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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要求：每位学科专家按分配任务认真观看课例，对每个学员在课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剖析，寻找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根据自己对教材和课标的把握，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次研修主题和问题诊断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对本

次“示范教学”课程的修改意见，字数不低于 2000 字。）

2012 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中

指出，心理健康教育课应以活动为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团体

辅导、心理训练、问题辨析、情景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

情景剧、专题讲座等。心理健康教育要防止学科化的倾向，避免将其

作为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和心理学理论的教育，要注重引导学生心理、

人格积极健康发展，最大程度的预防学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

行为问题。而我们本次研修的主题是《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如何提升

学生注意力》，目的是通过教学活动，让学生认识注意力是什么，为

什么要集中注意力，影响注意力的因素有哪些，怎样提高自己的注意

力。通过有意识地训练，增强学生保持注意力的水平，帮助学生提高

学习效率。基于以上要求，诊断如下：

刘风林老师设计的《养成专注的好习惯》， 设计目标明确，

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尤其是热身活动设计为动画视频，能够引发

学生兴趣。环节二中提问学生：“在学校上课、做游戏的时候，什么

时候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呀？”老师根据回答强调注意力在学习知识、

保证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这一问题，能不能换为“头脑风暴：请大

家讨论，在生活中的哪些时候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

吴灿荣老师的教学设主题《注意力的培养》跟教学活动中引出



的主题《做注意力的小主人》不一致，无论哪一个主题，都期待符合

学生年龄特点设计相应活动。

张凯老师设计的《做注意力的小主人》，从什么是注意力，到注

意力集中的方法，贯穿于每一个活动环节中，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老师一稿目标定位准确，重难点清晰。而且整个的学习活动设计非常

合理，板书详细。

张康老师设计的《提高注意力，学习更高效》，学情分析很详

细，建议多设计活泼点、学生参与度广的活动融进课堂教学。多把问

题抛给学生，引发学生兴趣。

赵娜老师设计的《做注意力的小主人》是针对四年级学生，目

标明确，学情分析到位，活动设计符合四年级的年龄特点，板书设计

可以简化一下。

王善海老师设计的《注意力的训练》，针对三年级学生，教学

目标很明确、学情分析到位，只是教学设计里呈现的活动略少，针对

参年级学生，建议活动中引出问题。

韩书胜老师设计的《做注意力的小主人》， 紧扣《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教学参考》做教学设计，可见老师用心

之处。美中不足的事针对四年级学生，活动渗入有点少。

小学注意力训练课很有必要，主要表现在：

1、提升学习能力：注意力训练可以显著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通过

训练注意力的广度、转移、分配和稳定性，孩子的记忆力、反应力、



空间力、思维力和情绪力等基本能力都会得到提升。此外，注意力训

练还能改善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减少跳字现象，提高作业完成度和

精细动作的控制能力。

2、促进心理健康成长：注意力不良的孩子往往容易冲动、易怒，注

意力不集中会导致学习成绩不理想，进而增加心理压力。通过注意力

训练，孩子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从而提升学习成绩，改善交友习

惯，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控制能力，促进心理健康成长。

3、提高做事效率：通过静心训练和抗干扰训练，孩子能够在一定时

间内高效完成任务，提升做事效率。这不仅有助于孩子在学习上的进

步，还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加高效和有条理。

4、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注意力训练不仅关注生理功能的提升，还

通过行为干预、听知觉和视知觉的协调训练，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提高自我控制能力。这对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成为了一项重

要的生存技能。通过注意力训练，孩子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干扰，集

中精力完成任务，适应快节奏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因此，综合大家的教学设计，建议大家结合学生年龄特点选择适合

的活动和方法。注意力训练的方法包括：



1、游戏训练法：通过拼图游戏、搭积木等游戏，锻炼孩子的观察力

和耐心，提高注意力的稳定性。

2、阅读训练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每天安排时间让孩子阅读喜

欢的书籍，保持安静的环境，专注于文字内容。

3、专注力训练工具：使用舒尔特训练法等工具，通过按顺序指出等

练习，提高孩子的注意力。

4、运动训练法：适当的运动如跳绳、游泳等有氧运动能促进大脑

液循环，增强注意力；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也能锻炼反应能力和

专注力。

5、时间管理训练法：教孩子合理安排时间，制定学习和活动计划，

集中精力完成任务。

小学心理健康课可以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讲授法、歌曲导

入法、设疑激趣法、妙用故事法、角色扮演法、问题解决法、课堂实

践法、自学阅读法和思维训练法等。这些方法各有其特点和作用，例

如讲授法和歌曲导入法可以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设疑激趣法和妙

用故事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角色扮演法和问题解决法可以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心理健康知识。此外，教师在使用这些方

法时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如保持课堂的活跃度、确保学生积极参与、

适时给予反馈等。 具体教学设计和操作可参考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纲要》和咱们配发的注意力训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