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教
案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方案(通

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这里我给大
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教案篇一

活动来源：

一天早晨，东东妈妈九点多钟才带东东来幼儿园，原本开朗、
外向的东东见了我不但不打招呼，反而藏在妈妈身后，说什
么也不愿意进班。东东妈悄悄告诉我：“昨天晚上，东东做
了个噩梦，说是梦见了一个怪兽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踩死了。
东东哭闹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入睡。今天说什么也不来幼儿园
了，总是说害怕。”东东的情况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做了
噩梦不愿也不敢再睡觉的情景，几天之内一想起噩梦还心有
余悸，总也忘不了。还有一些幼儿怕蛇、老鼠、青蛙、蟾蜍
等这些小动物，每次见到这些小动物都会吓得大惊失色，失
声尖叫。由此，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或事物，
尤其是幼儿时期经验缺乏，或者受到过不良的暗示之后会更
害怕，甚至这种恐惧会持续一生。怎样有效地消除幼儿的恐
惧心理呢?我认为要从培养幼儿的勇敢品质着手，让幼儿逐渐
地消除恐惧，变得勇敢。于是，我和孩子们一起开展了这次
活动。

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了解自己害怕的事物，认识到勇敢的重要性。



2、通过各种脱敏训练使幼儿认识到变勇敢的方法。

活动准备：绘画纸;蜡笔;垃圾筒或纸箱。

活动过程：

一、教师给幼儿讲述一件自己害怕的事情

“昨天晚上，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只老鼠。觉得好害怕呀!老
师最害怕老鼠了，害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二、教师提问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害怕的事情或东西?”鼓励幼儿大胆
发言。幼儿轮流发言，互相讲解过去的经历，教师注意倾听。

三、教师提问

“害怕好不好?这些东西真的很可怕吗?“你们想不想变得勇
敢?”

四、师幼讨论

“怎样才会变得勇敢?”幼儿自由发言。教师总结：

1、多学习知识，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了解某些小动物和我
们人类的关系。

2、每天对着镜子说“我最勇敢!”

3、害怕时，自己对自己说：“我不怕、我不怕!”

4、勇敢地把自己害怕的事情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

五、绘画活动



1、利用绘画纸和蜡笔画出自己害怕的东西或事情。

2、画好后，老师请幼儿拿着自己的作品，老师问：“咱不
怕?”，幼儿要大声回答：“心得体会我不怕!”。反复数次。

3、幼儿拿着自己的画排好队，前方放置一个垃圾筒或大纸箱。

4、幼儿将手上的作品揉一揉，把害怕的东西或事物包在纸里
头。然后大家一起喊“一、二、三”，该幼儿将自己手中的
纸团丢进垃圾筒或大纸箱，让幼儿大喊：“我不怕啦!”直至
每个幼儿都投完为止。

六、老师组织幼儿说一说：“现在自己还害不害怕?”分享活
动前后的心情改变。

活动延伸：大家一起收拾整理掉在地上的纸团及垃圾筒或大
纸箱。

活动反思：在这次活动的开始，我首先问幼儿：“你最害怕
什么?”结果我发现约有1/3的幼儿出现了害怕和怯懦的表情，
全班的孩子都鸦雀无声，无人举手回答问题。我知道这个问
题刺激了孩子们的心理。我马上用一种轻松的略带自嘲的语
气讲了自己害怕老鼠的事情，听完我的故事，孩子们的神态
一下子放松了。接下来很多孩子讲了自己害怕的事情，他们
的心理负担己减轻了一半。画出自己害怕的事物，包在纸里
投进垃圾箱，扔掉恐惧，许多孩子都感觉这像是真的一样，
我可以从他们轻松的神态上看出来。最后，我感觉到孩子们
变得坚强勇敢了，对自己过去害怕的那些东西也都不怕了。
这次教育活动达到了预定的活动目标。

