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方案 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方案(精选5篇)

方案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提高组织协调性和执行力以及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方
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下
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方案篇一

青春梦健康心同伴行

20xx年5―6月份

主办：xx学院

承办：学生工作处

协办：教务处校团委后勤处保卫处大健康学院

（一）校级活动

1.开幕式暨趣味心理运动会

2.“最美心灵使者”选拔赛3.青春健康主题辩论赛

4.关注教师心理健康主题活动（见补充通知）

5.心理健康教育先进集体与优秀个人评选活动

6.闭幕式暨总结表彰会

（二）院级活动



各专业学院根据本院学科特色和专业特点，自行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教育等活动，活动结束后
将本院活动相关材料（通讯、简报或总结）及时报学工部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

（一）根据统一部署，各学院、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以保证
本次活动顺利进行。

（二）各专业学院的活动开展由该院心理工作站牵头、院心
理健康部负责具体落实、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兼职教师
为该院提供专业指导。

（三）加强沟通交流，未尽事宜承办方将以补充通知予以告
知。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方案篇二

第一课时

倾听心灵的声音

活动目的：通过宣传心理健康的相关小故事，小常识，让学
生了解心理学，引导广大学生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学会心
理调适的基本技巧，为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积极向上的
心理健康氛围。活动过程：

一、故事大赛（选取关于心理小故事和小常识，关于挫折，
关于励志的文章）。 二、学唱歌曲《明天会更好》 三、健
康知识讲座。

第二课时

畅游心海



活动目的：通过一个个各方面趣味知识，揭开心理学的神秘
面纱，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心理学，增加心理学的趣味性，
使学生更加容易接受。

活动过程：

一、健康知识大赛：做一个箱子，用抽奖的形式，将所有的
题目放在里面，每组派3名代表参加，抽题，答对的现场奖励
一个小礼品，答错则放回箱子（用选择或者判断的形式）。

二、心理大观园——心理学知识、图片展 展览收集的心理活
动图片，心理健康知识

三、心理格言征集活动

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创作心理健康方面的格言，可以是反映
生活，学习、情感等，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30字以内。最
后评选出10条优秀的格言。

第三课时

送上一缕阳光

同学们，在寒冷的冬天，当一缕阳光照耀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温暖、舒适）是的，在寒冷的时
候，在黑暗的时候，我们需要阳光，因为阳光带给我们温暖、
舒适，使我们心情愉快。可是，你们知道吗？并不只有太阳
才能给我们带来阳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太阳，
都会放射出温暖的阳光。同学们，你们愿意做一个小太阳，
给身边的人送上一缕阳光吗？（出示课题：送上一缕阳光）

其实，想要送给别人阳光并不难，只要大家学会一项本领，
那就是称赞别人（板书：称赞别人）



（二）、学习称赞别人的方法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称赞别人还不简单吗？”是这样吗？
咱们请一位同学上台来，大家一块儿来称赞称赞他，看看同
学们会不会称赞别人。

１、同学们都明白了该怎样称赞别人，那么现在请大家拿出
准备好的小卡片，在卡片上给你们这组其余的六位同学写上
一句赞语。受到称赞的同学在卡片背面记录下同学们称赞你
的话。完成后投入“阳光信箱”。２、小组活动、交流。

