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服务宣传 健康运动活动方案(优秀6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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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服务宣传篇一

通过跳短绳活动，激发教师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增进心肺功
能，增强腿部力量，提高灵活性、协调性和耐力，达到锻炼
身体的目的。

1、20xx年3月1日起前三周为练习阶段，每天上午大课间和下
午第四节课规定活动时间内各位教师(除怀孕教师外)进行跳
短绳自我练习。

2、第四周的周一(3月23日)起，一周内在下午第四节课内由
工会委员、工会组长负责组织进行比赛，决出成绩。

体育馆内

1、各工会小组全体教师都参加比赛(如生病、怀孕等特殊情
况除外)。比赛时间为1分钟，记取所跳个数。

2、比赛顺序不限，先到先跳。

3、各教师按指定的位置上场作好跳绳准备，当裁判下达比赛
开始指令，方可进行跳绳，跳完绳后站在原地，待裁判员登
记好成绩后，方可离开。

4、本次比赛分设团体奖和个人奖。



团体奖：把各组所有参加跳绳教师的跳绳个数相加起来的总
和取平均值，平均值高者名次前。

团体奖设一、二、三等奖和团体参与奖。

(参与人数未达应参与数的小组取消团体奖参评权)

个人奖

1、团体赛个人奖在团体比赛中取男、女各5名，按跳绳个数
多少计算，个数多者获奖。

2、花式跳绳擂主奖设花式跳绳各项目擂主男女各一名，欲争
擂主者在主题月内自主叫工会文体委员杨峰老师记录成绩，
可重复测试。3月31日终止。

健康服务宣传篇二

阳光伴我成长，健康随我同行。

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为学生搭建起锻炼心理品质、
提高心理素质的平台，全方位地加强对我系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

全体师生

能动学院心协

5月15日~5月28日

活动一：心理测试

地点：

一、三食堂门口，小树林均可



人员工作分组：一组帮助同学测评，一组对测评结果分析

活动二：心理征文大赛

一、二、三等奖。最后颁发奖状，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
三等奖6名。（建议将此次比赛要与校方联系，使之成为校级
的有效评比）

活动三：游戏大闯关

内容：

1、现场找10位同学分为2组，进行千千结和用吸管传皮筋的
游戏，最快完成组每人加一分。

2、工作人员在手中拿5跟绳子，让同学们给人抓一边，一根
绳上的2人分为一组。

3、一组发一个气球，两人最快压破的队加2分。

4、进行知识抢答，最快答对的组一题加一分，问题在5个左
右。

5、抱抱游戏，两人中的一方能把另一方抬起的组加2分，抬
起方式只要不借助外力或外物，无论抱起、举起、背起等都
可。

6、将得分进行排名，进而发放小礼品。

活动四：愿望瓶

内容：号召过往同学将自己的愿望写在小纸片中，折成千纸
鹤，投入愿望瓶，随后赠送小礼品。

50元以下



健康服务宣传篇三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意见》和学校《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意见》，迎接“5。25”全国大学生
心理健康宣传日，扩大对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的宣
传，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氛围，根据北
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高教学会大学生心理
咨询研究会的部署，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中心将在5月份开展
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

5月

自信、关爱、和谐

（一）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研讨会

1、研讨主题（备选）：

（1）动员多方力量，推进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网络体系有效运转模式

（3）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

2、会议时间、地点：5月下旬，第四会议室

（二）举办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

1、主讲人：其他高校心理咨询教师、相关专家

2、讲座次数：4次，每周一次

（三）开展院系学生心理委员工作论坛



1、时间地点：5月下旬，科学会堂

2、参加人员：各院系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工作小组成员
和班级心理委员

3、讨论议题：学生心理委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四）排、演心理情景剧

时间地点：5月下旬，科学会堂

（五）制作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展板，在学校及学生公
寓展出

（六）组织各院系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竞赛

（七）邀请回龙观医院志愿者来我校现场咨询，

（八）开展大学生心理素质拓展训练活动

（九）心理电影赏析

（十）共享心灵的图书

（十一）发放心理测量表

（十二）其他活动

健康服务宣传篇四

一、组织领导：

总指挥：xxx

副总指挥：xxx



成员：全体中层干部

承办：校工会

二、印刷宣传资料：标志、主题口号、枣强中学全民健身活
动方案

三、本校男、女乒乓球团体赛(9月1日-10日)，分年级部报名，
每队限报男、女队员各三名，截止日期8月30日前报工会办。

四、组建教工篮球队，参加教文体局组织的比赛(9.12-9.15)

