灾害，防“h1n1”流感的教育。

教育内容：家庭、学校、社会安全

教学过程：一、导入：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我们将一起开始
快乐而有紧张的学习生活，在开学之初，我们首先要提的就
是安全，因为不论是国家还是家庭，都希望你们安全的生活
和学习。

1、学生讨论。作为学生，我们应从哪些方面注意安全？

2、集体归纳。

（2）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交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上、下坡要
下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3）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
鸡肉、猪肉等，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1）交流对“h1n1”的了解。

（2）说说如何预防这种病。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学会交往篇三

1、通过游戏，认识情绪。

2、通过交流，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

3、学会调节不良情绪的方法。

4、能以良好的情绪学习，生活。

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学会调节不良情绪。

（一）音乐导入，调整情绪

1、欣赏音乐。

2、说说听了这段音乐，你的心情怎样

3、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学习这一课。

4、板书课题：情绪与健康

（为了使学生能以良好的心态进入学习状态，在欢乐的心境
中获取知识，特别选择了一段轻松愉悦的音乐，让学生们欣
赏。这样有利于学习目标的完成。）

（二）导学达标

1，游戏活动，体验情绪。

（1）讲游戏规则。

（2）指导，参与游戏。

（3）说出你在游戏时的心情。



（4）同学们谈到的我们表现出来的内心的状况以及表情上的
变化，就是情绪。

（5）区分良好情绪与不良情绪。

（6）贴良好情绪图与不良情绪图。

（情绪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我们，为了让学生们充分体验情绪，
我设计了猜词游戏的情境。全体学生参与游戏活动，有的猜，
有的做动作提示，紧张，兴奋，担心，高兴，失望，难过等
等的情绪围绕着学生。经过教师的引导，同学们知道了什么
是情绪以及情绪的种类。）

2，交流倾诉，明白道理。

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不良情绪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1）长期被不良情绪困扰，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什么影响请
同学们把你感受到的

或者了解到的事例说出来。

（2）听了同学们谈的事例，你明白了什么

（3）板书：不良情绪危害健康。

（在认知的基础上设计交流活动，谈谈不良情绪危害健康的
事例。学生们通过具体的事例明白了不良情绪危害人们的身
心健康，激起他们排斥不良情绪的愿望。）

3，录像共鸣，学习方法。

（1）放录像（三名学生分别因班长落选，家长星期天为自己
安排了很多兴趣班，考试成绩差而产生不良情绪）



（2）录像中的同学应该怎么做

（3）放录像（三位同学用与同学交谈，听音乐，看书，进行
体育活动等方法调解了自己的情绪）

（4）录像中的同学是用什么办法调节了自己的情绪，使自己
快乐的

（5）大屏显示调节情绪的方法。

今后谁再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用这些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
绪。

（录像中的情节是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典型事例。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种见解于自己"同病相怜"，那么，这
种见解对当事人的影响，很可能比老师的说教更起作用。）

4，小组交流，激情导行。

明白良好情绪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能以良好的情绪学习，
生活。

（1）小组同学互说快乐的事以及快乐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2）你从同学们那学到了哪些调节情绪的方法

（3）说说快乐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好处

（4）板书：良好情绪利于健康。

（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倾诉快乐的愿望，我特别
设计了"快乐娃娃"交朋友的情境。同学们通过情感的交流，
用自己的感受，体会，方法去帮助，指导其他同学，他们在
完善自己最佳心理品质的同时，会主动的是其他学生纠正心
理偏差。同学们在共同分享快乐的同时，自觉自愿的以良好



的情绪学习，生活。）

（三）达标测评，适时反馈。

在答题纸上写出自己的做法。

今后，遇到不顺心的事，你将会怎么做

1、考试成绩不好，受到了批评，心里很难过。我将会

2、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非常生气。我将会

3、明明是小明撞坏了小芳的东西，小芳却责怪我，我很气愤。
我将会

4、父母吵架，我心里很烦，无法安心学习。我将会

（四）边歌边舞，巩固目标。

加深对情绪与健康的关系的理解，快乐

健康地成长。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这节课。

边歌边舞：健康歌

（通过"健康歌"的歌舞，加深学生对情绪与健康的关系的理
解，再次体验快乐情绪，并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这次教学活
动。）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学会交往篇四

1、针对中学生中存在的学习紧张、压抑、焦虑、忧郁等心理
障碍，使学生认识到这是正常心理反应。

2、通过活动，使学生学习心理的自主调节，保持正常的心态，



树立自信，营造一个宽松和谐、乐观向上的班级氛围。

活动内容及步骤：

据媒体报道：20xx.7一周内深圳大学两学生跳楼自杀，警方认
定自杀者分别有心理障碍及忧郁症，精神病学专家认为应加
倍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

20xx年10月7日，常州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因情感问题而自
杀。

据某教育科学研究所对500名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的调查研究发现，有49.6%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心理
反应，有10.8%的中学生存在着各种明显的心理方面问题。某
市抽取了1500多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有3-6%的学生存在比较
严重的心理困扰。

