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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性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篇一

过学习，我懂得了教师首先要具备健康的心理。教师是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实施者，他不但要有渊博的学识和出色
的专业技能，还要有健全的人格。教师的言行对学生有很大
影响，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是很神圣的。教师的言谈举止、
待人接物的方式，都会让学生受到深刻的影响。一名优秀的
教师，会在课堂中营造出和谐与温馨的气氛，让学生如沐春
风。因此，教师完善的心理素质，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基
础，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出发点。新的教育实
践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应不断地完善品德修养，提升自己的人
格魅力。

最近参加了市中小学教师健康教育培训，受益匪浅,感受颇多。
先听了刘老师的《师德修养》杨老师的发展心理学，周老师
的社会心理学。她们都通过不同案例结合理论解决了一些实
际问题。过去自己一些百思不解的案例变得眉目疏朗了许多。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了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中小学阶段
学生的心理健康对其一生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我们常常能在
报纸或新闻中看到学生自杀的`事例，有学习方面，也有不善
于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因素。

这表明，当代青少年学生承受心理压力的能力有待提高。在
这些新现象、新问题面前，心理教师应力求“对症下药”，



给予学生鼓励，帮他们重拾信心。要对学生不良心理的成因
多加了解，是学校因素，还是家庭或社会因素。当我们感觉
无力摆脱社会风气的困扰，就要会同学生家长采取较为科学
的方法教育子女。例如，可以尽量创设健康的教育环境，可
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可以与学生家
长沟通思想，相互配合，而且要将其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全过
程。我们的目的就是教书育人......

性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篇二

假如说在心理培训之前对心理询问处于一个未知的阶段，那
么这次培训便开启了心理询问的心窗。“心理学是什么？”
当李晓玲主任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心理
学就是讨论心理问题的科学。”而他给出我们的答案是“心
理学就是你舒适也让别人舒适的一门学科。”这么通俗易懂
的解释，把原本浅显的问题简明化了。接下来便了解了心理
健康教育的目标、背景、心理健康的基本含义、心理健康教
育的标准、工作原则，以及心理老师应具备的一些力量。在
这些学问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心理教育的工作原
则，明白了作为一个心理老师，必需遵循：一、保密性原则；
二、价值中立原则；三、助人自助的原则；四、敬重同学需
要的原则。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用这些原则约束自己。其
次是心理老师应具备的一些力量：一、老师自己应当心理健
康，有一个健康的人格；二、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专业学
问丰富；三、组织好教学活动，把握教育技术。而且，在后
来的实际训练中，逐步看到了这些力量的展现。

我觉得这次培训的.收获，不仅是心理学问上的收获，更有同
行人员给我的感染：李静老师的仔细钻研、对学术精益求精
的精神；张向东老师敢于展现自我的士气；李乔乔老师的活
泼可爱；苏晔老师的青春靓丽；还有朱晋波老师的幽默风趣，
徐爱军老师的沉稳担当……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学习！



性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篇三

大学生心理健康社团于5月25日下午4点在文化广场举办了主
题为“呵护心灵，健康人生”的系列活动，意在引发大学生
关注自身心理健康、珍爱自己、提升心理素质、开发心理潜
能的意识，进而追求更高生活质量。

学校副校长孙立峰、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柳青、心理咨询中心
副主任答会明、各学院领导、大学生心理健康社团专兼职教
师带头签名，充分体现了各位领导及老师对我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的高度重视，表明了他们对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
决心。随后，16个学院学生分别组织签名，数千名同学在签
名幅上留下了心灵深处最美好的痕迹。

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答会明，心理健康社团兼职教师王璇、
卜鹏翠、郭小艳、王璇（女）亲临现场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
心与心沟通，为解答同学们的心理疑惑。在各位老师的'专业
指导下，使得150多名同学走出心理困境，满面笑容的离开现
场。

性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篇四

x月x日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x·x”的谐音即为“我爱
我”，提醒大学生“珍惜生命，关爱自己”。核心内容是：
关爱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
灵成长，进步自身心理素质，进而爱别人，爱社会。

当日我校进行了以x.x为主题活动，由于我当天下午前两节有
课，没能参加全部的活动，当我到达现场时，正在放映《阿
甘正传》，它是美国百部经典名片之一，美国“反智电影”
的代表作，展现历史与个人的约定，以小人物的经历透视美
国政治社会史的史诗片。

之后又进行了团体活动，全部的心理卫生员肩并肩站成两列，



由老师选出一名自愿者，进行高空人体传送，这个活动具有
很高的难度，需要量我们之间默契的.配合，彼此之间要相互
信任，溶进其中，假如传递时任意一个人大意，走神，提前
抽走力的话，就会导致活动的失败。

