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小班 幼儿园
健康教育活动方案(精选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风
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
施。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
大家阅读。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小班篇一

1、通过故事，幼儿初步理解什么是孤独。

2、能够正确认识独孤，并学习如何远离独孤，走向合作。

3、通过连体人、背靠背、两人三足这三个相关合作的游戏，
幼儿感受与人合作的快乐。

4、通过此次课程学会分享与合作。

一组讲述孤独兔子故事的幻灯片，几张挖了两个洞的报纸以
及废旧的纸盒皮等等。

1、活动引入：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个关于小兔子的故
事，小朋友们以前一定是没有听过的，因为这个故事是最近
才刚刚发生的哦。所以接下来小朋友们就要认真听清楚啦，
因为小兔子最后需要小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教师边播放幻灯片边从其中的图片讲述小兔子的性格遭遇。
故事概况：从前有一个小兔子，由于平时自己一个人在家，



所以都很少出去和别的小伙伴们做朋友。

2、针对故事中的问题，让幼儿自由进行回答，然后教师再归
纳出几个有意义的回答让幼儿参与讨论。并从讨论中得出幼
儿的回答是否可行，以后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合作。

3、设计游戏让幼儿体会合作的快乐。

游戏一：连体人。

游戏规则：幼儿自选同伴，两人一组。将挖好两个洞的报纸
分别套在两个人的脖子上，将两人连在一起。两人一组沿着
教师指定的路线走、跑、过障碍物等。如果报纸中途破碎则
停止游戏，以报纸不破碎者为优胜。

说明：障碍物可以是某个特定的纸盒铺成的.小路，或者是教
师自行画的圈圈之类的。

游戏二、背靠背。

游戏规则：幼儿自选同伴，两人一组。让幼儿两两背对背坐
下，两腿伸直，双手臂向后互相钩住，然后试着站起来。

说明：这个游戏教师可以划定一些范围，首先把全班幼儿分
成几个大组，然后每个大组派出两个小朋友进行游戏，剩下
的小朋友为自己的组员加油。轮流着进行。

4、通过上面的游戏，小朋友们在玩完之后分小组分享感受。

教师叫几个小朋友代表进行讲述自己小组的体会。教师：小
朋友们刚才玩游戏的时候都很开心，都知道怎样去跟自己的
小伙伴好好合作与沟通，所以呢，可以看出我们班的所有的
小朋友都不是孤独一个人的。



那么刚才故事中的小兔子呢，在你们玩游戏的时候悄悄的告
诉老师它通过你们热心的帮助已经找到自己的小伙伴啦，所
以不再孤独一个人了，于是呢，最后就能够安全的和小伙伴
互相合作逃离火灾现场了。它呢，要老师谢谢小朋友的热心
帮助!

5、活动结束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小班篇二

教育为主，重在预防，及时干预，维护广大师生的心理健康。

开学前后，对全校师生进行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认真记录，
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们依据工作原则做好保密工作，在工作
中与各专业部部长、各班班主任积极沟通，及时掌握相关情
况，以便能够及早发现问题，早些对师生实行心理危机干预
措施。

建立特别档案，重点分类、管理，定期与学生所在班级的班
主任、家长沟通和交换意见，与教师所在的专业部部长、教
师家属沟通和交换意见，记录每次的谈话内容，以便追踪性
地进行心理干预。

编写有关疫情期间涉及开学准备和开学之后师生心理自我调
适的宣传资料，并尽量做到提纲挈领、简单明了、科学有效、
切实可行，确保传递到每一位师生。

当师生出现心理异常情况或心理危机时，要迅速及时报告才
能有效地干预和处理。按照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规定，我校建立师生心理异常和危机的报告制度。在
校内当发现有师生出现心理危机或心理异常时，学生则向班
主任、政教处报告，教师则向校党政办公室报告，政教处、
校办应立即上报校心理咨询中心和分管校领导。



如情况危急，任何人都应立即上报校级主管领导，如迟报、
漏报、瞒报重要情况，将追究相关人员的相应责任。

（一）对心理危机的'重点干预对象及时进行危机评估与干预：

2、情绪低落抑郁者（超过半个月）；

3、长期有睡眠障碍者；

4、过去有过自杀的企图或行为者；

5、有明显的精神障碍者。

（二）干预措施如下：

1、学校心理辅导教师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干预；

2、立即通知当事人的家属、家长或监护人；

3、情况严重的送往医院救治或让家长将学生领回家中实行24
小时监护，教师则让家属领回家中实行24小时监护。

4、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5、对学生所在寝室或班级的同学们进行情绪处理和心理疏导，
实行相应的安抚措施，避免更大范围的急性心理危机。