３、老师从信箱中随意抽去几张卡片，读给大家听，并询问
称赞别人时和被别人称赞时的感受。

（１）当别人称赞你时，你的心情怎样？（２）当你称赞别
人时，你觉得他（她）怎样？

４、给称赞别人称赞的好的同学颁发“阳光小天使”奖牌。
（四）、总结

是的，同学们，让我们去尽情的享受别人对自己的称赞，也
真诚的称赞别人，为身边的每一个人送上一缕温暖的阳光吧！

第四课时

生活对我说

活动目的：通过活动让学生知道一个人的健康不仅指身体的
健康，更包括心理的健康。让学生争做乐观、自信、热心的
健康的人。活动过程：

一、提出困扰，请求同学老师的帮助。

生述：我的学习成绩1—5年级一直比我的好朋友好，可最近
的几次考试我的成绩却都不如他，同学们你们能理解我现在



的心情吗？你们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 同学讨论。

二、通过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领悟道理。

1、出示两个小人：一个是“太好了”，一个是“太糟了”，
平时这两个小人常常在你身边。 2、突然下雨了，他们各想
到了什么？同学自由发言。

（太糟了，我没带伞，又要淋雨了；太糟了，我最爱上的体
育课又上不起来了；太糟了，今天穿的这身干净衣服又要弄
脏了……）

（太好了，农作物可以“饱餐”一顿了；太好了，这场雨可
以冲洗一下城市的灰尘，给我们带来清新的空气了；太好了，
雨中的景色特别美……）3、两种想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4、讲故事。

一家有两个小孩，大孩子整天愁眉苦脸，泪水不断，另一个
却整天笑口常开，健康快乐。爸爸就感到非常奇怪了，同样
地对待这两个孩子，怎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表现呢？ 一天，爸
爸就特意买了一大堆的玩具悄悄地放在了大孩子的卧室里，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让他也开心一下，乐一乐；爸爸又放了
一堆狗屎在小儿子的房间里，想让爱笑的小儿子也生一次气。

6、生活中你遇到失败或在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会如何想呢？

7、出示一张大白纸上面有一个小墨点，白色代表快乐，不快
乐只是一个小墨点，可很多人只注意了墨点。 三、小结。

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特别是面对失败和逆境的时候也要微
笑着说：“太好了！”，保持乐观的心态。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方案篇三

三、活动主题: “走进幸福的成长季节” 四、活动目的：

1、引导学生发现并体验成长的快乐，激发学生热爱生命，热
爱生活的健康情感。

2、潜移默化地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信
心和上进心，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为学生的成长提供
一个和谐发展的平台。

副组长：华彩菊 翁鲁芦

（一）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启动仪式（6月1日）启动仪式发
言动员讲话 宣布活动月安排 校园内挂横幅 “关注心理健康、
构建和谐校园——戎徐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月”（二）具体活
动安排 成长不烦恼（学生篇）1、学科渗透：

各学科结合学科特点，有意识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2、
心理教育主题课

通过面谈方式解决学生的实际心理困惑，努力帮助学生营造
健康的人生；

4、青春期教育辅导讲座 活动对象：五、六年级女生

活动时间： 6月9日中午12：30—13：10 活动地点：多媒体
教室

5、“走进成长季节”诗、书、画比赛

活动时间：6月15日下午1：20开始 活动要求：

（1）、游戏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孩子们的安全，需要



辅导员对游戏的充分了解并合理组织。

活动对象：一、二年级（每个班级8男8女）目的：培养团体
协作精神，合作心理

活动对象：三、四年级（每个班级10男10女）目的：培养信
任心理

活动对象：五、六年级（每个班级5个人）目的：培养协作互
助的心理品质

过程：准备5张晚报大小的报纸、双面胶，制作大纸环。5人
都站在大纸环里，一起前进。先到达终点者为胜。（中途大
纸环不能断开）

教师心理加油站（教师篇）1、组织心理教育理论学习。2、
教师心理健康讲座 3、注重对教师的心理的疏导，通过谈心、
活动给教师选系情绪，调适身心。

亲子乐园（家长篇）家长会（结合期末家长会）

2、总结活动过程中的得失，为下一个活动月做准备 快乐暑
假 活动延续 1、暑期推荐学生阅读有关感恩他人、和谐相处、
感悟幸福，分享快乐的文章，并让学生写心得体会并进行习
作评选。2、心理手抄报比赛 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方案篇四

为了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
我校以“阳光心灵，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系列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通过本次活动，以加强师生心理素质教育，促使
师生科学地认识心理健康，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学习心理调
适的基本技巧，努力营造“人人关注心理健康，人人参与心
理健康”的良好氛围，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进一步广泛深



入地开展。

阳光心灵，快乐成长

“我健康，我快乐”

1、面对全体学生，开展预防性和发展性为主的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引导学生关注心理健康，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2、面对全体老师，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教师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普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
技能。并通过维护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提高教师个人职业
心理素质。

