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 心理健康活动方
案(模板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一

我和我的心灵之约

6月13日，星期一

大活第一活动室

针推院大一大二学生

针灸推拿学院科技创新协会心理部

1、报名：在各班心理委员处报名，注明小组人员，专业，电
话，及心理口号

3、比赛流程：

a、必答（答题板模式，所以队伍同时进行）

b、景表演（模拟剧情）/发泄箱

d、中场休息（可进行舞蹈表演），统计各选手得分

e、淘汰



f、才艺表演——复活赛（评委根据表演者的才艺进行合理打
分）

g、问答题（主持人提问问题，每队选出一代表，进行问题的
回答，评委根据现场的表现，语言的表达等方面进行打分）

h、根据最后得分，评出一二三等奖，其余为最佳参与奖，最
佳组合奖十、活动要求及准备：

1）主持人两名，会在部内挑选适宜的人

2）部内自制ppt，做好各环节的衔接

3）活动将会邀请辅导员老师等院内领导，学生会及个协会主
席部长

4）会场的布置及活动过程中的拍摄需要办公室的协助

5）以海报，班内通知，食堂门口或图书馆b区宣传

6）证书以及奖品准备注：

1、根据报名人员的多少，决定是否再采取其他方式约束人数，
如人员过少将会思考采取硬性措施，如人员过多将会在正式
比赛前就行笔试，保留适当的人数。

2、正式比赛前会对参赛人员进行一次小型培训。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二

5月25日是我国的“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5·25”取谐音
“我爱我”一意为要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能体验到自己存
在的价值，乐观自信，能用尊重，信任、友爱、宽容的态度
与人相处，能分享、接受，给予爱和友谊，能与他人同心协



力，也就是说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他人。

在广大学生中营造一种关注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
通过组织，设计一系列内容丰富，参与性强的活动载体，宣
传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和
谐心灵的理念，为学生搭建起锻炼心理素质，提高心理承受
能力的平台，全方位的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学院心理协会

赞助单位：

xx年5月25日

学院校区

学院所有学生、学校领导、院团委领导以及其他院的同学和
社会各界人士。

a、配合全国:“五二五心理健康教育日”的活动，进行心理健
康知识的宣传，增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b、加强校企合作

c、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展现大学生的风采，丰富大学生的课余
生活。

d、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锻炼打学生动手实践能力以提高
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e、扩大心理协会在学校的影响。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三

为落实全国和xx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部署，不断加强和改
进我校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培育大学生理性平和的健
康心态，推进和谐校园建设，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及
咨询中心定于5月在全校组织开展“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
系列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以“新时代、心梦想、心健康”为主题，不断创新和深化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引导大学生把自我发展与时代呼唤
有机结合，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爱，
心怀梦想，健康成长。

本届心理健康节以倡导学生积极应对压力、有效管理情绪、
提升心理效能为重点，结合学校实际和学生特点，整合xx高
校心理素质教育工作资源，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重点开展以
下心理健康教育及实践活动。

(一)开幕式

时间：5月x日中午12:00。

地点：xx广场。

参与人员：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中心、各学
院(研究院)心理工作负责人以及部分辅导员、心理委员等。

主要内容：心理健康节开幕仪式、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活动
展示和互动体验。

(二)“心灵阳光”大讲堂

主要内容：围绕今年的主题，按照心理健康全员育人的思路，
面向心理健康教育各条战线各支队伍分别开展四场讲座，其



中一场辅导员讲座、一场心理委员讲座、一场研究生导师讲
座、一场后勤安保服务人员讲座。

组织实施：由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中心牵头组织，讲座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三)“让阳光洒进心底”主题演讲大赛

主要内容：紧扣主题，自拟题目，主要围绕塑造大学生积极
心理品质和培养心理韧性展开，表现大学生如何从逆境中成
长，接纳自我，勇于追求梦想，积极投入学习生活等。

组织实施：本项赛事由化学工程学院负责承办，其他学院(研
究院)积极组织队伍参与。经评比后择优推荐代表我校参加xx
市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主题演讲大赛。

(四)“心梦想心健康”原创微视频大赛

主要内容：围绕“梦想”“学会适应”“管理情绪”“完善
自我”“人际和谐”“珍爱生命”等主题关键词，原创设计
制作与其相关的微视频，并以视频加脚本的形式呈现，引导
观众体验当下生活的`幸福与美好、感受到未来征途的广袤无
垠、意识到新时代的崇高追求。

组织实施：本项赛事由xx工程学院负责承办，其他学院(研究
院)积极组织队伍参与。经评比后择优推荐参加xx市大学生心
理健康节原创微视频大赛。

(五)心书笺大赛

主要内容：围绕“新时代心梦想心健康”的主题，设计大学
生喜闻乐见的心书笺，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和理念，引导大学
生关注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组织实施：本项赛事由地球科学学院负责承办，其他学院(研
究院)积极组织队伍参与。经评比后择优推荐参加xx市大学生
心理健康节心书笺大赛。

