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课教案 心理健康
教育班会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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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课教案篇一

1、教师展示小故事：

虎子特别喜欢家里一只黄嘴巴的小鸡，就对妈妈说自己想好
好照顾它。妈妈说：“你行吗?”虎子说：“我能行。”妈妈
便把小鸡交给虎子照看。刚开始的时候，虎子很用心地给小
鸡舔食加水。几天后，他一玩耍就忘了照顾小鸡。有一天，
虎子正玩得高兴，忽然看到别人家的小鸡在觅食，他才想起
自己的小鸡。等他跑到自己家的鸡笼旁，只看到空鸡笼里的
几只鸡毛，小鸡已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叼走了。虎子很伤心的
哭了起来。

师：看了这个故事，请同学们讨论一下，虎子做得对吗?为什
么?学生讨论，交流，老师请几位同学回答，随时予以点评。

师：同学们说的真好。看来你们都是有责任心的好孩子。那
么，你们觉得责任心是什么呢?

学生思考，回答。教师明确：

责任心就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该自己做好的事
情，一定要做好。

2、师：下面请同学们帮“责任心”找找它的小主人吧。



教师展示小事例：

(1).小刚每天坚持做早操。

(2)李宇答应别人的事情总是努力做到，说话向来算数。

(3)陈乐犯了错误总是勇于承认，并努力改正。

(4)李罗天天不完成作业，他觉得学习是为了父母和老师。

(5)燕燕玩过玩具之后从来不收拾。

(6)莎莎犯了错误，从来不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7)点点与同学一起出去玩耍，可是她总是迟到，一直与同学
们都不愿意和她一起玩了。

学生活动：我为“责任心”找到的小主人是：

3、师出示问题：(1).你有没有遇到过别人答应你却没有为

你做到的情况?谈一谈你当时的感受和想法。

学生活动，讨论，交流，回答，教师应予以点拨、指导。

4、师：通过上面的活动，同学们已经明白了什么是责任。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培养自己的责任心呢?

学生讨论，交流，回答。

教师明确：

(1)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比如：自己收拾玩具、整理书包、尊
卑上



学需要带的物品、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等。

(2)主动关心他人，体谅他人，有感恩之心。比如，爸爸妈妈
病了，

给爸爸妈妈端饭倒水;帮年迈的爷爷奶奶整理东西;在公共场
所，给老人让座等

展示小案例：

班主任王老师今天早上一走进教室，就看到了教师地面上的
纸屑，她皱着眉头问到：“昨天是哪个小组值日?”“我们组。
”小组长张红不安地站了起来。王老师说：“教室里怎么有
这么多的纸屑?”张红说：“昨天我们将教室打扫得很干
净。”王老师严肃地看了一会儿全班同学，然后重重地看了
张红一眼，张红委屈地流下了眼泪。教室里静极了。范磊偷
偷地看了看老师和张红，心想：“这些纸屑是我早上和同学
打闹时撒落的。”看到张红替自己承受过错，范磊想站起来，
但是看到老师严肃的神情，他又犹豫了。“我该怎么
办?”“我的过错怎么可以让别人承担……”想到这里，他低
着头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老师，是我扔的，我错了，
下课我一定打扫干净。”没想到，老师严肃的神情一下子变
得柔和起来：“范磊同学，你能站出来，老师很高兴。同学
们犯错时难免的，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才是最重要
的。”张红带头为范磊鼓起了掌。

学生思考，讨论，回答，教师予以指点。在学生回答的基础
上，教师明确责任心的第三点：

(3)勇于对自己的过错负责。如果我们泛滥错误，要勇于承担
责任，不要让别人为我们承担。

5、教师总结，班会结束。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课教案篇二

一、教学目标：

（1）正确理解健康的完整概念；掌握心理健康的基本内涵。

（2）确立保持与增进身心健康的正确态度与行为方式。

二、教学重点：

（1）健康的概念

（2）健康的表现形式

三、教学步骤：

（一）健康的概念：

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交往上保持健全的状态。

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往往是不同的。有人认为没有病就是健康
的，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还有人没有疾病、身体强壮就是
健康，这种理解当然进了一步，但还是不够完整。健全的身
体状态除了身体无疾病、无缺陷外，还应包含体格健壮，各
器官系统机能良好，有较好的适应外界环境能力和对疾病的
抵抗力等。

