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 心理
健康讲座主持词结束语(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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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篇一

讲座开始之前，请各位家长朋友动动自己的手指，关闭手机
或者调为静音状态。在场内禁止吸烟，不随意走动。诚请大
家积极配合。

尊敬的各位领导，家长朋友、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参加龙华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的
领导，他们是 以及各位家长朋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
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为领导们在百忙中来我校关心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健康的心理
是阳光成长、快乐生活的起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
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健康是人类第一财富，健康中有一
半是心理健康。”并解释：健康不仅是指一个人没有身体疾
病的症状和表现，而且是一个人的良好身体和精神以及社会
的适应状态。为进一步加强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孩子们
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我们邀请到了 做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讲座。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篇二

a：尊敬的各位领导：

b：敬爱的老师们：

a、b：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a：我是六(x)班的

b：我是五(x)班的

a：今天是四月八日，

b：四月的深圳阳光明媚，春风送暖。

a：四月的荣根朝气蓬勃，书声琅琅。

a：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荣根学校第三届心理健康教
育宣传周”启动仪式。

b：我们全校师生带着对“阳光成长，快乐生活”的美好追求，

a：在这个明媚的早晨，在美丽的校园，欢聚在一起。

a：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健康的心
理是阳光成长，快乐生活的起点。

b：健康的心理是取得学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架起友谊桥
梁，发展和成就事业的基石。

a： 下面，请钟副校长宣布“荣根学校第三届心理健康教育宣
传周启动”。大家掌声欢迎!



……

b：谢谢钟副校长。

a：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十分重要，咱们荣根
学校一直都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并且在心理健康教育研
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b：是啊!咱们荣根学校通过长期艰辛而执著的努力，在心理健
康教育领域成绩骄人，被国家教师科研基金“”教育科研规
划重点课题课题组授予“心理教育示范学校”荣誉称号。

a：国家教师科研基金“”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课题组委托
杨校长向学校颁发“心理教育示范学校”牌匾，下面请钟裕
文副校长上前受牌。

b：大家掌声欢迎!

……

a：一份收获，一份付出。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凝结着一份汗
水与心血。

b：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
指导中心委托杨校长向51名学校行政干部和班主任颁发“核
心能力职业培训证书”。大家掌声欢迎!

……

a：谢谢杨校长，并且对获得证书的老师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a：通过不懈地努力和潜心的研究，咱们荣根学校的全体行政
干部和班主任老师还喜获了“职业核心能力水平认证测评



师”资格证书。

b：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委托杨校长向51名行政干部和班主任颁发“职业核心能力水
平认证测评师证书”。 大家掌声欢迎!

……

a：谢谢杨校长，并且对获得证书的全体班主任老师表示热烈
的祝贺。

a：去年，咱们荣根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开展得多
姿多彩，转眼间，今天又迎来了荣根学校第三届心理健康教
育宣传周活动，我们相信一年更比一年好，本届的活动一定
会开展得更加出色。

b：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德育处邱林主任为我们宣讲
《深圳市荣根学校第三届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方案》。

……

a：谢谢邱林主任。

a： 健康的心灵，是幸福的源泉。如果说身体不健康失去的是
躯体，那么心理不平衡和心理不健康失去的将是灵魂。

b： 心理健康教育是打开我们心灵之门的金色钥匙，让我们一
起来关注，一起来培育，一起来收获。

a：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杨校长对我们的期望。大家掌声欢迎!

……

b：校长的要求，同学的心声，我们要铭记在心。



a：学会向别人倾诉，在倾诉中释放自己的压力，在倾诉中快
乐成长;学会倾听别人的倾诉，在倾听中告诉别人生活更美好。

b：春风化作雨，润物细无声。老师、同学们，让我们从点滴
入手，积极培养我们的健康心理， 拥有了健康的心理，我们
也就拥有了美好的人生!

a：最后，祝愿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工作愉快，身心健康，事
业有成，家庭幸福;

a：祝愿我们全体学生：阳光成长，快乐生活，放飞梦想，播
种希望;

b：各位领导：

a：老师、同学们：

ab：“荣根学校第三届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到此结
束。

a：请体育老师组织退场。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篇三

在我校本学期三月上旬举行的奋战百日，决胜中考的百日誓
师大会上，我们的誓言依然在耳畔回响，同学们在班主任老
师的带领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我们学校在全市二模考试中成绩突出，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交
口称赞，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我们同学们的勤奋学习，
归功于我们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的辛勤付出。我提议：让
我们为起早贪黑、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班主任老师鼓掌!也
为我们同学们自己的优良表现鼓掌!

同学们：为了帮助大家顺利完成后几天的初中学业，适应即



将到来的中考给我们心理带来的冲击，程度的减少我们中考
前的迷茫与疑惑，给自己的初中毕业生活有一个明确稳妥的
认识和定位，帮助同学们调试和排解心理上的困扰，使大家
拥有健康的心态迎接中考，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地邀请到了
八中西校区裴春梅老师，与同学们一同探讨应该如何应对中
考的各种心理问题，请同学们珍惜机会，认真听讲。

裴，第八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中国家庭
教育网络咨询员，市十大优秀青年，市级骨干教师，市中小
学心理指导中心专家，市阳光心理讲师团副团长，市心理健
康学科教学指导组成员。多次负责和参加及省、市级课题研
究工作，多篇论文获奖项并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参加安
徽省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成长与
心理》的编写工作。

下面是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主题为，放松自我赢在中考的心
理健康专题讲座，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裴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心理健康讲座!

