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二年级心理健康教育教案 

第一课 我也愿当班干部 

(一）[档案馆］（3~5 分钟)  

教师讲故事《我选我》,激起学生的回忆，启发思考:为什么

王宁会选自己“  

（二）[咨询台]（10～`12分钟）  

1．我们生活在一个温暖的集体中，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

帮互助，共同进步。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能为这个集体做点

什么呢？  

2．班上的小干部是热心为班集体服务的人，你想想,他们平

时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通过回答，引导学生认识到,小干部是为大家、为班级服务

的,是需要奉献精神的。  

3．如果你当班干部,你还会做到哪些呢？  

激发学生的主人翁精神，培养责任感，教师可让个别同学在

黑板上填。  

4．教师总结：你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啊!  

(三）［活动区］(18～20 分钟）  

1．先想一想书上的问题,作好发言的准备。  

2．将学生分成 4-5 人小组，让每个学生在组内发表竞选演

说 2。  

3．推选 4 名同学参加班上的竞选。  



4．班级竞选（每人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每人时间控制在两

分钟以内）。  

（四)[实践园]（3-4 分钟）  

1．班主任在班上开展轮流担任班干部的活动，让每个学生

都有机会担任一天的班干部.  

2．请你先想一想，你觉得你愿做些什么工作？请大家认真

填写课内表格。  

  

  

第二课 上学前的准备 

  

（一）［档案馆］（4-6 分钟)  

出示课件：《快开学了……》  

快开学了，苗苗同学静静地坐在书桌旁,检查自己的暑假作

业,回顾自己的暑假生活，正打算写一份暑假报告。开学前一天,

他去学校报到，向老师询问了开学要做哪些准备，并用笔记在笔

记本上，回家后,苗苗开始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  

（二）［咨询台］（8-10 分钟）  

1．教师：暑假快结束了，苗苗同学在做什么？侈赞同他的

做法吗?上学前，你是怎么准备的？出示投影。  

2．即将开学了,侈准备好了吗？如果临近开学你的生活中政

治家下列事项，请在括号内打上“ 。  



A 快开学了，还和父母在外地旅游。（ ）  

B 晚上看电视看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不了床.（ )  

C 暑假作业还有一大半没做完。（ )  

D 不清楚开学时间，也懒得打电话问同学。( ）  

E 希望暑假继续延长,继续玩下去。（ ）  

F 妈妈要你写新学期的打算，你觉得没必要。（ ）  

J 时间过得太快了，暑假里好像什么也没做。( ）  

H 明天就要形式学了,书包、学具都没准备。（ ）  

学生对应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自我判断.  

3．教师总结:如果你有上面的情况,请赶快改正。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就一起高高兴兴地迎接新学期吧！  

（三）[活动区]（16—18 分钟）  

1．学生分小组交流暑假里的收获，教师用微笑给予鼓励与

肯定.  

2．教师出示“拾贝园”的纸板。  

3．学生把自己在暑假获得的成果用各种形式展现在纸板

上。  

4．学生畅谈新学期的计划（教师应让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

都有发言的机会）。  

5．教师摄像,同学播放。  

6．对每个发言的学生给予鼓励，同时要求其他学生督查他

们今后的言任是否一致。  



7．教师总结:为了明天更好地学习，请做好上学前的准备。  

（四）[实践园］（6—8 分钟）  

1．学生自行设计课堂剧的角色.  

2．学生自秆设计课堂剧的情节。  

3．出示课堂剧简介投影。  

4．学生自荐表演.  

5．教师扮演新学期姐姐与学生招手、握手，热情欢迎学生

投入新学年的怀抱。  

  

  

第三课 爸妈，我能行! 

  

（一)［档案馆](6—8 分钟）  

1．读一读《小丽的故事》。  

2．看图引导归纳：  

A． 小丽为什么会自卑?  

B． 小丽为什么会高兴?  

(二）[咨询台]（8—10 分钟)  

1．了解小丽的故事后,你想对小丽说些什么?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个人既有长处,也有不足，要正确地

认识和评价自己。  

2．从小丽的故事中，结合自身实际，你又想到了什么？/  



A． 同桌讨论.  