（二）什么是心理健康：健全的精神是指心理方面的状态。

尽管心理健康的标准因社会、时代、文化传统和民族的不同
而有很大的差异，但人们认为以下三条应是心理健康的人所
共有的：

（1）自我控制的能力：心理健康的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为一点小事而激动，不会一遇问题就紧张、慌乱，更不会
任凭情绪发泄做出越轨的行为，而是沉着、冷静，善于理智
地处理各种事务和问题。

（2）能正确对待外界的影响：一个人在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
问题，有成功，也会有挫折和失败，外界的影响也是各种各
样的。心理健康的人总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外界各
种影响，既不因胜利而冲昏头脑，也不因挫折而灰心丧气，
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周围发生的一切，应付自如。

（3）保持内心平衡的满足状态：心理健康的人有自知之明，
处事乐观，从不提出超越现实条件的过高要求，知足常乐。
另外，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一个健康的人总是乐于同他人
交往，在群体生活中能协调相处，互相尊重，乐于助人，态
度热情，关系融洽。健康的人还总能从容地承受生活和工作
中的`各种压力而不感到过分疲劳。

（三）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身体健康是心理和社会交往健全状态的物质基础。一个
人若是健康欠佳或是疾病缠身，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
两个方面。心情不好、社会交往不正常或在群体生活中关系
紧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身体健康。

（2）人们要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健康，除了注意身体健康外，
还要注意保持健全的精神状态和健全的社会交往。

（3）为了有效地保持和增进身心健康，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
生活态度。在家庭、学校、社会与人的交往中要严天律已，
宽以待人；要善于正确地理解对方，并建立起协调融洽的生
活氛围；要正确对待生活中碰到的挫折和失败，做到意志坚
定，百折不挠，勇于进取。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课教案篇三

朋友一生一起走

xxx

1、采取心理小游戏的方式和续演心理情景剧，彼此相辅相成
将现实的题目演绎出来并让大家一起解决，培养同学们的团
结协作能力和增强班级凝聚力，心理辅导员和班主任的点评
更能让同学们从本次活动中感受到朋友的重要性。

2、活动总结和评价

本次活动以续演心理情景剧为主，小游戏为辅，环环相扣，
将现实中的题目专心理情景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再以小游戏
的方式给同学们以启发。本次活动将具有认可度的心理咨询
这一元素融进到本次活动，即本次活动心理辅导员和班主任
也投进到整个活动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让同学们明白朋友的
重要性和体会到本次活动的意义。

1、天气适宜，宽敞大教室布置的很温馨，同学们心理状态都
在一个很好的时期。

2、时间把握的恰到好处，同学们都有时间来参与，还有班主
任和心理辅导员的参加，同学们的参与度很高。

3、预备好小奖品以及活动所需的各种道具

4、心理辅导员和班主任的指导让本次活动能够更好的开展。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课教案篇四

一、班会目的：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使学生能够体谅父母，能缩短与父母的
心理距离，学会如何与父母沟通，真正走近父母。

二、班会准备：

调查问卷、课件制作、开展方法：讨论法，说说、议议。

三、班会程序：

1、课前填写调查问卷

调查学生与自己父母的关系，不需写名字，真实填写。

a亲密b比较紧张c疏远和一般。

2、根据课前统计情况，

师：是谁，把我们带到这美丽的世界？是谁，呵护我们、保
护我们、照顾我们？是我们的父母！可是，现在你是否觉得
父母和你们的距离已经慢慢地拉大。你和父母是否已经没有
了亲密感？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走近父母。

