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优
质8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教学的框架，能够提供教学依据和教学思路，
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加自信和有条理。希望通过阅读这些
教案，能够帮助三年级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一

1、结合展板，讨论解决的办法。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不害怕呢?

——遇到这些凶猛的动物时，我们可以怎么做?(逃跑、躲起
来、找妈妈……)

总：有了这些好办法，我们就不怕这些凶猛的动物了。(将害
怕表情翻面成笑脸)

——电、刀这些东西，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用到，但是一不小
心就会受伤，那该怎么做?(小心使用、不玩电和火、请爸爸
妈妈帮忙)

总：你们真会动脑筋，这样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怕了。(翻转笑
脸)

——听到可怕的声音怎么办?(捂耳朵、放音乐、让妈妈抱)

总：原来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分散注意，战胜这些可怕的声音。
(翻转笑脸)

3、情景表演，积极面对害怕。



——打针你们怕吗?

——打针可以治疗疾病;打预防针可以让我们身体变得棒棒的，
能不能因为害怕就不打针呢?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害怕?(有的
不怕，真勇敢;怕，打针的时候不看，躲在妈妈怀里……)(找
一个勇敢的孩子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不害怕，是怎么做的?)

——我们一起来学学打预防针的样子：袖子卷一卷、手臂弯
一弯、脑袋歪一歪，告诉自己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你们
真勇敢!翻转表情)让幼儿大声地说出来：打针我不怕!

小结：原来有些害怕的事情，我们可以躲起来，说出来告诉
别人，或者做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情，这样害怕就会变少。
但有的害怕，只要我们勇敢面对，也就不怕了，就像打针一
样。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二

活动目标：

1、能积极参与分享活动，体验玩具大家玩的快乐。

2、大胆表达把自己的玩具给别人玩的想法。

3、初步懂得玩具一起玩、互相谦让的交往方法。

活动重点：

体验大家一起玩玩具的快乐。

活动难点：

渗透分享的意识



活动准备：

物质：幼儿自带玩具，布置成“玩具城”，课件。

心理：会简单介绍自己所带的玩具。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跟客人老师问好。

看，有这么多的老师，我们都是有礼貌的孩子，大声跟老师
问好：“老师好”！

2、参观玩具城。

过渡语：今天，我们来到了玩具城，这里有许多好玩的玩具，
我们开上汽车，走近一点儿看看都有哪些好玩的玩具，嘀
嘀——出发喽！

3、将幼儿集中到身边。

提问：你看到了什么玩具？（让每一个幼儿都充分表达）

过渡语：这么多好玩的玩具，都是小朋友带来的，怎么玩呢？
快坐下来，我们听听小朋友的介绍。

二、展开

1、幼儿介绍玩具。

提问：

（1）这架飞机很特别，是谁带来的？你来教教我们怎么玩？



（2）这个蛋糕玩具是谁带来的？快来跟大家说说怎么玩？

2、表达“分享”。

（1）个人的表达

提问：玩具城里还有谁的玩具？快拿过来让大家看看，你的
玩具想让谁玩？

小结：xx小朋友让好朋友来玩自己的玩具，xx小朋友把自己喜
欢的玩具让大家玩……他们都是会分享的好孩子，我们一起
把掌声送给他们！

（2）群体的表达

提问：还有谁的玩具？你们的玩具想让谁玩？

过渡语：既然你们的玩具都让大家玩，那就快去玩吧！

3、幼儿玩玩具，教师指导，助教拍照（5、6张）。

重点：保证每个孩子都能玩起来。

拍照：拍孩子的快乐、专注，要有一张许多孩子一起玩的，
一张老师和孩子一起玩的照片。

过渡语：孩子们，你们玩得高兴吗？玩具也要休息一会儿了，
我们把玩具轻轻放回去，也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4、通过照片，分享快乐。

刚才，我看到大家玩得可高兴了，老师都给你们拍下来了，
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快乐吧！