五、号召全体教职工，利用家属院的健身器材、体育场等现
有条件，积极参加科学锻炼身体。

六、学校教工专用篮球场一个，乒乓球台两副，乒乓球室两
间，课余时间全部开放。

七、健美操室一个，学校组织教练，节假日、课余时间培训，
自愿报名参加。

健康服务宣传篇五

小班幼儿健康教育是教师根据幼儿个体身心发展的特点，以
改善幼儿的健康态度、培养幼儿的健康生活习惯为目的的幼
儿健康教育活动，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小班健康活动方
案的相关资料，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活动目的】

1、知道吃了太多甜食物会影响身体健康。

2、知道爱吃什么有助于健康。



【活动准备】

教育挂图，《不吃太多甜食》

【内容与指导】

1、教师出示糖果或甜食品后讲述故事导入课题。

师：小朋友!老师手里拿了一些什么啊?(糖果、饼干等)那小
朋友们爱吃吗?(爱)。

2、教师讲述故事《不吃太多甜食》，幼儿倾听。

师：小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听一听到听到了什么?

3、教师出示挂图《不吃太多甜食》引导幼儿观察图中的内容，
并回答教师问题。

(1)玲玲和强强爱吃什么?(只爱吃甜食)不爱吃什么?(不爱吃
饭和菜)他们看见一座什么样的甜房子?他们两个是怎么做
的?(用糖果、巧克力和奶油蛋糕做的房子，把房子吃了)

(2)玲玲和强强吃掉了甜房子，为什么哭了?(牙疼)4、教师小
结并讨论不能吃太多并说说吃多了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师：如果老爱吃甜食物就会有好多不好问题出现。

(1)饭菜吃不下，蜜蜂会叮咬，蚂蚁会爬到脸上等，

(2)会长成小胖子，会蛀牙等。

5、活动总结：

小朋友们!那以后你们要不要只爱吃甜食物，不爱吃饭拉，如
果还这样的话，身体就会越来越差的!所以我们要每次要吃也



只能吃一点点!

6、活动结束。

一、设计思路:

小班幼儿刚入园,吃饭时,我请幼儿去洗手,他们会有各种理由
不去洗,“我洗过手了,我在家里洗的。”“图书是干净的,不
脏。”“衣服不脏,妈妈刚给我换的。”“玩具多漂亮呀,不
脏。”当我告诉幼儿这些东西是脏的,洗干净的小手摸到它们
也会变脏时,幼儿会听从我的建议去洗手,但同样的事情、同
样的理由以后还会出现。用小毛巾擦一擦,把幼儿认为干净物
品上的“脏”东西从隐蔽的状态显现在眼前,幼儿真正理解
了“脏”的概念,才会把老师的要求,转化为自己的愿望,有效
地转变自己的行为,养成爱洗手的习惯。

二、活动名称:该不该洗手

三、活动目标:

1、知道周围的许多东西是不干净的,许多脏东西是看不见的,
吃东西之前愿意洗手。

2、引导幼儿关心周围的人,愿意与周围的人分享自己的'食物。

四、活动准备:

1、好吃的食物一袋;白色湿毛巾;玩具、图书等物品。

2、刚刚洗过手,分三组坐在桌旁,看图书、玩玩具、聊天。

五、活动过程:

1、情景设置:大班哥哥姐姐送来好吃的食物



师:你是哪个班的小朋友?到我们班有什么事吗?

