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发言稿(模
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发言稿篇一

亲爱的老师们，勤劳的叔叔阿姨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叫李思庭。首先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代表同学们发言，
我想借此机会对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说一句心里的话。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一定对孩子寄予厚望！“在成龙身
上找个孩子，找个女人变成凤凰”是每个家长都希望的。我
们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辛勤培养，也离不开您的无微不至的
关怀。家庭是我们的第一间教室，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
有你无私的爱，我们会健康成长。

很高兴和你讨论学生的学习。时光飞逝，转眼半个学期过去
了，所以我先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学习中的一些做法：

1、上课认真听讲，认真思考，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所有问题。

2、上课千万不要小动作。

3、想办法解决自己无法理解的问题。



4、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尤其是周末的作业。

正确对待考试。学习就是掌握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才。如果你成绩好，你会很开心。成绩
不好，就不能放弃。及时找到原因并改正错误，会进步的！

为了让我们得到真正全面的教育，请让我代表同学们给家长
和妈妈们提一些建议：

1、以身作则，为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树立榜样，你的言行对我
们很重要。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晚上抽出时间看电视打麻将，耐心帮我们完成作业。

3、支持我们的课外阅读需求，读好书，陶冶我们的情操，让
我们在书里找到梦想和真理，找到你的希望和价值。

4、经常和我们交流和交谈。我们永远是你的孩子。我们需要
你进步时的.鼓励，需要你委屈时的安慰。

我们的奉献给了我们学习上的训练和鼓励，我们的学习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这远远不够，我们应该“走得更远”。
相信在老师的努力培养和家长的配合下，我们一定会成为优
秀的人才！在此，我代表全体小学生，对在座的家长们说一
句：“你们辛苦了！”（敬礼）

爸爸妈妈请放心，我们将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学校，回报老师，
回报你们的殷切期望。（鞠躬）

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栽培，感谢家长们的关心。我们会努力学
习，不辜负您的期望。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和家长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
如意！谢谢！



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发言稿篇二

20xx-20xx学年地质20xx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坚持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以“关爱学生，引导学生，服务学
生，成就学生”为工作方针，以健康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整
体心理素质为目的，以培养心理健康大学生为目标，以活动
为载体，以管理为手段，以服务为基础，不断加强和改进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努力提升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学生“心理档案”。配合学校心
理咨询中心对每位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一次普查。

2.建立“特殊心理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向同学了解情况，
做好“特殊心理学生”的摸底工作。特别是性格孤僻学生、
网络成瘾、抑郁的学生的登记建档工作。有针对性对这些学
生加以关注，加强这些学生的疏导，给他们提供支持系统，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情趣。

3.积极配合心理咨询中心做好各项调查，如单亲离异家庭学
生、特殊情况学生的'调查，建立危机事件预警和上报工作。

4.鼓励学生选修《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等公共选修课。加
强对自我认知的了解。

1.做好个别辅导。个别辅导始终是心理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准时开放心理咨询室，按时值班，做好来访学生的接待、咨
询以及心理咨询记录和个案分析。

2.小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对于问题类似，情况相通的大量个
案，可分批在咨询室开展小团体心理辅导，使心育工作更高
效更广泛。如人际困惑团体辅导、学业困惑团体辅导等。

2.12月份组织开展考试周压力示范教育活动。



3.4月计划邀请校外心理专家开展大学生恋爱观讲座，以期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4.5月组织心理委员和部分同学开展如何识别抑郁症。

5.组织部分班级及学生参与校“5.25心理健康周”系列活动。

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发言稿篇三

敬爱的老师、叔叔、阿姨：

你们好!

我叫王馨悦，我在这个班级里担任语文小组长和英语小组长，
我非常热爱这个班集体，也非常喜欢这个大家庭。

我平常非常喜欢看书，看书使我增长了智慧，懂得了道理。
我很喜欢看有教育意义的书。如《亲子美德故事》之中的
《刻苦读书的沈约》让我懂得了要作一个爱学习的孩子，高
尔基先生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且，要
写好一篇作文，首先就得多看书，所以我倡导大家要多看书。
我们班语文老师也常常教导我们多看书，让我们领悟出书中
的道理。

我平日在家，除了看书，那就是帮助妈妈做家务，我一般会
帮妈妈洗碗、拖地、收拾桌子，妈妈每天都很辛苦，我们平
日帮妈妈做一些家务，让妈妈休息一下，就能让妈妈高兴，
并且我从中感受到了妈妈的.不容易和辛苦。而且我们已经长
大，自己的事可以自己做。