(六)“心认识，心成长”心理绘画大赛

主要内容：围绕主题，借助绘画形式，将诸如“心情从坏到
好的变化”“美丽的梦想”“心头感到阵阵暖意”等内容生
动形象地展现出来，以促进大学生认识自我、接纳自我、重
塑自我，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氛围。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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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五

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自我探索、自我体验、自
我感受、自我成长助人自助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1、通过班级心理辅导活动课，对学生进行人格辅导、学习辅
导、休闲辅导等，实现心理健康的预防性、发展性目标。

2、设立“馨香一瓣”聊天室，让学生倾听心理的烦恼，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开启心扉，调适心理。

3、通过“心理驿站”广播节目，对学生来信来电进行解答。

4、通过“悄悄话”信箱，了解学生要解决的困难，让学生在
无助时能及时得到老师帮助。

5、专家讲座，邀请心理专家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6、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橱窗，向学生宣传心理健康知
识。

7、通过《英育现代教育》、《蒲公英》、“心理之窗”栏目，
引领学生解读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1、学习辅导

它着重对学生的学习技能、学习情绪与动机进行训练与辅导。
学习技能辅导主要是指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策略
的训练，增强学生的这些学习技能有助于他们学业成绩的提
高。学习情绪与动机是学生学习中的动力因素。

2、人格辅导

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会认识自我，学会认
识他人，学会与他人沟通交往。人格辅导活动侧重于自我意
识与自我控制，以及人际沟通两个方面。自我意识辅导活动
旨在让学生对自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要善于发现自已的长
处，正确对待自己的长处，同时也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
正确对待自己的不足。自我控制辅导活动着眼于情绪的调控。
青少年学生的情绪很不稳定，在个人调节与外界的关系时，
情绪是最为敏感，最为活跃的心理成分。学会情绪的自我调
节，便于学生驾驭自我，也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环境。人
际沟通辅导活动则侧重于与老师、父母、同伴的沟通。同时，
与异性同伴的沟通也是青少年期同伴沟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3、生活辅导

生活辅导主要侧重于消费、休闲与应付危机等，这些都是生
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可缺少的素质。教师一方面
引导学生如何合理消费、合理安排自己的闲暇生活；另一方
面还要帮助他们学会自主地选择消费与休闲的方式。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六

为进一步强化我校师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宣传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增强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提
高我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根据宁教基41号《关于印发西宁市教育局“5.25”心理健康



日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的精神，特举办西宁市第三
中学第二届“5.25心理健康活动节活动。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七

为加强和推进我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
品质，培育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
态，在全国第二十个“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来临之际，
学院决定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月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
下：

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结合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通过线
上线下多种途径，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
系列活动，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筑梦青春，追梦成长。

4月―6月。

心理健康月期间，学院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系列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各系动员学生积极参加。

1．积极宣传，营造氛围。各系、各辅导员要高度重视，积极
宣传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广泛发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保证活动的.覆盖面和活动效果。

2．精心组织，强化实效。各系、各辅导员要实际制定具体工
作方案，指导班级参与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3．及时总结，固化成果。各系、各辅导员要认真总结工作经
验，加强与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之间的沟通交流，提高我院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篇八

以《山东省中小学生德育综合改革行动计划》和《山东省普
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争创计划工作实施方案》精
神为指导，深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全面提升全校师生
心理健康素质，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努力营造人
人关注心理健康教育，人人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氛围，
构建和谐校园。

通过系列心理活动的开展，让广大师生在活动中获得心理感
悟和体验，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常识，增强广大师生维护心理
健康的意识，提升心理素养，健全人格品质，持续推进我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师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教师：我运动我快乐

学生：我阳光我快乐

全校师生

5月21日—26日

（一）准备阶段

1、召开教科室成员会议

活动目的：研究部署活动月有关事宜，研究活动内容，明确
具体分工。

活动时间：5月16日第二节

活动对象：教科室小组成员

活动要求：要求教科室成员增强责任心，立足我校实际情况，



科学、合理地规划好每一项活动，提高活动的实效性。

负责人：xxx

2、制定活动方案

活动目的：规划活动月活动安排，落实负责人和活动要求。

活动时间：5月16—17日

活动要求：全面、具体、科学规划。

负责人：

（二）实践活动阶段

1、教师心理瑜伽活动

活动时间：5月18日

活动对象：聘请瑜伽教练引领教师进行瑜伽活动。

活动目的：聘请瑜伽教练，根据教师群体的特点，设置一些
基本动作，舒展身躯，拉伸颈部、肩部，带领老师们进行瑜
伽冥想，舒缓压力，放松身心，以此改善教师的心理健康状
况，缓解职业压力，提高幸福指数。

负责人：xxx

2、观看电影

活动时间：5月16日

活动对象：全校教师



活动内容：观看心理电影《国王的演讲》

活动目的：通过影片观赏，活动心理感悟，增强心理认知。

负责人：

3、观看心理视频

活动时间：5月16—17日心理活动课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内容：心理励志视频《尼克胡哲》、《生命爬行》

活动目的：通过视频，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培养学生
自立自强、学会感恩等心理品质。

负责人：班主任

（三）总结阶段

时间：5月18—23日

内容：写出活动总结，整理上报心理活动周资料。

负责人：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