提问：这是谁？他玩的是什么玩具？



小结：好玩的玩具让xx小朋友玩得多认真啊，我想他的心里
一定很快乐！这么多人玩一个玩具，没有争抢，还玩得这么
快乐，我觉得应该夸夸他们！xx小朋友带的玩具太好玩了，看
我们玩得多高兴啊！

三、延伸

1、分享教师的玩具。

今天，我也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带来了，到底是什么呢？快
闭上眼睛！

出示玩具汽车，提问：快看，这是什么？谁想玩？（请一名
幼儿来当小司机，教师推着小车转一转，活跃气氛。）

2、渗透玩具较少时的玩法。

（1）轮流玩。

提问：谁还想玩？大家都想玩，可是只有一辆汽车，该怎么
玩呢？

小结：轮流玩是个好办法，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地玩，前
面一个小朋友玩完了，后面一个小朋友再玩。

（2）渗透“谦让”教育。

提问：如果玩着玩着，两个小朋友争抢起来了，你抢我也抢，
行不行？

小结：大家要互相谦让，你先玩吧，我等一会儿再玩，只有
这样，大家才都能玩得自己喜欢的玩具，才会玩得高兴。

（3）一起玩。



大家还可以一起玩，一个小朋友开汽车，其他小朋友可以轻
轻地扶着车，或者慢慢地帮他推一推，肯定会玩得很快乐。
既然大家都想玩我的小汽车，我们把车推到院子里，一起玩
吧！跟老师们再见！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三

1、回归绘本，了解小熊的克服方法。

——你们都想到了好办法克服了害怕，变成了勇敢的孩子。
小熊有没有变勇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播放多媒体)

——它想到了什么办法(躲得远远的)

——现在小熊脸上是什么表情?(开心)

——是啊!因为它也知道害怕的时候该怎么做了。

2、生活应用，克服害怕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人是慢慢长大的，不能着急。

2、感受长大的变化，看到自己的进步，萌发自信心。

活动准备：

1、收集幼儿不同时期的照片。

2、故事ppt3。故事挂图



活动过程：

一、导入：

教师与小朋友相互熟悉，拉近距离。

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在教室里已经互相认识过了，现在我来
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记住我了。我们互相问声好吧！小朋
友们好！老师很开心，因为你们都记住了。

二、引出：

出示小动物图片吸引小朋友注意力。

小老鼠、小猴子、小青蛙这三个小家伙啊是天天盼着自己能
快点长大（连接下一环节）

三、重点：

听故事，懂道理。

1、教师有感情地讲故事（看挂图讲故事）——师："这三个
小家伙啊

是天天盼着自己能快点长大，它们想："要是能长得像大象、
河马、犀牛那么大，那么有力气，该有多好啊！于是，他们
想出了许多办法来。小老鼠拼命吃东西，啊呜啊啊呜，可是
还比不上大象的脚趾头，小猴子穿。可是，还够不到大河马
的膝盖呀！"

2、猜测小青蛙会想什么办法让自己快点长大师："咦，小青
蛙会想出什么办法让自己快点长大呢？"

3、继续讲故事直至故事结束，验证猜测的结果师："小青蛙
每天都练跳高，跳得头也晕了，可和大犀牛一比，还没它的



眼珠子大呢！。他们还是那么小，不过，他们还是天天盼着
快点长大。"

4、教师提问，帮助理解师："看看（指着图），小老鼠是想
了什么办法让自己马上长大的？（拼命地吃东西）小猴子、
小青蛙呢？（小猴子穿爸爸的衣服、戴妈妈的眼镜，小青蛙
每天练习跳高）

