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心不越界高中心理健康教案 高中生心
理健康教育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关心不越界高中心理健康教案篇一

1、了解学习态度对学习的影响

2、了解自己的学习态度。

3、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

1、准备三个不同学习态度对学习产生不同影响的情境。

2、准备学习态度自查表，每人一份。

活动地点：多功能教室

一热身：

同学们，你们都有哪些兴趣爱好啊?(学生自由发言)

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吧。放音乐《上学歌》，全班学生齐
唱。

二活动：

1、小明放学回到家，丢下书包就去踢足球;吃了晚饭又要看
电视，妈妈说：“小杰，你不做家庭作业吗?”，小杰



说：“一会儿再做”他又继续看电视，直到他喜欢看的电视
节目播放完，他才坐到书桌前写作业，可没写多久，遇到了
不会做的题，他就不写了。

小品中的小杰学习态度正确吗?为什么?那该怎么办呀?你想对
他说什么呢?

2、期中考试，小强的语文和数学都只得了65分。爸爸妈妈说
他：“小强，你的成绩这么低，后半学期要努力才行。”他
回答说：“我已经考及格了，这就行了，干吗还要努力?”

小强的学习态度正确吗?为什么?谁愿意帮帮他呢?

3、星期五下午，小文放学回到家，与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就
自觉地拿出家庭作业认真做了起来。妈妈说：“小文，明天
是星期六，今晚就休息了，明天再写吧。”小文说：“明天
我参加学校合唱团的排练，今天晚上得把作业写完。”小文
写到十点钟才把作业完成。

小文的学习态度呢?你们想对她说什么?

同学们给他们出了很多主意，相信刚才的几位同学在今后的
学习中一定会做得很好的。而对于学习态度的评价，可从以
下4个方面来考虑：(幻灯)

(1)是否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努力学习的愿望?

(2)是否有主动积极的进取精神?

(3)学习是否认真?

(4)是否自觉独立地完成各科的学习任务?

以上几个问题回答“是”的越多，说明学习态度端正，否则
就相反。?



三反思：

为了同学们能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学习态度，帮助同学们自我
认识，老师这儿有一张“学习态度自查表”每个同学根据表
上的题，对照自己的学习态度，选(a)得一张小卡片，选(b)得
两张小卡片，选(c)得三张小卡片。(同学自查)

师：如果得的小卡片的张数小于是15张，说明你的学习态度
端正，如果得的小卡片在15~25之间，说明你的学习态度一般，
就进一步完善，如果小卡片的张数在25~30之间说明你的学习
态度不够端正，就制定对策，迎头赶上。

关心不越界高中心理健康教案篇二

1、通过游戏，认识情绪。

2、通过交流，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

3、学会调节不良情绪的方法。

4、能以良好的情绪学习，生活。

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学会调节不良情绪。

(一)音乐导入，调整情绪

1、欣赏音乐。

2、说说听了这段音乐，你的心情怎样

3、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学习这一课。

4、板书课题：情绪与健康



(为了使学生能以良好的心态进入学习状态，在欢乐的心境中
获取知识，特别选择了一段轻松愉悦的音乐，让学生们欣赏。
这样有利于学习目标的完成。)

(二)导学达标

1、游戏活动，体验情绪。

(1)讲游戏规则。

(2)指导，参与游戏。

(3)说出你在游戏时的心情。

(4)同学们谈到的我们表现出来的内心的状况以及表情上的变
化，就是情绪。

(5)区分良好情绪与不良情绪。

(6)贴良好情绪图与不良情绪图。

(情绪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我们，为了让学生们充分体验情绪，
我设计了猜词游戏的情境。全体学生参与游戏活动，有的猜，
有的做动作提示，紧张，兴奋，担心，高兴，失望，难过等
等的情绪围绕着学生。经过教师的引导，同学们知道了什么
是情绪以及情绪的'种类。)

2、交流倾诉，明白道理。

明白情绪与健康的关系：不良情绪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1)长期被不良情绪困扰，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什么影响请同
学们把你感受到的

或者了解到的事例说出来。



(2)听了同学们谈的事例，你明白了什么

(3)板书：不良情绪危害健康。

(在认知的基础上设计交流活动，谈谈不良情绪危害健康的事
例。学生们通过具体的事例明白了不良情绪危害人们的身心
健康，激起他们排斥不良情绪的愿望。)

3、录像共鸣，学习方法。

(1)放录像(三名学生分别因班长落选，家长星期天为自己安
排了很多兴趣班，考试成绩差而产生不良情绪)

(2)录像中的同学应该怎么做

(3)放录像(三位同学用与同学交谈，听音乐，看书，进行体
育活动等方法调解了自己的情绪)

(4)录像中的同学是用什么办法调节了自己的情绪，使自己快
乐的

(5)大屏显示调节情绪的方法。

今后谁再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用这些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
绪。

(录像中的情节是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典型事例。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种见解于自己"同病相怜"，那么，这
种见解对当事人的影响，很可能比老师的说教更起作用。)

4、小组交流，激情导行。

明白良好情绪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能以良好的情绪学习，
生活。



(1)小组同学互说快乐的事以及快乐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2)你从同学们那学到了哪些调节情绪的方法