组长：吴升华

副组长：陈凤罗婷玉

20xx年11月

心理咨询沙发；照相机；话筒；报纸等。

一、宣传小学生心理健康知识

内容包括；

1、小学生如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小学生自我情绪调节的途径。

3、如何建构良好的同伴关系。

4、我校学生感恩操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照片

宣传方式：



1、国旗下讲话。

2、红领巾广播站。

二、“感恩母校，放飞理想”团队心理辅导活动（负责人：
罗婷玉）

（时间：20xx年11月20日下午（心理咨询室）

参与人员：全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方案篇五

为进一步加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减少疫情对学生造
成的心理问题和负面影响，帮助小学生们尽快适应开学后的
学校快节奏生活，学校特制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案。

组长：xxx

副组长：xxx

成员：各班主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小学生缺乏足够的生活阅历和必
要的心理准备，稳定的内在心理平衡被打破，且长期居家会
导致许多学生产生焦虑、烦躁、恐慌等不良情绪；前期采取
线上教育、居家上课等方式导致部分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学习效果差等问题；师生返校后也可能会因为新的人际关系、
教学模式、教学速度和学业负担、考试压力等带来的敏感、
紧张、焦虑、抑郁、狂躁等心理问题。消除疫情对师生心理
健康的不良影响，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适应返校后的工作学
习和生活，克服心理障碍，学会情绪管理和心理调适，是当
前乃至今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做好特殊时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班级要充分利用宣
传栏、黑板报、微信、钉钉、班会等，开设心理健康教育，
介绍心理健康普及性知识、突发事件的应激反应与应对、心
理调适方法、心理重建等相关知识；发布疫情防控知识、心
理防护知识、心理科普文章等，推送心理健康教育微课，引
领广大师生增强自我心理保健意识，积极面对环境与身心变
化，增强心理韧性。

（二）做好特殊时期心理辅导。各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因疫
情产生的各种应激反应和延期、较长时间的居家封闭带来的
心理变化，以及返校后知识衔接困难、跟不上课程学习节奏、
成绩出现落差等学习心理问题。返校后，要针对共性问题开
展环境适应、压力应对、情绪管理、亲子关系等团体心理辅
导，最大程度地预防和消除学生因疫情、延期开学而产生的`
心理行为问题。班主任要构建和谐的班级氛围，开展心理健
康主题班队活动强化学生心理建设，多与学生情感交流，多
留意学生的情绪和状态，对待学生要亲和，多与学生沟通和
交流。

（三）做好学科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各学校要有意识挖掘学
科知识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在各学科教学中关注学生心理、
呵护学生自尊，建立平等、尊重、激励的课堂心理氛围；要
充分利用班会、校园活动、社团活动等各种活动，挖掘此次
疫情的积极正面教育素材，引领学生树立胸怀祖国、珍爱生
命、责任担当、尊重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促进
人格健康发展。

（四）做好特殊时期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各地各学校要关
心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学校要科学合理安排工作任务，给予
教师充分的理解、激励与情感支持。返校后，适时适当开展
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着重加强教师心理健康的自我维护、
心理辅导理论与方法、特殊时期学生主要心理问题及其识别
与应对等的培训，促进教师放松减压，增强教师心理健康教
育意识。



（二）完善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进一步细化心理危机干
预工作流程，完善心理危机应急预案，确保在心理危机事件
发生的第一时间，做到多岗联动、调度到位、密切配合、无
缝对接、措施有效。

（三）加强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效。班主任在日常工
作中要加强对学生心理现状的关注，将班团队活动和心理健
康教育内容有机结合，从健全学生人格和减少心理困扰的角
度积极开展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鼓励有心理困扰的
学生主动勇敢寻求帮助。班主任要加强与家长的联系沟通，
发现学生情绪波动、行为异常，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和思想
工作。各学校要定期举行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交流
会，分享班主任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切实提高心理
健康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四）健全家校社心理健康教育协同机制。学校要充分发挥
学校在家庭心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帮助家长增强自身心理
健康意识、树立科学的教养观念。加强与家长的日常沟通联
系，指导孩子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劳逸结合，提升家庭心理
健康教育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