活动评价：

本次教育活动从幼儿的实际出发，引导幼儿进行了一次克服
恐惧、使自己变得勇敢的心理训练活动，效果很好。教师从



提问开始，一步步引导幼儿交谈、游戏、绘画等，都围绕着
帮助幼儿克服恐惧、变得勇敢的目标来进行，整体教育活动
环环相扣，顺畅自然，有效体现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内涵。

首先，教师的教育活动来源：于幼儿的实际。她从一个幼儿
的实际情况出发，发现了很多幼儿都存在的问题，于是萌发
了本次教育活动。其次，在教育活动中，教师采用了系统脱
敏的训练方法，通过让幼儿讲述自己害怕的经历、做游戏、
绘画并把自己所害怕的东西抛掉等方法帮幼儿逐渐克服害怕
的心理，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再次，教师注意教给幼儿
一些切实可行的克服恐惧的方法，例如自我暗示、大声喊、
取得的支持等，使幼儿从活动中得到了启发和收获。

教师还可以多启发幼儿认识一下各种事物的本来面貌和令人
恐惧的原因，从根本上帮助幼儿认识事物的本质。还应该注
意家园合作，发挥家长的力量，使幼儿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
得到良好的暗示和影响。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教案篇二

活动目的：

通过比较小学与幼儿园生活的不同之处，让学生从情感上认
识到自己长大了已经成为一年级小学生。

活动准备：

录制一段家长对孩子提出期望的录音，印制寄语卡活动过程：

2、对呀，学校中的时间安排和幼儿园完全不一样，还有许多
和幼儿园不同的新鲜事。请你说说你在学校中感到新鲜、新
奇的事吧。

3、和幼儿园生活相比，小学生的主要活动已不是游戏，而是



学习，我们再也不能光凭兴趣做事，而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和
本领。

1、刚刚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你的心里一定有着许多的感想和
打算，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个“击鼓传球”的游戏，来说说你
的心里话。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请出一名同学负责击鼓，其
他同学听到鼓声后开始传球，当鼓声停止时，球在谁的手里，
就请捧球的那位同学按照黑板上的句式向大家说说自己的心
里话。

2、通过刚才“击鼓传球”的游戏，老师听到了你们作为小学
生的心声。

1、在你们成为小学生的那一刻，你们的爸爸、妈妈对你们寄
予了很多的期望。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位爸爸(妈妈)对
他(她)提出的期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对我们
抱有很多的期望。

为了让孩子们尽快适应学校的环境，建议家长从以下三个方
面帮助孩子：

一、提升孩子自信心。孩子刚从幼儿园转到小学，人生地不
熟，容易产生自卑感。如，害怕自己的言语被别人取笑，害
怕自己的成绩跟不上等，所以不敢与别人交往。另外，由于
学生的性格有所差异，有的性格内向，有的外向，所以在人
际交往过程中出现问题。但是，只要老师、家长及时地多鼓
励孩子，适度提升孩子的自信心，让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
势，就能克服其盲目自卑的心理。

二、鼓励孩子多与同学、老师交流，多参加集体活动，多结
识新朋友。同时，家长也要多与老师保持联系，密切关注孩
子情绪变化。

三、在家里，家长应多与孩子交谈，通过交谈，传授给孩子



更多的社会信息及正确的指导思想，帮助其更快的适应新环
境。节假日，也可多带孩子出去游玩，使其更深入地了解周
边的环境。

课后作业：

请你回家问一问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对你有着怎样的期望?并
请他们把对你的期望写在这张“寄语卡”上。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在轻松的环境中敞开自己的心灵，快乐地交朋友，表达自
己真实的心理想法。

2、在优美、浅显的语言中调整自己的心理行为。

3、引导幼儿初步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

4、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情绪，逐渐养成乐观开朗的
性格。

活动准备：

轻音乐、小椅子（或其它活动室方便可取的东西）布置的小
树林。区别不同班级幼儿的标志从不同的班级选取若干名幼
儿，他们相互间不是很熟悉。

活动过程：

一、轻松活动——营造轻松的心理氛围（播放轻缓的音乐）
伴着轻缓的音乐，请小朋友随意找个位置，摆个舒适的姿势
坐下来，闭上眼睛。



老师配乐解说：

——主动与别人交流小朋友面对面围成两个圆圈。不停地交
换位置，用语言和动作认识新朋友。

1、师幼认识

2、幼儿游戏，相互认识"想不想认识一下新朋友？"