同学们，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只有优异的学习成绩，却
不懂得与人交流，是个寂寞的人;只有过人的智商，却不懂得
控制情绪，是个危险的人;只有超人的推理，却不了解自己，
是个迷惘的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听
了裴老师的这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相信同学们一定深有启
发，面对中考，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准备，做好我们人生的xx
次选择;同学们一定要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充满信心;我
相信同学们在我校初中三年的求学将会成为你们美好的回忆。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裴老师!今天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讲座到此结束，祝同学们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中考大吉，
梦想成真!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篇四

师们、同学们：

现代社会关于 “ 健康 ” 的概念已超越了传统的医学观点，
不仅指躯体、生理的健康，还应该包括精神、心理的健康。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造成人们心理压力重，对于我们在校中
学生来说，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生存，往往面临升学压力，
心理脆弱，心理压抑得不到一定的宣泄的困惑。再者，我们
的同学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往往被家长们呵护为小太阳、
小皇帝，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问题也显得越来越严重，
加之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同学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在不断的变
化，烦躁、冲动、压抑、自闭等心理现象屡有发生，这些情
况如果得不到科学有效的指导，往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烦恼、
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因此，对大家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
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杨东老师为大家做青春期心理健康方
面的专题讲座，下面，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杨老师及
他们的团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自 20xx 年开始，杨老师就开始从事心理健康的学习、研究
和工作，先后参加过 10 多个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坊和
相关业务培训，近几年来，针对青少年学生单调的学习生活，
开展青少年心理素质训练活动，关爱未成年人心灵，并多次
开展了社会公益性学生心理调适讲座、亲子沟通研习会，宣
传心理健康知识，先后被山东健康联盟委员会评为创业明星，
被爸妈在线山东省心理咨询中心评为优秀心理咨询师。

下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为大家做精彩的
讲座。



心理健康讲座主持词开场白篇五

倾听就是凭助听觉器官接受言语信息，进而通过思维活动达
到认知、理解的全过程。我们通常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认真听
讲，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排除与学习无关的干扰，把注意力集
中到学习中。而教师同样也被要求在课堂上倾听学生思想碰
发的火花，从而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所谓交流的平台应该
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个平等的基础就应该首先表现在尊
重倾听的力量。倾听不仅仅存在于课堂，也应该发生在课后
的学习生活活动中。通过倾听，你会发现在孩子的眼睛里，
这个世界的色彩不仅仅只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不仅仅只存在
正，方，圆的形状规则。通过倾听，你会感受到孩子情绪起
伏的节奏高低，波动快慢，并为此找到孩子情感的出口，只
有当你感受到了孩子心跳动的声音，才能与其交流沟通。

介绍一、教师应该如何把握倾听的力量呢?

1、克服自我中心。

当学生愿意让你当倾听者，表示他愿意打开他的心灵之窗，
你应该带着孩子的眼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分享他的喜怒哀
乐，欣赏他的奇异世界里各种不可思异。而不要总想占主导
地位，不要匆忙下结论，不要急于评价观点，不要急切地表
达建议。这就要求教师在倾听的同时，用孩子的眼光，孩子
的语言去理解他，走近他，感受他，不要用自己“教师”的
身份去给予孩子定义或制定框架。无论是课堂上孩子的发言，
还是课后孩子的描述。我们都应该多给予孩子一些空间去创
造与发挥，倾听的同时同样要懂得欣赏。当然在倾听的过程
中，应该适时加上自己的见解，以使给予和吸收两个方面平
衡。但必须注意用词的适当，比如当孩子表达自己意见或看
法的时候，用语或想法有些偏离了，你应该耐心倾听完他的
话，然后在适当的时刻告诉他：你很有自己的想法，这里老
师有不同的想法……你觉得老师的建议如何呢?这样就让他感
觉得到倾听的尊重，又不会失去表达和尝试的动力。



2、克服自以为是。

首先，你应该在学生说完前不要急于发表观点，也不要提前
在心中作出预判，尽量避免把对方的事情染上自己的主观色
彩，耐心听完。然后安抚学生的情绪，等待学生平静下来后，
告诉他：你愿意把它告诉老师，是对老师的一种信任，再来
从这件事情来看，说明你也有了评判是非对错的意识了，老
师为你感到高兴。最后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晓
之以情，动之以理，让学生从中懂得思考和反思，或者让学
生学会面对这样的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让学生开始
有了自立自理的能力。无论学生说的事情在你看来多可笑幼
稚，他向你诉说都是表示对你的信任，这是一种对你人格的
赞美，所以，也不要带着高姿态评点去下定义对错。即使你
不赞同他的想法，都要给予他他想要的理解和安慰。这样学
生才能让你走进他的心扉，敞开他的心灵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