同学们，你们已进入了高三年，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年龄，应
该说，这个阶段你们的想法更多了，学习负担更重了，还有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及生活中的许多不如意等等，这些都
影响了你们心理的健康发展，阻碍了学习，影响了生活，甚
至成了你们人生道路上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同学们，你们平常的学习生活中是不是往往感到压力、忧愁、
力不从心等等？当然，不同的人，他的心理感受是不相同的。
同学们，想一想：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你有没有过不良的
心理反应？比如说，焦虑、烦闷、易冲动、自卑等等。大家
现在分组讨论交流，看看我们有哪些不良的心理反应？既可
以自我检查，也可以谈自己的观察感受等。

（学生讨论交流后）

现在我们来作一项调查，作一个统计，看看有哪些不良的心
理反应？请大家踊跃发言。学生边发言边板书。



学习反面的：

生活情感方面的：

个性心理方面的：

不良心理的具体表现：，学习方面，生活情感，个性心理

小结：感谢同学们的积极发言，从大家刚才的发言中，我们
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学生，尤其是步入青春期的中学生，都
有或有过不同程度的不良心理反应，这些不良心理反应，有
的来自学习，有的来自生活情感，有的来自个性心理，不管
是什么方面的，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学生回答后，可行的给予肯定，然后总结。

在平常的生活学习中我们要学会心理自我调控，这是预防和
消除心理障碍的根本所在。

1、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板书）

2、平时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多听听有关心理健
康讲座，多阅读一些有关的心理学书籍，不断提高心理素质，
这样就会预防和减少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教案学会交往篇五

教学目的：

通过本节教学，使学生懂得同学之间如何相处，培养学生人
际交往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使学生懂得同学之间如何相处，怎样处理矛盾，如何提升学
生的交往能力。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孩子们，让生活失去色彩的不是伤痛，而是内心的困惑，让
脸上失去笑容的，不是磨难而是静闭的内心世界，没有人的
心灵永远一尘不染，让我们的心灵洒满阳光，拥抱健康对于
我们每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心理健
康教育课，来探讨研究同学之间如何相处，同学之间如何交
往先来看情境表演：

二、通过故事讲道理

1、小故事《跳皮筋》(不嘲笑同学)

小欣、小芳、小英和小红跳皮筋，怎么玩呢？小芳说：我不
和小英一组，她那么胖，笨死了！"听到小芳说自己笨，小英
顿时火了，他指着小芳的鼻子："你才笨呢！你又胖又蠢，活
像一个小母猪！"小英听到小芳骂她，伤心地跑到一边，哭了
起来。

师：小芳她们为什么玩不到一块？小英又为什么会哭呢？谁
来说说？(生充分说)

生：小芳不合群，因为小芳嘲笑小英，她受不了

师：面对这种情形，应该怎样解决呢？

生：小芳不应该说别人的缺点，同学之间应该和和气气(生充
分说)

师小结：这几个同学说得很对，同学之间就应该友好相处，



不要嘲笑同学的缺点，要学会尊重别人，不侮辱他人，这是
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原则。

2、小故事《上课铃响了》(对待同学要宽容，犯错后要及时
道歉)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快进教室！王小燕和同学们从外面拥挤
着走进教室，这时一位同学不小踩到她的脚后跟，王小燕大
叫一声："哎呀！踩我的脚干什么，你的眼睛长哪去了？"同
时跺着双脚，大发脾气，用双手捂住眼睛哭泣，那个同学再
三向她说对不起，其他同学都劝王小燕别哭了，王小燕不予
理睬，继续发脾气，直到教师从外面走进来，王小燕才停止
哭泣，回到座位上，还在生气。

师：孩子们看完了表演，大家来说说，王小燕做得对不对？
为什么？(生充分说)

生：她爱生气不好，对身体有害

生：那个男同学已经说对不起了，她还生气，谁愿意和这样
的同学玩呢！

师小结：是，我们应该有宽容之心同学之间遇到了矛盾，不
要斤斤计较，要有宽容之心原谅他人，即使别人有做得不当
的地方，在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你到了歉，我们就
应该原谅他，更何况，常生气对身心健康没有好处，只有与
同学和谐相处，你才能拥有更多的快乐。下面(出示)我们一
起来看以下同学之间友好相处的正确做法，老师给大家的建
议是：(1、师读、2、生齐读、3、男女生读)

同学之间

学会友好，不嘲笑缺点



学会尊重，不欺小凌弱

学会宽容，不斤斤计较

学会理解，不撒娇任性

师：同学们每天生活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有了上面的原
则，遇到下列情况，你又该怎样做？相信你会正确处理(出
示)

三、联系自身，谈想法

(1)你的同桌要在桌子中间画一条"三八线"。

(2)考试时，你的同桌没带橡皮，可是昨天你跟他借笔，他没
有借给你。

(3)夸夸你的同桌。

(4)选班长时，你的好朋友当选，你却落选了。

生：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这样做：

生：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这样做：

师小结：是呀！同学之间就应该友好相处，你对别人友好关
爱，别人也会还你一份友好关爱，奉献一份，收获十份，付
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奉献着，相信你也会快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