（1）讨论：

怎么认识新朋友呢？

（2）游戏找朋友"那我们来玩个找朋友的游戏，认识一下新
朋友，好吗？"一半小朋友围成圆圈站好，别一半小朋友去找
朋友，老师用语言的动作提醒小朋友问候、相互介绍。

（3）找个新朋友聊聊天。

3、表达：

"当你和新朋友说"你好"、拥抱朋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
觉？"

——关爱朋友、信任朋友闭上小眼睛，让朋友牵着小手在"小
树林"散步。

1、请一对小朋友先走走，随机问一下他们的感觉。（相信、
放心）"小朋友，想到树林去散步吗？"

2、说一说感受你闭上眼睛走，朋友牵着你的手，在"树林"散
步，有什么感觉呢？"

3、全体幼儿伴着音乐在"树林"里散步。



老师随机表扬大胆不睁眼看的小朋友以及细心照顾朋友的小
朋友。

4、小结：

相信你的朋友、帮助你的朋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四、游戏《跟我不一样》

——勇敢地承认错误老师说相反的话，跟老师说做相反的动
作，如果错了，就举起小手，大声说："对不起，我错了。"1、
跟老师说的相反。

2、跟老师做相反的动作。

随机表扬主动认错的孩子。

3、小结：勇敢地承认错误，做个诚实的好孩子，你会变得更
快乐五、游戏《马兰花》

——尝试合作、体验合作的快乐。

1、游戏规则：

老师：三瓣花（幼儿三人一起抱做一团）。

没有找到朋友的幼儿继续举起小手，大声说"对不起，我错了。
"2、幼儿游戏。

老师注意忽易忽难，最后让每个幼儿都成享受功的喜悦。

六、小结：

老师希望小朋友天天快乐，做个人人喜欢的快乐宝贝。



活动反思：

良好的情绪促进了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活动中，教师处处以
游戏的口吻引导幼儿，幼儿兴趣盎然，达到了身心愉悦的目
的。活动中，教师赞许的目光、恰到好处的引导，使他们获
得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在活动中，教师鼓励幼儿大胆表达
自己的情绪情感，并用多种方法创造性地进行表现和体验，
激发了幼儿参加活动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完成了活动的要
求，整个活动是在愉快、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进行的。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教案篇四

1、懂得如何通过说说和画画，让不愉快的心情变得更好。

2、用顺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3、通过活动学会关心他人，萌发互相关心的友情。

［活动准备］

一个兔子木偶、一棵大树、各种叶子形状的彩纸、马克
笔、ppt、每人一张笑脸和一张哭脸。

［活动流程］

老师：昨天，兔子去公园玩了。它好开心，它的心情很快乐
（笑脸）。

然而今天，兔子生病了，它太难受了。它的心情就是难过的
（哭脸）。

总结：每个人都会有这两种情绪，这很正常。



老师：每个人的书包里都有两张心情图。请选择一张心情卡
来代表你今天的心情。

（一）分析原因

（二）想办法高兴起来

老师：如果你心情不好，不开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
（展示图片）。让我们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如果你心情
不好，你会怎么做？（请几个小朋友回答，为下一个环节做
铺垫）

（1）倾听孩子心情不好的原因。

（2）帮助孩子想办法高兴起来。

老师：画出你发现的让她开心的方法。

（3）把这些方法编成一首诗。

老师：每个人总是心情不好。这个时候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
绪。

我可以吃一颗糖，让心情变得甜蜜。

我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让心情变美。

我也可以......