B． 全班共同交流。  

（三)[活动区］（8-10 分钟）  

1．指导学生完成[活动区]的调查内容，要求每个学生在空

白处填写自己在家里最行一方面。  

2．学生在小组内进行交流，交推选一名同学参加全班的交

流。  

3．教师引导学生着重谈一谈自己在家里做得最好的一方

面。  

(四）［实践园]（10—12 分钟）  

1．记者采访  

面对全班同学进行采访。根据记者的提问，你会说些什么？

同时又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  

2．读儿歌  

教师总结：同学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要正确

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现在侈认识到自己还是个不错的人吧，大胆

地说声：“爸妈，我能行  

  

  

第四课 我能帮助他 

  

（一）[档案馆］（4—6 分钟)  



1．放录音故事《雪山遇险》，学生看插图。  

2．介绍故事中的大概内容。  

两名登山运动员正在攀登陡峭的雪山,突然发生了意外,其中

一名运动员快要掉下山去了，另一名运动员为了救这名运动员，

冒着生命危险，将受伤运动员拴在自己身上，奋力向上攀登。在

这句运动员的帮助下，他俩终于成功地登上了雪山项。   

（二)[咨询台］(5-7分钟）  

1．设问  

A 在一名运动员遇到危险时，是谁帮助了他?结果怎样？  

B 如果这名运动员没有得到他人的帮助,结果又会怎样？  

2．移情训练  

让学生想像以前自己需要别人帮助时的情景，体会运动员当

时的心情.  

3．学“老师寄语”  

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们应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使他走出

困境,助人为乐，这是一种美德。  

（三）［活动区](15—17 分钟）  

1．学生分组，高矮个搭配为一组。  

2．讲比赛规则.  

小猴子肚子饿了一定要吃桃子才行。但是,他们俩是不是都

能摘到桃子呢？大家可帮他想办法（高帮矮），其他同学喝彩。  

3．学生做游戏。  



（四）[实践园](8-10分钟)  

1．看图回答。  

2．如有时间可选其中个别情境表演。  

  

  

第五课 我的座位 

  

(一)［档案馆］（6-8 分钟）  

1．教师可将学生分成 4-6 人的小组。教师引导学生看图，

学生分组讲座以理解图画的内容。  

故事大意：小雨碰到了困难，不知该怎么办，由于小雨平时

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来帮她想办法,安慰她。小雨看到这

么多人帮助她，高兴地笑了。  

2．分组讨论：小雨为什么笑了？  

3．教师总结：是邻座的友好让小雨感到了身处集体的快乐。  

(二）［咨询台]（6-8 分钟)  

1．让学生在教室平面图上找到自己的邻座(前后左右）的位

子。  

2．请学生讲述自己和邻座的友谊及相关的快乐故事，重新

体会集体生活的快乐.  

（三）[活动区]（8-10 分钟）  

1． 教师引导学生看图，小组讨论故事的内容.  



2． 全班讨论想像第 1—3 幅图中主人公的行为可能会导致

哪些不良后果？  

3． 全班讨论：为什么主人翁坐在这么多同学中间却没有

人愿意理他？为什么他不受大家欢迎？  

4． 教师总结:集体生活中，与邻座的交往要遵守一定的纪

律规范。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由而影响别人的学习和生活，否则会

成不受欢迎的人。  

(四)［实践园]（12-14 分钟）  

1．全班共同讨论，订立邻座之间的交往规则，如谦让友爱、

不妨碍别的同学的学习、不招他人、不欺侮弱小的同学等。  

2．全班表决，所有的学生表决通过后，将有关的规则记录

在课本上.  

3．教师提醒每位学生都应自觉遵守共同制订的规则。  

第六课 男孩 女孩 

一、故事:小明的故事  

1、课间活动时，一群女孩在一起跳橡皮筋，男孩子小明也

想加入，可女孩却异口同声地说：“不要你来，男孩怎么会跳橡

皮筋呢？”  

2、小明生气了，于是当女孩跳时他就上前捣乱。这样，他

们吵了起来，并等到老师那里去、、、、、、、  

3、老师批评了小明，小明伤心地掉眼泪、、、、、、、  

二、咨询台  



1、同学们，小明为什么会掉眼泪呢？  

2、生活中的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三、活动区  

1、穿针比赛  

2、给布娃娃穿衣服比赛  

3、扳手劲比赛  

此项活动可采取三大组比赛，即可同时进行，也可分开进行,

根据需要来定。  

四、实践园  

1、读儿歌：男孩女孩都可爱，喜好不同不奇怪。男孩勇敢

女孩美，共同成长乐开怀。  

2、友爱大行动  

互换玩具玩一玩,共做一件事，意在强化学生互相接纳，互

相帮助的意识。  

3、下列两种活动，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与特长自选一

种实践活动在课内完成,并小组交流。教师巡视。  

A、 我的自画像  

B、 我的自信卡  

第七课 课堂是知识的海洋 

一、档案馆  

1、教师讲《小猴子吃辣椒》的故事，学生装边看课文插图

边听。  



、同桌讨论小猴子为什么把辣椒当苹果?  

3、教师指名学生回答。  

4、小猴子上课不集中精神，没有学到正确的知识，教师讲

“苹果是红红的 ，他却听成了“红红的是苹果”，所以把辣椒当

作苹果来吃。  

5、教师总结：我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要学好本领,

上课时就要集中精神，课堂是知识的海洋，要想学得好,就要会

听讲。  

二、咨询台  

怎样才是会听讲呢？教师告诉你我几个小窍门：  

1、带着问题来听讲。  

2、手脑并用来听讲。  

3、积极发言那更好.  