6、加强对当事人危机后的安全保护和心理恢复工作，防止意
外事故的复发。

对于因心理问题住院治疗或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或因心理
问题住院治疗或居家休养的教师申请恢复工作时，要向学校
提供由专业医疗机构提供的康复证明，若有精神问题的师生，
必须由县级以上公立精神专科医院鉴定确已康复后方可办理
复学或恢复工作手续。复学或恢复工作后，学校心理辅导老



师应对其进行定期心理检测。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小班篇三

1、萌发爱护水资源的情感。

2、知道水被污染了，生物就不能生存。

3、练习钻过70厘米高的障碍物。

1、经验准备：掌握初浅的环保知识。

2、物质准备：拱形们4个，鸭子胸饰若干(与幼儿人数等同)、
两条长松紧带、各色废旧彩色印刷纸小鱼若干(数量为幼儿人
数的2—3倍)、小盆4只、录音机、磁带。

重点：萌发爱护水资源的情感。

难点：能正确协调地钻。

一、开始部分

老师当鸭妈妈，小朋友当小鸭，鸭妈妈带领小鸭听音乐锻炼
身体。学小鸭子的动作(伸翅膀、捉鱼、走路、游泳)

二、基本部分

1、自由探索并学习新动作：

(1)让幼儿做示范钻拱形门，让所有幼儿自由地在拱形门下玩
耍后。

(2)教师提问问题让幼儿回答。

(3)根据幼儿所说教师总结，得出动作要领：“双膝弯弯，腰



弯弯，低着头儿钻钻钻”教师带领幼儿空钻。

(4)幼儿边念儿歌边让个别幼儿做示范。

(5)幼儿边念儿歌边自由来回练习钻。

2、游戏“快快逃出污染区”：

(1)教师示范，讲解游戏玩法：游戏开始让幼儿站成两队，按
顺序依次钻过两条松紧带后，跑到河边抓一条鱼，然后钻回
来将小鱼放入各组的脸盆内。

(2)教师带领孩子游戏：等到把小鱼抓完后，鸭妈妈带领小鸭
自由自在地跳下水去游泳，等到教师敲小铃发出警报
声：“不好了，遇上污染区了，快快逃离!”小鸭马上从原线
路钻过山洞逃回到起点。

(3)幼儿游戏，教师强调游戏规则：小鸭必须从原线路返回，
要求不能碰到松紧带;逃离时不推不挤，不和同伴碰撞。

三、结束部分

1、师：“能干的小鸭们逃离了污染区，要是不及时逃离，会
发生哪些后果呢?为什么会有污染区?”

2、教师小结：“小鸭们逃出了污染区，真是很幸运，所以我
们大家应该携起手来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让我们的小鸭在
清清的水里快乐地长大。让我们来跳舞放松放松吧!

提醒家长带领幼儿在各自居住的'小区周围寻找污染区，探询
被污染的原因。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小班篇四

通过体育活动，培养体育兴趣和锻炼的习惯，促进学前儿童
身体发育，增强体质，并促进学前儿童智力、品德、心理素
质和交往能力的发展。在幼儿园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
动，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1）体操：包括徒手操、轻器械
操、模仿操等（各年龄班具体内容见户外体育活动设计流程
体操部分）。

教育和训练学前儿童养成维护公共卫生的意识和习惯。让学
前儿童参与力所能及的公共环境的清洁卫生活动，遵守公共
卫生准则，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地大小便，
不破坏公共卫生设施，懂礼貌、讲文明、不打扰他人等。

让学前儿童懂得常见食物对机体生长发育的作用，知道营养
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愉快地进餐，定时定量，
不挑食、偏食或过食，细嚼慢咽，不撒饭菜，用自己的食具，
饭前洗手，吃饭前后不做剧烈运动等。

6.疾病与意外伤害的预防教育 让学前儿童初步了解身心疾病
和缺陷的预防知识，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积极主动地接受
医生体检和预防注射，认识到传染病不仅引起自己得病，还
可以传染他人，初步懂得一些预防措施。

意外伤害包括了意外事故和人为伤害，通过安全教育，加强
学前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发生意外伤害进行自救和向
成人求救的方法及措施。

7.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教育

让学前儿童认识自己的性别，并对自己的性别产生正确而恰
当的认同，防止“性混淆”。对学前儿童提出的性问题要自
然、简略、科学的回答，不回避、不说谎、不指责，让学前
儿童懂得存在男女差别是很自然的事，是没有什么神秘和可



怕的。注意纠正学前儿童的一些不良习惯，如玩弄生殖器。
学前儿童的性教育可以从动植物的生殖现象入手。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小班篇五