这次x团体活动，增加了我们对了于心理学的了解，增加彼此
之间的了解，友情。

性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篇五

个心理健康的人能存在体验到人格的存在价值，既能了解自
我，又理解自我，有自知之明，即对自我的本事、倔强和优
缺点都能作出恰当的、客观的评价；对自我不会提出苛刻的、
非份的期望与要求；对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梦想也能定得切合
实际，因而对自我总是满意的；同时，努力蓬勃发展自身的
潜能，即使对自我无法补救的缺陷，也能安然处之。一个海
地人心理不健康的人则则缺乏自知之明，并且总是对自我不
是满意；由于所定目标和梦想不切实际，内疚主观和客观的
距离相差不多太远而总是自责、自怨、自卑；由于总是要求
自我十全十美，无法而自我却又总是无法遵行完美无缺，于
是就总是同无意识过不去；结果是使自我的心理状态永远无
法平衡，也无法摆脱自我倍感将已面临的心理危机。心理健
康平衡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对内部环境具有安定感，
对外部环境能以社会上的任何形式成熟好好适应，也就是说，
遇到任何缺憾和因难，心理都不会失调，能以适当的不良行
为予以克服，这种安定、适应的状态就是心理健康的状态。

衡量心理是否绝对健康是十分困难的'。健康是相对的，无法
绝对的分界线。一般已确定理是否正常，具有一下三项原则：

其一，心理与环境的统一性。正常的心理活动，在资料和形
式上与客观环境具有一致性。

其二，心理与这些行为的统一性。这是指个体的心理与其行



为是一个系统化、统一和协调一致的过程。

其三、人格的稳定性。人格是个体在长期生活经历过程中构
成的独特个性心理特征的具体体现。

而心理障碍是指心理疾病或轻微的心理失调。它出此刻当代
大学生身上大多数是因心身疲乏、紧张不安、心理矛盾冲突、
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或面临难以协调的矛盾等出现，时间短、
程度较轻微，随情境消减的改变而消失或减缓；个别则时间
长、程度较重，最终不得不休学甚至退学。

心理障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此刻心理活动和行为
方面。表此刻过敏性心理活动方面如感觉过敏或减退、体感
异常、错觉、幻觉、遗忘、疑病妄想、语词新作、意识模糊、
紊乱的心理特点和难以相处等等。行为方面和焦虑、冷漠、
固执、攻击、心境沉重。心灰意冷，甚至痛不欲生等。心理
素质是主体在心理方面应变能力比较稳定的内在特点，包括
个人的精神面貌、气质、性格和恐慌情绪等心理要素，是其
它素质构成和发展的基础。学生求知和成长，实质上是一种
持续不断的潜意识和心理发展过程。教育供给给学生的文化
知识，仅有经过个体的反之亦然、内化，才能渗透于个体的
人格特质中，使其从幼稚走向成熟。这个过程，也是个体的
心理素质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在相
当程度程度上要受到中要心理素质的影响。学生各种素质的
构成，要以心理素质为中介，创造意识、自主人格、竞争本
事、适应本事的构成和发展要以心理素质为先导。在复杂多
变的社会环境中，坚守良好的心理适应状况，是抗拒诱惑、
承受挫折、同时实现自我调节的关键。

大学生心理素质方面心智存在的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与他们自
身所处的心理发展阶段有关，同时也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周围
环境湍流分不开。大学生一般年龄在十七、八岁至二十二、
三岁，正处在青年中期，青年期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变化最激
烈的时期。由于心理发展不成熟，情绪不稳定，面临一系列



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的课题时，心理冲突矛盾屡禁不止，
如梦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性与情感的冲突、独立与依靠的冲
突、自尊与神经质的冲突、静心与辨别本事差的冲突、竟争
与求稳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和矛盾若得不到有效疏导、合
理解决，久而久之会形成心理障碍，异常是当代大学生，为
了在激烈的高考竟争中取胜，几乎是全身心投人学习，家长
的过度保护、学校的应试教育、生活并使经历的缺乏使这些
学生心理虚弱、意志薄弱、缺乏挫折承受力，在学习、生活、
交友、恋爱、择业等方面的挫折足以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难以
承受，以致消失心理疾病，甚至离校出走、自杀等。

从环境因素看，竟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速，使人产生了
时间的紧迫感和压力感；个人对生活目标的选择机会都市生
活增多，难以兼顾的矛盾加剧了内心的冲突，产生了无所适
从的焦虑感。凡此种种，对变化熟习的环境适应不良而出现
的各种困惑、迷惘、不安、紧张在明显增加，的变革给正在
成长着的大学生带来的心理冲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强烈、
更复杂。

各种生理因素、心理因紊、社会因素交织在叙伊佩县，极易
大学生心理发展中的失衡状态。心理素质低劣的自然不能适
应高速度、高科技、高竞争的环境，心理负荷沉重便容易导
致各种心理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