把心情树贴在班级的心育墙上。当孩子们不开心的时候，可
以去看看，这样心情就会变好。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教案篇五

嫉妒心理是在自己不如别人优越，有了失落感时才会产生的。



嫉妒心是对某些方面超越自己的人的一种嫉恨，是对无意或
有意竞争的一种仇恨心。

在幼儿中，嫉妒心理的突出表现为失落感。引起幼儿嫉妒的
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如别的小朋友被教师表扬了，而他没有
得到表扬；别人的好朋友多，而他没有好朋友；别人有很多
好玩的玩具，而他没有；谁穿了漂亮的衣服，而他没有穿等
等，这些都可以引起幼儿的轻微嫉妒心。

嫉妒心看上去似乎是对自尊心的一种满足与安慰，但实际上，
他满足的只是并不真确的欲望。如果一个人不能从与他人的
相互比较中努力进取，合理竞争，仅以嫉妒别人的进步与优
势来安慰，满足自己的自尊心，那么，这种不正确的心理防
卫优势比成为自己成长路上的重大障碍。

特别是5-6岁（大班）的孩子，他们的心理较4岁左右的孩子
有名显得的发展变化，原来不太注重的一些东西也开始注意
起来，嫉妒心理有了一些变化。在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对
孩子进行正确应引导，应及时调整和纠正幼儿嫉妒的心态，
让幼儿学会欣赏别人，懂得欣赏别人，才会得到别人的欣赏。
让幼儿能正确对待比自己优秀的人，正确看待别人的成绩与
成功。让嫉妒心变成进步的动力。同时，让幼儿养成正确的
竞争意识，知道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别人的行为，才
是最好的、最正确的，这样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心理健康和完
善人格的形成，并使他们终身受益。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特设计本次活动。

1、通过对故事的理解，教育幼儿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克服因嫉妒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教育幼儿要虚心向他人学习。

2、教育幼儿要想取得好成绩，必须靠自己的努力，互相不服
气，甚至互相瞧不起是不会进步的。



3、培养幼儿积极向上的进取心。

重点：通过理解故事和练习绕口令，让幼儿懂得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才能一起进步。

难点：如何引导幼儿学会克服因嫉妒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虚
心向他人学习。

故事挂图及图片、录音机及音乐磁带。

（一）导入

教师：“小朋友如果你看到别人有的地方比你强，你会怎样
做呢？老师这里有一个故事，名字叫《数星星》，小朋友你
们想不想知道小鱼和小青蛙是怎样做的？”

（二）展开

1、出示挂图并为幼儿讲述故事《数星星》，引导幼儿懂得经
常生气是一种不好的行为，而且不利于身体健康。

教师讲完故事后提问：

（1）鱼妈妈为什么说小鱼很聪明？

（4）小朋友，如果你看到别人有的地方比你强，你会怎么做
呢？

（5）小青蛙和小鱼为什么能在数数竞赛中得到金牌？你该怎
样向它们学习？

2、出示两副结果不同的图片（明明和亮亮进行比赛，明明冠
军，亮亮第二），向幼儿讲解其中内容后教师提问问题，并
让幼儿分组讨论，通过对问题的理解让孩子知道要想取得好



成绩，必须靠自己的努力，互相不服气，甚至互相瞧不起是
不会进步的。

1）教师提问：

（1）小朋友认为哪个结果好？为什么？

（2）如果你的小伙伴取得了好成绩，或者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你会怎样想？

2）幼儿分组讨论，互相向自己的小伙伴讲述自己的看法，并
分析自己遇到后会怎样做。通过幼儿间的讲述及讨论，让幼
儿知道要用正确的心态对待输赢，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取得好
成绩。

4、学习绕口令《毛毛和涛涛》，让幼儿懂得，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不要嫉妒别人的长处，更不能
瞧不起别人的短处。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一起进
步。

（三）结束

教师小结：“毛毛和涛涛各有自己的本领，他们都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小朋友你们都有什么本领呀？把你的本领教给你
的小伙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