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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米帽”复课是个好创意
张玉胜

《话题》栏目

征稿启事

本报《话题》栏目近期将就以

下话题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

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发至

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随着各地学校陆续开学，班

主任们更加忙碌了。今年疫情期

间，班主任们在摸排学生情况、安

排在线教学、沟通家校信息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学校管

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班

主任始终陪伴着孩子们的校园生

活。班主任是班级的组织者、领导

者和教育者，是孩子们的老师、朋

友和引路人，他们的苦与乐、付出

与收获，也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

您和孩子曾遇到过让你们印象深

刻的班主任吗？作为班主任，您又

有哪些难忘的经历与感受呢？欢

迎来稿与我们分享。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年

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吐不

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注点发给

我们，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安排

专题策划。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

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

与讨论的话题。

为复课学子戴好“心理防护口罩”
许朝军

编者按：随着疫情防控趋势向好，各地学校陆续有序复课，校门重启的同时，

师生的校园生活也因为疫情而面临着诸多改变与挑战：为确保安全复课，各方都

采取了哪些举措？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调整身心状态、走出疫情阴霾？家有考生

的父母又该如何鼓励孩子克服心理压力、勇敢迎“战”呢？本期《话题》就来分享几

位读者的经历、见解和感受！

长达数月的居家生活和线上

教学，让不少学子对校园生活充满

渴望，大部分家长也期盼家中“神

兽”早日归位。但返校只是有序复

课的第一步，如何让学生快速适应

正常的学习生活，以良好的身心状

态投入新学期的生活，值得我们关

注。笔者认为，在确保防疫不放松

的前提下，更需注重复课学子的心

理调适和心理干预，助其戴好“心

理防护口罩”。

为复课学子戴好“心理防护

口罩”，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正

视疫情所带来的各种心理状况，

并及时加以疏导。经历了疫情，返

校复课学生的身心状态普遍需要

调整，比如长时间居家，很多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缺乏秩序与约束，

呈现出一种懒散松懈的状态，一

下子转换到相对紧张、规律的学

习生活中，面对学校的严格管理，

难免会有些不适应，容易出现上

学迟到、注意力不集中、精神不

振、肢体倦怠等现象，如果不进行

科学的干预调整，就容易引发厌

学情绪、师生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特殊的学子

更需要得到关注，比如疫情重点

地区的学子、一线医护人员子女、

亲友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的学生

等，他们近距离地目睹了疫情的

残酷和生命的脆弱，更易产生强

烈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从而

埋下心理健康隐患。复课后，这些

学子面对复课带来的压力和紧

张，很可能出现心理应激反应，帮

助这部分返校学子戴好“心理防

护口罩”就显得尤为迫切。

给返校复学的学子戴上“心理

防护口罩”，对教育部门和学校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各级各类

学校应结合实际，认真上好“开学

第一课”，在爱国主义教育、生命

健康教育、疫情防控教育等内容

中，有意识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

容，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引导学子科学认识疫情、树

立战疫信心，坚强乐观地应对疫情

考验与成长挑战。其次，学校可以

对学生进行适应性引导，由规范日

常行为入手，逐步严格课堂纪律和

学校管理要求，并采取“励志演

讲”、主题班队会、报告会等方式，

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战疫精神、树立

奉献意识、锻造自律品格、立志成

长成才。其三，学校需做到有的放

矢，用好心理咨询室、心理热线、

班主任信箱、校长信箱等渠道，及

时开设心理教育专题课堂，有针对

性地开展心理疏导和支持引导，对

重点学生给予重点关爱，鼓励、帮

助心理困境学生走出阴霾，以积极

向上、健康阳光的心态应对新学

期、走好成长路。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趋势

好转，但随着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疫情防控工作仍是重中之重。由

于校园本就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加之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的