三、活动区  

1、活动一:A、学生分级表演。B、学生评议。  

2、活动二:  

教师提问《我不认识你》  

教师提问：高士其爷爷童年时是怎么样听讲的？为什么他会

这样听讲?  

只有像高士其爷爷那样注意力集中，全神贯注地听讲，才能

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四、实践园 1、请同学们完成［实践园］中的“想一想”.2、



才能理解和掌握知识，学习效果才佳.3、读儿歌。附:故事一：《小

猴子吃辣椒》。故事二：《我不认识你》.  

  

  

 学会谦让 

一、档案馆  

1、课堂小品《发新书》：一学生扮演发书的同学。他抱着

一摞新书走进了教室.开始发书了.突然，他发现一本书破了一个

角。这时，他犹豫了一下、、、、、、、  

A、思考：同学们猜猜他会怎么做？B、学生回答。C、教

师总结：这位同学的行为就是谦让.在生活和学习中，有很多地

方需要我们互相谦让。如果我们能将方便主动让给别人,那么，

我们就会赢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交到更多的朋友。  

二、咨询台  

1、问:图中哪些行为属于谦让的行为?  

2、师生共同讨论、交流[咨询台]提供的两种情境。  

三、活动区  

1、学生看图听故事《小山羊过桥》.  

故事内容如下：清凌凌的河水上,有一痤独木桥。这痤独木

桥很窄，窄得每次只能过一个人。这一天,桥上来了两只小山羊.

一只小山羊要到桥东去买盐,另一只小山羊要到桥西去买米。谁



角抵着角,谁也不让谁、、、、、、  

2、提问：A、他们互不相让,会有什么结果？B、要想顺利

而又安全地过桥，应该怎么做？  

3、学生分小驵音乐伴奏表演“如果你是小山羊，会怎么做?”  

四、实践园  

1、设问:谦让是一种美德。那么你在生活中做到了吗？  

2、学生在书上各自完成“当你遇到下面情况时，怎么办？

 

3、学生汇报自己的做法后完成“自我小测试”。  

4、教师总结：谦让是一种美德。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许

多小朋友已经具有了谦让他人的品德。他们遇到好处首先想到别

人，处处能让着别人，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别人比我考得好 

一、档案馆  

发考试卷了,“哎呀，怎么只得了个‘乙'?”丁丁大叫了一声。

他回头看看好朋友强强、建建,他们都笑呵呵的,他们肯定得了

“甲”。丁丁心里更不舒服了。  

这时老师走了过来，对丁丁说：“丁丁，这次没考好，下次

可要努力呀!多向你的好朋友学习!”丁丁点点头,心里很不是滋



  

回到家里，爸爸问起了丁丁的考试成绩，丁丁吞吞吐吐地说

出了自己的成绩。在爸爸的一再追问下，丁丁也说出了好朋友强

强和建建的成绩。爸爸一听，立刻发脾气了.“你是怎么回事?考

这么差？真不像话！”  

丁丁心里难受极了，他忍不住哭了。  

二、咨询台  

1、丁丁越想越不舒服，他给小博士写了一封信。不久小博

士回信，我们来看看小博士都跟丁丁说了些什么。  

2、教师念信。  

三、活动区  

1、讲游戏规则。  

2、开始第一轮游戏。  

3、小队长组织小队成员总结游戏的教训，读者讨论下一轮

游戏的方法。  

4、第二轮游戏。  

5、小队开会，互相鼓励。  

6、学生在书上填游戏情况。  

7、读儿歌.  

四、实践园  

1、教师领着学生读句子。  

2、学生自我评价。  



、告诉学生做得好的要保持，不足之处要努力改正。  

4、教师总结。 

 不要任性 

一、 教学目的：通过表演和活动，让学生看到任性的危害，

帮助学生克服任性的毛病，塑造良好的个性。 

二、 教学过程 

（一） 导入 

同学们，我们大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有很多优点,生活条

件比较好，营养比较充足，脑子就比较聪明,知道的信息也比较

多,但独生子女也有不足之处，有的同学比较娇气，比较任性，

今天我们就学习新的一课，题目是《不要任性》。 

（二）学文明理 

(1) 让学生默读一遍课文，然后找同学再朗读[档案馆］和[咨

询台]两部分内容。 

（2） 说一说［档案馆]里边的小 A 是怎么任性的？ 

（3） 议一议 

 师：你们知道任性是怎么形成的吗？ 

教师小结 

（1) 家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长比较溺爱. 

(2） 自身缺少约束，比如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 

（3） 还有先天的遗传因素，与气质和神经类型有关。 

（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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