本学期我园的卫生保健工作将以《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
理办法》和《幼儿园保健工作规范》为工作依据，根据xx市
妇幼保健所及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按照我园园务计
划的具体工作要求与安排，严格执行《苏州市托幼机构卫生
保健合格评审细则》中的各项规定，加强对食堂、保育员、
教师和家长进行卫生保健知识的培训学习，不断提高全园保
教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保教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使全园同心
协力把卫生保健工作做得更好，保障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

(一)加大一日活动中卫生保健工作的管理力度。

1、耐心细致做好晨检工作，晨检做到：“一摸”、“二看”、
“三问”、“四查”，写好“晨检反馈表”将有关晨检信息
及时反馈到各班。严格把好传染病入园关，杜绝幼儿将危险
物品带入园。班级做好二次晨检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班级和保健室做好患病幼儿的全日观察记录。

2、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活动，活
动中要坚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原则，有计划、有目的、
有步骤地进行，同时还要照顾到个别特殊幼儿，如体弱多病、
精神状态不佳、情绪不稳、胆小怕事、活动量特大等，班级
写好体弱儿个案管理记录表。

3、每天确保两点一餐的合理供应，每周自制点心三次。让幼
儿在整洁、愉快的环境中进餐，培养幼儿不挑食、不偏食、
吃尽饭菜的好习惯，鼓励幼儿添饭，照顾好班级肥胖儿和体
弱儿的进食。饭后漱口、擦嘴，组织幼儿餐后散步。

4、午睡时，当班教师要加强午睡的组织和管理，确保120分



钟的睡眠时间。幼儿午睡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加强巡视，注意
每个角落、每张床铺、每个幼儿，对一些体弱生病的幼儿给
以特殊的照顾和关怀。起床后，要注意孩子的衣着的整齐情
况，同时应加强幼儿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

5、各班要把好幼儿盥洗入厕关，教育幼儿不拥挤，注意安全，
养成良好的盥洗方法和习惯。

6、抓好离园关，离园前教师要加强安全卫生教育，让幼儿穿
带好自己的衣物用品等，师生间相互道别，老师将班上的每
一个孩子交到家长的手中做好交接工作。使每一位幼儿高高
兴兴来园，平平安安回家，确保万无一失。

7、一日活动要动静兼顾，活动中要营造宽松、和谐的精神环
境，建立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坚持“保教并重，共同提
高”的宗旨。

(二)认真做好各类消毒工作，严格控制多发病、传染病的发
生和蔓延。

1、各班级保育员各负其责搞好园内卫生，确保幼儿园内外环
境无卫生死角。

2、幼儿常用物品的消毒工作严格按照新下发给各班的“幼儿
园常用物品消毒常规”和“幼儿园消毒制度”执行。保育员
要使用好班级消毒柜、紫外线消毒灯、“8.4”消毒液等消毒
用品。

3、新入园幼儿的预防接种卡查验、登记、和发放补种通知单
等工作有了新的变化，本学期我园将严格按照教育局和卫生
局的文件要求做好20xx年度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系统的有
关工作。随时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切实加强多
发病、传染病的预防工作，一旦发现幼儿患传染病及时隔离
治疗，彻底消毒并报告有关部门妥善处理。



(三)加强膳食管理。

1、认真验收xx市教育局教育装备统一配送来的师生食物用料，
并做好登记、索证工作，确保食物新鲜，数量到位。

2、制定全面、合理、均衡的食谱，精心烹饪幼儿饭菜，确保
加工质量，认真做好营养分析工作，按要求召开膳委会会义，
保证幼儿必需的营养需求。

3、食堂做好饮食卫生安全工作，做好生菜和熟菜的留样，做
到48小时留样备查，严防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4、师生伙食严格分开。每月做好幼儿伙食费的结退工作。

(四)重视健康检查。

1、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橱窗、讲座等)。

2、对体弱儿、肥胖儿在建立专案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
指导。

3、期初、期末做好幼儿身高、体重、视力、龋齿的测试统计
分析工作，了解幼儿生长发育动态以及健康状况，发现问题
及时采取有关措施。

4、确保新入园幼儿常规体检率达100%，加强对疾病矫治的管
理，管理方法得当有效并有记录。

5、做好全体教职工的体检工作，确保体检率100%，若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五)强化安全保卫措施，全面提升安全系数，确保幼儿安全。

1、全体教职工一切活动均以孩子为中心，“安全第一”警钟



长鸣。根据每月安全检查情况和每周安全检查情况表落实整
改措施，杜绝园内的事故隐患。

2、保安严把“大门”关，确保监控设施和ck报警正常。家长
凭接送卡接送孩子，确保幼儿的安全。

3、加强对幼儿的.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各班要
及时做好安全、健康教育记录。

4、利用橱窗和家长会等形式对幼家长进行幼儿安全方面的宣
传教育，避免园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5、定期开展好园内安全演练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
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六)召开卫生保健会议和培训工作