师："它们真的一下子就长大了吗？"（没有，他们还是那么
小）（衔接下一环节："宝宝们是一下子就长那么大的吗？"）

四、经验迁移

"宝宝们，那你们是从妈妈肚子里一出生就是这么大的吗？""
教师展示小朋友们小时候不同时期的照片，通过比较知道自
己是慢慢长大，并同时能感受到长大的变化。

现在的你们长大了吗？想长得更大吗？你有什么好办法让自
己长大呢？

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五、活动结束：

开着小火车一起去看看大班哥哥姐姐小时候的照片展！

附：

小老鼠，小猴子还有小青蛙天天盼着自己长大。

哎！要是能长得像大象，河马，犀牛那么大，那么有力气，
该有多好啊！于是，他们想出了许多办法。

小老鼠拼命吃东西，啊呜啊呜，每天把自己的.肚子撑得饱饱
的。他走到大象跟前一比，还比不上大象的脚趾头呢！



小猴子穿上爸爸的衣服，带上妈妈的眼镜，嘿嘿，长大了！
他去和大河马比，可是还够不到大河马的膝盖呢！

小青蛙每天练跳高，蹦呀蹦，跳呀跳，蹦得头都晕了。耶，
这下长大了吧！可是和大犀牛比了比，还没有大犀牛的眼珠
子大呢！

小老鼠，小猴子和小青蛙谁也没有找到一下子长大的办法，
他们还是那么小。不过，他们还是盼着快快长大。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五

讲前提示：

幼儿的思维方式通常是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尚
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本活动引导幼儿懂得应该从哪方
面去关心别人，体验帮助他人带来的'快乐，同时也为培养幼
儿的责任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活动目标：

1、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培养幼儿乐于助人的品质，使其富
有同情心。

2、体验帮助他人带来的快乐，懂得在被人关心和被人爱的同
时，也要关心别人。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一套。

活动过程：

过程1：导入活动



1、举例说说最近身边有关关心别人的话题。（如班上小朋友
的例子或老师自己的例子

2、老师还给小朋友带来几幅图画，我们一起来看看画面上的
这些小朋友是怎么关心别人的。

过程2：观察图画

1、观察第一幅图。

这是在什么地方？图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小明放学回家的
时候，看到一个小妹妹正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小明看到小妹
妹这样难过，就跑过去问她怎么了，小妹妹说，她不小心和
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很难过。小明说，没事，哥哥带
你去找警察叔叔。

这位哥哥是怎样关心小妹妹的？（带小妹妹去找警察叔叔）

2、出示第二幅图，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观察讨论。

图上的小朋友是怎样关心他人的？（请你和邻座的小朋友相
互讨论、讲述）请个别幼儿回答。

3、出示第三幅图。

画面上都有谁？

他们在干什么？（乐乐住院了，小红给他送了一束鲜花，并
祝他早日康复）

4、以同样的方式让幼儿观察第4、5幅图（外公累了，小红给
外公捶背；强强正呕吐），让幼儿理解各种不同的关心他人
的方式。

教师小结：小朋友要懂得关心别人，要关心有困难的人，关



心残疾人，关心老人，还要关心动植物等。

过程3：说一说

小朋友也是像这些小朋友那样做的吗？

小组讨论，请说一说你关心他人的事。

教师根据幼儿讨论情况进行小结。

建议：出示挂图时，每次先请幼儿完整讲述，教师稍作提醒
和补充。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六

1、学习有节奏的朗读儿歌，尝试自编动作进行表演。

2、积极讲述上幼儿园的愉快经历。

3、感受儿歌中的欢乐情趣。

1、经验准备：教师通过幼儿入学几天来的情况，观察幼儿的
入学情绪。

2、材料准备：幼儿用书，教学图卡组，磁带。

1、教师用简短的语言导入本主题活动，并且应到幼儿表达上
幼儿园的快乐与感受。

3、教师带领幼儿念儿歌：“念念儿歌跳跳舞，动动蜡笔画画
图，举起手儿数一数，有趣故事读一读，上学快乐又幸
福。”

4、教师一边带领幼儿创编动作，一边完整且有节奏的朗读儿
歌，突出而各种的.停顿与重音。



5、教师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儿歌的内容。

教师：

（1）早晨到幼儿园时都做哪些活动呢？

（2）老师平时都是怎么关心小朋友的？

（3）上幼儿园你快乐吗？

6、识字游戏。

（1）教师取出字卡引导幼儿认读汉字“画”“笔”