大班幼儿:我是大班的小朋友,给弟弟妹妹送晚点来了。我们
吃晚点时,觉得幼儿园的晚点太好吃啦,想起小班弟弟妹妹还
没有吃过,一商量,大家就派我把好吃的晚点送来啦。

师:哥哥姐姐真好,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不吃,给我们小弟弟小妹
妹吃,我们应该说什么呀?(谢谢哥哥姐姐!)

2、请幼儿闻一闻晚点的味道,激发幼儿想吃好吃的的愿望。
引导幼儿商量吃的方法。提问:

1)哥哥姐姐送来的好吃的真香,谁想吃呀?请幼儿将桌上的物
品收到架子上。

2)这么多小朋友都着急吃一袋好吃的,我们怎样做才能快点吃
到呢?

3)小朋友现在能吃好吃的吗?为什么?

4)谁不愿意去洗手?为什么?(手不脏,手没摸脏东西,周围的物
品不脏。)

3、小实验:它们干净吗

用白色湿毛巾擦拭幼儿认为干净的物品如:图书、桌椅和玩具
等,引导幼儿观察并发现毛巾颜色的变化。

结论: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不干净的,许多东西脏了,小朋
友用眼睛都看不出来,脏东西还会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呢。干净的小手,摸了这些东西就不干净了。

提问:

1)毛巾为什么变脏了?脏东西是哪儿来的?(图书、桌椅和玩具



是脏的,毛巾一擦,脏东西就跑到毛巾上。)

2)刚才小朋友为什么说它们是干净的?(看不见)

3)小手洗干净后,再摸图书、玩具、桌椅和衣服等东西,还干
净吗?

4、小朋友洗手,品尝食物,引导幼儿将好吃的送给客人吃。

哥哥姐姐有好吃的东西,想着送给我们小弟弟妹妹吃,他们真
好!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午睡习惯：不蒙头、不趴睡;

2、使幼儿能区分不同的音乐情绪，在音乐中入睡和起床;

3、以游戏的方式激发幼儿主动、愉快入睡。

【活动准备】

1、用及时贴自制七色花若干;

2、录音机，优美舒缓及活泼的磁带各一盘。

【活动过程】

1、激发兴趣：

(出示七色花)师：小朋友，这是什么花?(引导幼儿认识七种
颜色，说出名称"七色花")知道是从哪来的吗?(孩子们讨论)

小结：告诉小朋友一个秘密，这是小仙女送给咱班甜甜小朋
友的七色花，因为呀，甜甜午睡可好了。小仙女就悄悄地送



给了她一朵七色花。

2、提出午睡要求：

(1)小朋友要把小鞋分清左右整齐地放在活动室里;

(3)只要小朋友不讲话，不玩别的东西，闭上眼睛听着音乐一
会儿就睡着了。

3、播放《摇篮曲》声音由大到小直至消失，教师指导幼儿入
睡。

师：老师发现有的小朋友睁着眼睛。那样，小仙女就不会来
了。只有等小朋友都睡着了以后，小仙女才会悄悄地把美丽
的七色花放在小朋友的枕头底下。

4、教师扮做"小仙女"将七色花放在午睡好的幼儿枕头下。

5、播放欢快音乐，声音由小到大，幼儿陆陆续续起床。

6、寻找七色花：师：小朋友找找看，小仙女送给你七色花了
吗?(孩子们在枕头下找到了美丽的七色花，互相观看，欢呼，
高兴极了)

活动总结：

健康服务宣传篇六

佛洛伊德曾说过：“早期的心理健全对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很
重要”。成年期许多心理健康源于他的儿童早期，儿童早期
的心理健康，它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健康发展。而3―6
岁是幼儿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幼儿的心理发展
会直接影响着他的生理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幼儿的心理
健康教育。



具体实施：

1、设立心理角：针对不同年龄心理教育的目标，创设、选择
适合幼儿操作的，有利于心理品质优化的环境与材料，如：
某幼儿园的“快乐心情小屋”，教师将小朋友带来的有趣的
玩具与图书，放进去，让孩子在游戏时间进去分享，交流快
乐的事情。