1、每月及时召开卫生保健有关会议。

2、及时做好教师、保育员和食堂人员的园内培训工作。

3、联合当地卫生院做好家长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

(七)使用好儿童保健管理信息系统软件。

1、进一步加强对卫生保健资料的积累及统计、分析工作，力
求完整正确。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资料，提供依据。

2、对有关数据做到及时上墙、上网公布。

3、按照《苏州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评审xxx资料索引》
整理归档卫生保健资料。

九月份：



1、认真做好各方面卫生、消毒工作，迎接幼儿入园。

2、做好学校安全卫生的自查工作，接受市场监管局的检查并
做好有关整改工作。

3、制定好本学期我园卫生保健、保育员工作等有关计划。

4、做好中大班插班生的入园体检工作。

5、做好20xx年入托入学幼儿预防接种电子查验补种系统的相
关工作。

6、做好全园幼儿的身高、体重测量及评价工作。

7、筛选出体弱儿及肥胖儿并做好个案建档工作。

8、进行安全检查，对全园电器、大型玩具等进行检查，确保
幼儿在园安全。

9、各班加强对幼儿进行安全、卫生教育，建立良好的生活卫
生习惯。年级组制定出安全、体锻、及健康教学计划。

10、下发食堂、各班级有关卫生保健资料方面的表格。

11、加强对保育员一日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开展保育员业务
培训一次。

12、幼儿疾病矫治和家园联系一次。

13、全园防震演练一次。

十月份：

1、把好晨检关和消毒关，做好秋冬季多发病、传染病的预防
工作。



2、新生首次家园联系一次，做好幼儿疾病矫治工作。

3、肥胖儿、体弱儿跟踪测量评介工作。

4、做好幼儿营养食谱的制定和分析工作。

5、检查午餐、午点的提供、分发和剩余情况。

6、检查新上岗保育员的工作情况。

7、组织召开膳委会会会议一次。

8、食堂工作人员安全卫生操作培训一次。

十一月份：

1、检查指导各班户外活动情况，防止幼儿大量出汗，影响其
身体健康。

2、加强保育员沟通，规范保育一日工作。

3、做好各种台帐和和卫生保健资料的上传工作。

4、指导肥胖儿、休弱儿合理饮食，并为他们做好身长体重的
测量及评价工作。

5、做好卫生保健校验的自查和迎检工作。

6、对全体教职工进行园内培训一次。

7、做好患病儿童的疾病矫治工作，加强家园联系。

十二月份：

1、召开保育员会议一次。



2、做好卫生保健校验后的整改工作。

3、加强晨检和各项卫生消毒工作，积极预防感冒等多发病和
传染病的发生。

4、检查各班级卫生、午餐和午睡情况。

5、做好水果索证和验收工作，加强与水果供货商的沟通工作。

6、合理制定每周幼儿食谱、做好膳食营养分析工作。

7、天气渐冷，各班级做好幼儿冬季护理工作。

8、做好对食堂安全卫生和食品留样工作的检查。

9、疾病矫治家园联系工作，重点贫血幼儿的矫治联系工作。

10、保健教师例会和贯彻上级有关会议精神。

一月份：

1、组织保育员岗位练兵活动。

2、做好期末幼儿视力、身高、体重等的测量统计工作，及时
做好数据统计汇总工作。

3、加强安全教育，对全园进行安全检查。

4、做好各种统计工作，总结本学期工作情况，写好总结。

5、整理卫生保健资料、归档。

6、做好幼儿园大仓库和食堂主副食品的盘仓登记工作。

7、保健老师例会贯彻有关会议精神。



1、组织园内教师或保育员或食堂人员业务或家长培训活动一
次

2、校园、食堂安全工作检查

3、月底统计上报食堂用量表并做好食堂进出仓的验收及登记
工作

4、检查并上传学校安全检查周报表和月报表

5、出好每月一期的保健之窗

6、做好每天、每月保健各类台账，有关数据及时公布

7、上传卫生保健有关文章和报道

8、全园肥胖儿、体弱儿的监测跟踪工作

9、做好各项卫生、消毒工作并有记录

10、幼儿园物品进出仓登记工作

11、幼儿伙食费的结退工作

12、班级和公共区卫生检查、记录和督促工作

13、午餐、午睡、卫生检查、记录工作。

14、每周师生食谱制定及数量表的计算和上传工作。

15、做好师生每周伙食统计工作，确保收入和支出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