（2）看一看，说一说。

教师将“画”和“笔”的字卡混合放在盒子里，请幼儿互做
考官，任意摸出一张，请对方说出卡片上的字。

7、教师和幼儿一起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活动反思：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幼儿基本掌握了我们今天的活动目标，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多的运用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七

课前提示：

小班的幼儿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但也存在幼儿与同伴之间的
关注。在成长过程中，幼儿逐步体验到了自己与同伴之间的
关系，渐渐学会彼此关心和帮助。本活动通过故事《我们来
帮你》让幼儿学会关心、帮助别人，体验帮助别人得到的快
乐。



活动目标：

1、幼儿能够理解故事内容。

2、幼儿知道要关心帮助别人。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小动物头饰。

活动过程：

1、导入活动：教师戴鸡妈妈的头饰，讲述：咯咯咯，今天我
鸡妈妈可高兴了，因为我要带着我的鸡宝宝回新家去。教师
可以做一些鸡的动作，用夸张的语调，吸引幼儿的注意。

2、看图片听故事

（1）教师出示图片，有表情地讲故事。

（2）教师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鸡妈妈带着小鸡去哪里？（去他们的新家）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桥被水冲断了）

鸡妈妈和鸡宝宝又不会游泳，想想他们心里着不着急呢？
（非常着急）这时小鸭子说了什么呢？（我背你们过河）

小乌龟说了什么呢？（我们来帮你）

大象又说了什么呢？（我来帮你）

小朋友们想一想，鸡妈妈和鸡宝宝过河了没有呢？（过了）



教师总结：

我们要像小动物一样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

3、情景表演

（1）教师请幼儿戴上小动物头饰分别扮演鸡妈妈、鸡宝宝、
小鸭子、小乌龟、大象。

（2）教师讲故事，幼儿根据故事内容表演故事。

（3）教师评价幼儿的表演。

建议：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让幼儿说说自己可以怎样帮
助别人。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案我不害怕小班篇八

活动目标：

1、创设游戏情境，帮助幼儿寻找克制诱惑的方法。

2、提高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活动准备：

1、将活动室布置成温馨的家：长方形桌子四张、桌布四块，
托盘四个；积木若干筐、放满书本的书架一个、小椅子若干
把。

2、围裙一个、菜篮子一个、小盘子五个；小熊胸饰人手一个；
山羊阿姨、熊奶奶头饰各一，礼物一袋。

3、图片四张。



活动过程：

一、情境导入，引发兴趣

1、“山羊阿姨来新家作客”导入活动。

2、共同整理新家。

3、围在餐桌旁，介绍好吃的食物。

师：我们来看看，妈妈都给山羊阿姨准备了哪些好吃的？

二、了解、学习自我控制的方法

（一）交代任务，观察幼儿自我控制情况，学习克制诱惑的
方法。

1、交代任务：妈妈去买菜，宝宝们乖乖地家里。

2、妈妈拎着菜篮子出门买菜。

3、妈妈向宝宝们简短介绍几种蔬菜。

4、查看原有的自我控制情况。

师：现在我来看看，我们小熊宝宝是不是有礼貌的小主人。
（教师观察餐桌）

5、同伴经验分享。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图片。

6、教师小结：当我们很想吃但是又必须忍住的时候，可以在
旁边看看书、搭积木、跟朋友聊天，还可以告诉自己：我要
做有礼貌的小主人，客人来了才能吃。



（二）二次任务，培养幼儿有意识地抵住美食诱惑。

1、再次交代任务：妈妈现在要去厨房做菜了，你们自己在房
间里玩一会儿。

2、熊奶奶出现——诱惑幼儿吃东西。

3、教师将菜一一上桌，并招呼熊奶奶。

三、山羊阿姨来作客，与客人一起分享美食

1、“叮咚、叮咚”——门铃声响，客人来了，请客人进门。

2、跟客人问好，请客人就座。

师：欢迎山羊阿姨来家里作客，山羊阿姨请坐，山羊阿姨是
我们的客人，我们请客人先吃，然后我们熊宝宝也一起分享
美食吧！

3、共同分享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