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等因素，让学

校的复课工作压力倍增。为了帮

助学校提高疫情防控能力，多地

教育部门会同医疗卫生部门，为

学校临时配备医护人员担任“健

康副校长”，助力校园安全复课。

笔者认为此举体现了对学生负责

的态度，值得肯定。

临时设置“健康副校长”符合

当前校园疫情防控的现实需要。其

实，卫生防疫本就是学校的一项常

态化工作，比如，阻断手足口病、

水痘等传染病在校园内流行，就需

要学校及时到位地采取预防措施。

更何况如今疫情尚未彻底解除，复

课更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予

以有效应对，才能更好地保护师生

的身体健康。

为学校配备“健康副校长”，

旨在帮助学校加强学生卫生习惯

的培养，如勤洗手、勤通风、多喝

水、不随地吐痰等，这些不仅是应

对本次疫情的有效举措，更是学

生应有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素养。

由担任“健康副校长”的医护人员

来对学生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和卫生习惯养成教育，更具专业

性，更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在此基

础上，老师做好日常督促才能更

有成效。比如，笔者在所任职的学

校观察发现，在“健康副校长”给

学生讲解了勤洗手的重要性后，

很多以前卫生习惯不太好的学生

都能自觉做到饭前便后洗手了。

医护人员的宣讲对学生的卫生意

识的树立也效果明显，学生不仅

更加注重个人的卫生习惯，随手

扔垃圾等行为也大大减少，学校

的环境卫生因此得到了改善，这

对防止病菌的滋生与传播也是很

重要的。同时，学生的卫生习惯好

了，一个学生影响另一个学生，形

成良性循环，也助推了校园文明

风气的形成，有益于学生的健康

成长。

“健康副校长”是临时的，他们

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可能长期

驻守学校，因此，他们在协助学校

引导教育学生的同时，也会指导校

方如何做好防疫工作，帮助学校制

定应急预案，实现复课和防疫两手

抓。另外，“健康副校长”还会利用

专业技能，为学校培养卫生防疫骨

干，对校医或相关负责人进行重点

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更加全面的防

疫知识，即便日后“健康副校长”

卸任，校园卫生防疫工作也能有所

保障。

笔者认为，选派“健康副校长”

是助力学校提升卫生防疫管理水

平的好举措，校方应充分利用好这

一资源，建立更加健全的防控机

制，为师生打造健康校园。

最近，各地中小学生陆续返校

复课，校园防疫成为社会各界关心

的话题。笔者在媒体报道中看到，

由于绝大多数一年级的娃娃对于

“一米”缺乏概念，杭州一所小学

想出一个主意，让孩子们仿照宋代

“官帽”的样式，制作出有着长长

帽翅的“一米帽”，不仅锻炼了孩

子们的动手能力，还有效地提醒了

孩子们互相保持距离。

面对复课、防疫两手抓的要

求，许多学校都在积极探索校园环

境下如何引导学生保持安全距离、

防范健康风险。杭州这所小学推出

的“一米帽”做法就是一个不错的

创意，既使保持安全距离的防控要

求更加生动化、具体化，也体现出

了学校关注学生健康、精于校园管

理的良苦用心。

相对于成年人的复工复产，中

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孩子的有序复

课，更需要细致严密的防疫举措。校

园防控之难不仅在于其人员密集，

更在于孩子们喜爱扎堆聚集、嬉闹

游戏的天性。即便老师三番五次、苦

口婆心地提醒，也很难避免孩子们

的接触过于密切、频繁。

尤其对于认知力有限、自制力

不足的低年级学生，他们不仅很难

管控自己的行为，甚至连“一米”的

间距究竟有多远都不清楚。由此观

之，“一米帽”确实是为低年级学生

量身定制的创意方案。既有配合疫

情防控需要的实用功能和教育效

果，也调动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动

手能力，可谓一石二鸟、寓教于乐。

与此同时，也有家长对于戴

“一米帽”复学的创意存在一些疑

虑，比如孩子上课会不会遮挡视

线、是否会分散注意力等等。应该

说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但在具

体操作中还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笔者认为，学生戴“一米帽”保持

间距的效用，应主要体现在课余时

间或有聚集可能的场合。一般课堂

上，由于课桌的间隔摆放和禁止随

意走动的纪律要求，学生间本就能

够保持一定距离，再加上夏季来

临，逐渐升温，教室里大可不必戴

“帽”上课。如此一来，既能解决帽

翅“丛生”遮挡后排学生视线的问

题，也能避免一些淘气的孩子玩

“帽子戏法”干扰课堂秩序。

“开开心心上学去，平平安安

回家来”是校方和家长的共同企

盼，也是疫情防控背景下安全复课

的理想境界。笔者点赞“一米帽”