四、出示一些图片，内容是

1、不顾父母劝阻，长时间上网，荒废功课；

2、放学迟迟不愿回家，贪玩。

师：如果你有以上情况，父母会如何惩罚自己？请同学们讲
讲并说说被惩罚后的感受。（学生发言）

五、从父母角度看

投影事例的“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六、从自身找原因

师：是的，打与不打都是爱，那被打事件中，你又有没有做
错？请曾经被父母惩罚过的同学，说说自己做错了什么？
（学生发言）

七、小组活动

写一写，算一算父母每一天要为家庭做多少事，付出多少时
间？

想一想，父母容不容易？你有没有分担父母的艰辛？

议一议，对自己父母不满意的同学，说一说你认为谁的父母
最理想？

说一说，拥有“最理想父母”的同学说说自己父母。

八、与父母交流

师：我们要应和父母多一点交流。我们该怎么和父母交流呢？
（学生发言）

1、老师说说自己与父母孩子交流的情况？

2、学生说说自己与父母交流的情况。

3、选出一些写得比较好的“给父母的一封信”，请同学读出
来，并把父母的回信也读出。

小结：由此可见，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并非不能改变，父母也
不是不近人情的，他们也在关心我们，也在想办法走近我们。
那我们就该主动走近父母。

九、走近父母的方法。



1、多向父母表达你爱他们。

主动承担家务；纪念日、节日送点小礼物；遇特别情况写一
封信表达感激；

适时为父母倒杯茶、削个水果。

2、和父母有分歧时学会换位思考，站在父母的角度上去想一
想。

3、应让父母感觉你相信他们，多交流并经常给予赞美。

多向父母说说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愿望；多倾听父母的话；
遇上烦恼，告诉父母，寻求父母的帮助。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课教案篇五

一、教学目标:

(1)正确理解健康的完整概念;掌握心理健康的基本内涵

(2)确立保持与增进身心健康的正确态度与行为方式

二、教学重点:

(1)健康的概念

(2)健康的表现形式

三、教学步骤:

(一)健康的概念:

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交往上保持健全的状态。



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往往是不同的。有人认为没有病就是健康
的，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还有人没有疾病、身体强壮就是
健康，这种理解当然进了一步，但还是不够完整。健全的身
体状态除了身体无疾病、无缺陷外，还应包含体格健壮，各
器官系统机能良好，有较好的适应外界环境能力和对疾病的
抵抗力等。

(二)什么是心理健康:健全的精神是指心理方面的状态。

尽管心理健康的标准因社会、时代、文化传统和民族的不同
而有很大的差异，但人们认为以下三条应是心理健康的人所
共有的:

(1)自我控制的能力:心理健康的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不
为一点小事而激动，不会一遇问题就紧张、慌乱，更不会任
凭情绪发泄做出越轨的行为，而是沉着、冷静，善于理智地
处理各种事务和问题。

(2)能正确对待外界的影响:一个人在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问
题，有成功，也会有挫折和失败，外界的影响也是各种各样
的。心理健康的人总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外界各种
影响，既不因胜利而冲昏头脑，也不因挫折而灰心丧气，能
恰如其分地估计周围发生的一切，应付自如。

(3)保持内心平衡的满足状态:心理健康的人有自知之明，处
事乐观，从不提出超越现实条件的过高要求，知足常乐。另
外，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一个健康的人总是乐于同他人交
往，在群体生活中能协调相处，互相尊重，乐于助人，态度
热情，关系融洽。健康的人还总能从容地承受生活和工作中
的各种压力而不感到过分疲劳。

(三)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身体健康是心理和社会交往健全状态的物质基础。一个人



若是健康欠佳或是疾病缠身，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两
个方面。心情不好、社会交往不正常或在群体生活中关系紧
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身体健康。

(2)人们要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健康，除了注意身体健康外，还
要注意保持健全的精神状态和健全的社会交往。

(3)为了有效地保持和增进身心健康，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生
活态度。在家庭、学校、社会与人的交往中要严天律已，宽
以待人;要善于正确地理解对方，并建立起协调融洽的生活氛
围;要正确对待生活中碰到的挫折和失败，做到意志坚定，百
折不挠，勇于进取。

杨万栋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教案(高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