2、幼儿园设立游戏室（角）：通过游戏，让幼儿自发地、自
然地将自己的心理感受与问题充分表现出来，并获得情绪上
的松弛，最终认识自我，学分控制自我。个体性的游戏矫治
对解决由幼儿本身的情绪而导致的问题比较有效，而集体性
的游戏矫治对解决由社会适应困难引进的问题较为有效。

3、建立幼儿心情日记：为每位幼儿准备一本心情日记，在每
天适当的时间请小朋友记下自己今天的心情，并与老师、同
伴分享、交流，学会面对不同的心情，丰富幼儿生活中的情
感体验。

1、每学期对教师进行三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培训。（形式
不限，听讲座，看录像，观摩心理教育辅导课等等）

2、上好健康教育课。教师备好心理健康教育课教案，并组织
听课。

3、组建教师心理咨询志愿者队伍。

4、在幼儿的生活学习中注重培养孩子

（1）生活活动

孩子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时有流露，教师要善于抓住机会，
随时随地进行培养，这种培养要既有群体性又有个别性。如
在生活角里开展系鞋带、扣纽扣、叠手帕；午睡起床后两人



互叠被子等，这样既锻炼了幼儿的自理能力，又感受到了相
互合作的快乐感。如去敬老院慰问老人，从而教育幼儿尊敬
老人。开展亲子活动，体会父母爱自己的情感，从而教育幼
儿爱自己的父母。鼓励孩子周日串门，既培养幼儿的交往能
力，又培养幼儿热情、开朗、以及合群性。

（2）学习活动

学习活动是幼儿的.生成性活动和预设性活动的有机结合，它
为幼儿的经验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在活动中，老师
要有目的地渗透一些心理健康的内容，并体现在教育的全过
程之中。如：小班计算教学活动中的图形分类。活动中，老
师将能力强和能力弱的孩子分在一起，他们只有相互合作，
才能将同类图形归在一起，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合群性。

5、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

1、同伴引导法

教师尽量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环境，引导幼儿与同伴交往，使
他们从小养成大方、合群、热情开朗、团结友爱的心理。在
游戏中为了培养幼儿的合作精神，老师将合作能力强的幼儿
和合作能力弱的幼儿一起游戏，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例如：
体育活动的小组竞赛；日常生活中的共抬桌子、整理玩具、
收拾积木、互叠被子等必须共同商量，才能顺利进行。

2、角色互换法

在一定的情景中，或在感受一定的情绪体验后，进行角色互
换来体验自己处于别人位置时的感受。如：小班孩子在角色
游戏中，他们很喜欢扮演大人的角色玩娃娃家的游戏来照顾
娃娃，于是，组织孩子们一起做“喂娃娃吃饭的游戏”，通
过角色互换，将吃饭这一生活行为，通过孩子们自己的行为
和语言而牢记在心。通过儿歌“小宝宝，来来来，张开嘴，



吃一口，一调羹，一勺饭，嚼一嚼，往下咽”不断地引导和
鼓励，教会小班孩子们逐步学会了用小调羹自己吃饭了。

3、情境表演法

把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通过情境表演让幼儿观看，在情境中
让幼儿感受自己处于别人位置时的情绪体验。如幼儿在日常
生活中常常遇到玩具被抢的问题，于是针对这一情况，设计
玩具被抢的情境表演让幼儿观看。通过观看，孩子们知道好
玩的玩具大家一起玩，并让幼儿明白长时间哭闹不利于身体
健康，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通过观看和讨论，孩子们掌握
了解决矛盾的方法，以及如何保持良好的情绪。

4、游戏法

在游戏中通过角色扮演，有助于驱除“自我中心”，了解自
我与他人的区别，使幼儿良好的心理得到健康的发展。

与家长多沟通，利用幼儿园的家园之窗、家长园地、家园联
系册、向家长开放半日活动等，让家长及时了解幼教信息，
从而家园同步对幼儿进行有的放矢地实施教育；针对部分家
长组织一些培训。（形式不限，听讲座，看录像，观摩心理
教育辅导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