的创意，更期待各种创意举措能够

得到科学、有序的应用管理。作为

家长，不妨多些包容鼓励，作为校

方，不妨多些完善提升，家校双方

互相理解、紧密配合，一定能为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安全温

馨的校园环境。

发挥“健康副校长”作用 确保安全复课
陈铁

2020 年年初，一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席卷全国。为

了有效抗击疫情，学

生们的假期从寒风呼

啸的严冬延续到花开

烂漫的春天，再到绿

荫渐浓的初夏。5 月

11日，北京8.4万多名

初三学生开学，我家

的初三生也终于返回

熟悉的校园。

为了确保安全、

顺利复课，我家孩子

学校的老师提前两周

就要求学生每天测量

体温并上报行踪，并

通知家长为孩子准备

好口罩、消毒湿巾、免

洗消毒液等个人防护

用品。老师还再三强

调，疫情风险仍未消

除，面对即将到来的

中考，一定要拿出最

佳“战斗”状态来迎接

复课。

开学当天，我送

孩子到校，看到学生

进入校门前都要提前

出示健康码，接受红外体温监测，并

按照间隔一米的距离排队进门。进入

校园的学生还要在实验楼前进行二

次测温。两次体温监测均不超过 37

度，才能进入教室。

复课第一天回来，孩子有些兴奋

地告诉我开学新鲜事，学校为了保障

师生健康，出了不少“高招”：各班实

行单行线管理模式，教室前后两个门

一个进，一个出，都做了明确标识；中

午统一订购盒饭，学生按座位顺序依

次到门口拿饭，再从另一个门回到教

室用餐；而且每个班都被指定了固定

的卫生间，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学校的防疫措施到位，让我这个

做家长的放下心来，但我家孩子上初

三，正是面临中考的严峻时刻，孩子

的升学压力也让我如临大战一般。复

学第二周，就是全区第一次模拟考

试，一模之后还有二模，然后就是中

考，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一方面要冲

刺复习、查漏补缺，一方面还要调整

状态、保持身心健康。这对学生、校方

和家长来说，都是一场不小的考验。

我早早就做好计划，做到单位

和家两点一线，尽量避免出差。同

时，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用心做好

营养餐，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动态，

用鼓励和宽慰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

对于家有考生的家庭而言，今

年实在太过特殊。但总体而言，我觉

得能否取得理想的成绩，还是与孩子

自身的学习习惯关系最大。比如在与

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我发现，居家网

上学习期间，自律性强的孩子每天作

息规律、成绩稳步提升，而自控力差

的孩子往往状态懒散，成绩也有了不

同程度的下降。因此，我以此为例，

告诉孩子，疫情影响了每个学生，但

结果往往取决于各人的心态与习惯。

我相信，不同程度的付出总会收

获相应的结果。复课之后，老师的监

督辅导、严格的纪律约束、积极的“备

战”氛围，也都有利于学生成绩的提

高。有了充分的准备，孩子一定可以

克服疫情的干扰，打赢中考这一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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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向好，学生陆续返校

复课。这对于许多孩

子和家长来说都是

值得开心的事。但疫

情防控趋势好转，却

并不意味着风险已

彻底消除。校园作为

人员密集场所，仍是

疫情防控的重点区

域。师生返校后，疫

情防控工作不能松

懈，仍需学校、家庭

和社会的紧密配合、

通力协作，才能筑牢

复课的安全防线。

织密校园“安全

网”。对学校来说，

首先要建立健全校

园疫情防控制度、消

杀制度、师生管理制

度、应急突发处理机

制等，做好学生入校

排查、信息登记，落实好间隔用

餐、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控要求，最

大限度地杜绝健康隐患。同时，要

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等活动，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师生正

确认识、理性看待、科学防范疫情

风险。此外，要密切关注师生日常

活动，取消集会活动，避免因人群

聚集而增加感染风险。

筑牢家庭“防火墙”。家庭是

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是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家长应积极配

合学校，如实上报家庭成员身体

健康状况和疫情期间的活动轨

迹，并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引导，让

孩子从自身做起，注意个人卫生，

做好个人防护。同时，要加强对孩

子的行为管控，教孩子识别风险，

不要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或扎推聚

集。此外，家长还应多多关心、陪

伴孩子，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波

动，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和

心理干预，帮助孩子树立积极乐

观、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

撑起社会“保护伞”。为孩子

筑牢安全防线，除了家校合力之

外，社会各方也要有所助力。一方

面，相关部门和机构要配合政府

要求，加强组织协调，强化工作举

措，确保管理到位；另一方面，为

学校复课积极协调防控物资，加

强质量监管，做好校园防控的物

资保障工作；此外，还需抓好校园

安全隐患排查，加大校园疫情防

控宣传力度，引导中小学生筑牢

疫情防控的思想防线。

返校复课事关孩子的健康成

长，事关育人大计，事关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大局。我相信，

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多一分思

考、多一点行动，就能让师生的安

全多一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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