我平日的兴趣很多。尤其喜欢画画，我画的画得到了同学们
的赞扬。我还喜欢上网，我会上网查询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



知识。我们家比较民主，有事大家一起商量。休息就好好休
息，学习时就认真学习。上课时我认真地把握住这40分钟，
把老师讲的知识牢记在心，晚上回家写好作业，再轻松复习
一下就可以了。我不会去死记硬背，晚上睡觉前，把第二天
上学用的东西检查一遍，肯定不会丢三落四。我也感谢我的
爸爸妈妈给我很大的空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课堂上认真
听讲非常重要，只要课堂上认真听讲，考试肯定能考好。虽
然我的成绩并不突出，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一定能取得好成
绩的。

我也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会努力改正缺点，发挥优点，
不骄傲，继续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我要非常感谢老师的
辛勤工作，老师辛苦了。

最后，我祝愿各位叔叔阿姨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

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发言稿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金色九月，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
又回到了这美丽的校园，我们迎来了紧张而又快乐的新学期，
再起秋风，吹拂着我们跳动的心房。沐浴清晨，我们对新学
期充满了希望。

转眼间，我已进入了三年级，回首两年的小学生活，是那样
的缤纷多彩。敬爱的老师们，使我从一个懵懂的'儿童变成了
品学兼优的少年。我真心地感激为我们的成长辛勤付出的老
师们。我决心，从现在开始，用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学习生活



中去，以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回报父母，回报学校。我相
信这也是我们全体三年级学生的共同心声！

新的学期带给了我们新的希望，带给了我们新的憧憬。新学
期，新气象，我们要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学习生活中：
我们要规范自己的行为，用《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来指导
自己的言行，使自己更加文明;我们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学做品德高尚的人;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树立新的学习目
标，端正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技能;新学期，我们要多读书，
读好书，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去欣赏优秀的书籍，在书海中
遨游，使自己更加优秀。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我们的心中也
已有了自己的理想！让我们整装待发，发扬不畏艰辛,奋力拼
搏的精神,勇往直前吧！

最后,祝亲爱的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全体同学新学
期，新风貌，新姿态，迎接新挑战！更努力、更拼搏、更加
油，学习更进步！

谢谢大家！

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发言稿篇五

活动目的：

1、针对现在独生子女自我意识较强的现象，通过游戏使学生
懂得合作的意义，掌握与人合作的方式。

2、通过游戏，使学生感受到集体活动的快乐，培养学生的合
群性，懂得每个人各有所长，应学会取长补短。

3、通过游戏，让学生明白同学间的合作和协调是使集体和谐
的重要因素，培养学生的协同合作能力。



活动重点：

同学间协同合作精神及合群性的培养。

活动难点：

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合作的重要性及合作的方式。

活动准备：

相同面积的白纸若干、挂图、小口玻璃瓶一个、细线五条、
乒乓球五个。

活动步骤：

活动(一)：试一试。

1、师：今天，我们来做个有趣的小游戏。

2、师准备一个瓶颈较细仅容一个乒乓球通过的小口玻璃瓶，
再用五根细线系住乒乓球，把球放入瓶中。然后请五名学生
上台，每人分别捏住一根细线。

师事先不提醒学生，引导学生自由表现，并引导其他学生认
真观察、思考，在游戏之后请大家一起讨论，回答老师的问
题。

4、针对游戏的结果，根据成败分析原因，找出秘诀。

5、师小结：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

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与合作。许多事情，只有大家合作，
才可能顺利完成。也只有心中有他人，合作才会成功。

6、让学生再做一次这个游戏，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活动(二)：玩一玩。

"传纸"游戏：

1、拿出准备好的面积大于双脚的纸，每张纸面积相等。

2、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做别人的助手，别人也在做
我们的助手，因为人和人之间都要合作与协作才能做得很棒，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大家可不可以通过合作与协作获得成功。

3、师宣布游戏规则：每组6人，男女生各三个。每人脚下踩
纸一张，最后一个手里面还拿一张纸。把这张纸依次向前传
至第一人，放在前方脚能跨到的地方，踩上去。后面的人依
次向前移动，最后的一个人再将空出来的纸往前传，依次重
复，看哪一组先到终点。

4、师提醒学生：传纸必须是后一个学生传到前一个那儿，不
可跳过任何一个人。任何人的脚不可以落在地上，要始终落
在纸上。不可跳，只能跨。

5、进行游戏。

7、全班交流、讨论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