(3)说说快乐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好处

(4)板书：良好情绪利于健康。

(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倾诉快乐的愿望，我特别设
计了"快乐娃娃"交朋友的情境。同学们通过情感的交流，用
自己的感受，体会，方法去帮助，指导其他同学，他们在完
善自己最佳心理品质的同时，会主动的是其他学生纠正心理
偏差。同学们在共同分享快乐的同时，自觉自愿的以良好的
情绪学习，生活。)

(三)达标测评，适时反馈。

在答题纸上写出自己的做法。

今后，遇到不顺心的事，你将会怎么做

1、考试成绩不好，受到了批评，心里很难过。我将会

2、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非常生气。我将会

3、明明是小明撞坏了小芳的东西，小芳却责怪我，我很气愤。
我将会

4、父母吵架，我心里很烦，无法安心学习。我将会

(四)边歌边舞，巩固目标。

加深对情绪与健康的关系的理解，快乐健康地成长。在欢乐
的气氛中结束这节课。



关心不越界高中心理健康教案篇三

主题：

克服浮躁踏实学习

主题背景：

高中生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高峰期，生理上的显著变化和心理
上的急剧发展给他们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高中生普遍面临着
巨大的'升学压力，沉重的课业负担;加之多数孩子都是独生
子女，心理承受能力差，挫折意识不强。如果这一阶段缺乏
引导，很容易导致心理疾病，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此外，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高中生在生活当中往往流行
攀比之风，不能静下心来学习，作风飘浮，眼高手低。而浮
躁心态是十分有害的。顺境时，它使人心高气傲，忘乎所以;
逆境时，它让人心灰意冷，随波逐流。它能使人失掉最宝贵
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失掉最需要的实干精神和创新精神。

班会目的：

1、以“克服浮躁”为主题，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进行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

2、使同学们克服浮躁、保持平和的心态、踏实学习。

班会过程：

一、导入课题

提出问题：你认为，在你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健康、金钱、事业、爱情、亲情、友情、美貌、道德品质



等)

(学生发言后教师总结如下)：

老师：同学们，现在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重视，健康对
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更应
该关注心理健康。

联系学习，我们更应该有个怎样健康的心理呢?

二、班长主持

1、提问如何解释浮躁，为何会存在浮躁心理，怎样克服，让
同学们自由发表看法。

2、班长小结

三、全班同学集体学习诸葛亮的《诫子书》片段。

《诫子书》片段(略)

四、全班同学积极参与讨论。

注意事项：

(1)两个值周班干部想办法组织同学上讲台发表自己对上述话
题的看法，谈各自的亲身体会。方法和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或推荐同学，或指定每组两个同学等等。

(2)做好各方面的文字记录(尤其是同学们的发言)，简要写出
此次班会的总结(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等等)，形成文字材料。

五、班主任对此次班会课做总结，指出亮点和不足之处。

班会总结：这次班会让同学们受到了很好的心理教育，同学



们心态平和，积极进取，找到了克服浮躁的方法：

(1)明确目标，加强学习，勤于思考。

(2)保持一颗平常心和正确的进取心。人贵有自知之明，非宁
静无以致远。

克服浮躁，要有这种心宇澄清的境界。在成绩、荣誉和位置
面前，要始终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要化急躁为急迫，在学习、
工作和生活中保持紧迫感，增强进取心，努力搞好学习。

关心不越界高中心理健康教案篇四

高中生活是人生的又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向童年挥手告别的
日子，也是一个迈向成人的驿站。我们应该重建一个新的形
象，让自己在积极进取的环境中更好的发展自己。

1、要求：

设计一张个性化的名片（可自画像）

1）、不写名字

2）、写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3）、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事物

4）、希望给他人留下的印象

5）、最欣赏的一句格言

2、将全班同学的名片集中打乱，请同学们随机抽取，猜猜名
片上的人是谁。



3、分享活动体会：

你认出了哪些同学？

又被哪些同学认出？

你开心吗？为什么？

有些同学的名片被其他同学认出，说明你在短短的2周时间里
已经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了，而没有被同学认出的同学也不
必沮丧，相信今天的活动能使周围的同学更加了解你，没准
已经有人打算和你做好朋友了呢。

关心不越界高中心理健康教案篇五

1．高中生心理阶段的划分。

2．高中生心理发展的主要方面。

3．高中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点。

4．高中生心理健康标准。

【教学时间】2课时。

老师列举出与健康心理有关的一些行为与现象，由此提问：
心理健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让学生自由发言，从而引出第
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关于心理健康含义的界定。

人的心理发展是个连续变化的过程，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特
有的状态，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高中生，也就是我们
自身的各种心理现象。

互动问答：进人高中，我们就自然成为高中生了，谁知道高



中生具体是从几岁到几岁？以此引人对高中阶段的具体划分
及相关介绍。

从小到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一般都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呢？
学生会回答“三好学生”、“五好学生”、德、智、体、美、
劳等，从此引出学生对个体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的讨论与学
习、学生的回答往往不够全面，老师要善于引导，做到准确
不遗漏。

具体到每个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呢？这是本节的重点也是难点，
告知学生要认真领会，理解并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