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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返校前后

线上学习有疑问？
专家来支招

日前，《南海区中小学、托幼机构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工作指引》发布。各学校如何在学生返校前、

后做好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假设校园中出现疑似感染症状，

又该如何处置呢？

3 月 2 日起，南海区全体中小学校所有年级全

学科开展线上新课教学。关于线上教学和暂时

不返校的情况，针对小朋友、家长乃至老师，

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南海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一一

作出解答！

●全面做好校园环境的

清洁，垃圾日产日清，保持

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

●每天做好各类教学和

生活、工作场所的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疫情形势稳定前，一

律暂停校园场地开放，要严

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

不举办聚集性的活动。 

●持续、深入开展健康

教育，教育学生打喷嚏时要

主动掩住口鼻，及时洗手，

提高防病意识。

●鼓励教职员工和学生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确保中

小学生每天 1 小时以上体育

活动时间，保证正常作息，

增强体质。

●对不按照要求进行报

告、隔离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

改正。对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例隐瞒、

缓报、谎报的，疏于管理或

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按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

责任人责任。

其 他 防 控 作工 要 求

学校如何防控新冠肺炎？

学校食品卫生工作

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应急处置

开学返校前

开学返校后

南海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如何防控新冠肺炎？

建立教职员工和学生假期行踪和健康监测机制。

开学后继续实行入校体温检测制度，严控进校人员管理。

学生进入校园前必须戴口罩，进入校园前洗手。

开学前一周，设置充足的洗手水龙头，配置足量的体温计、

紫外线灯、消毒剂（消毒粉、医用酒精）和个人防护用品（口

罩、洗手液或肥皂）。

开学前三天，开展全校环境清洁整治行动，在课室、宿舍、

办公场所等安装紫外线灯，连续三天对校园内所有室内

场所每天进行消毒一次。

开学前一周收集所有返校师生的健康卡。

分批组织各类人员返校。

根据排查结果，制定师生分期分批返校方案。

实行晨检和日报告制度。

安排好重点人员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解除后方可返校。

妥善安排因疫情误课学生的补课或网络教学工作。

开学前三天对食堂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对直饮水机进

行清洗更换滤芯。通知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自备饭盒。

假期通过新媒体、微信、短信、网络课程等形式，对师

生和家长进行宣传教育。开学前一周，必须对校医、保

健教师及教职员工开展防控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开学前一周在卫生室（保健室）附近设置相对独立的观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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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分批分时段组织学生返校，在校门口进行体
温和身体健康状况监测。学生返校后，每日在班
级对学生进行晨检。

每天分级分时段组织学生返校，在校门口进行体
温和身体健康状况监测。

走读
学校

住宿
学校

1 ▲

2 ▲

3 ▲

4 ▲

食堂采购人员、送货人员和查验人员在工作期间

做好个人防护。

加强对集体配餐单位监控管理，督促落实

送餐到校人员的健康管理和个人卫生防护。

食堂进货严格落实索证索票，不得使用来源

不明的家禽家畜。严禁采购食用野生动物。

学校食堂不允许集体就餐，学生

要分批分时段用餐。

如发现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症状（如发

热、乏力、干咳等）和异常情况的，立即向学校校长报告，

并戴上医用外科口罩。学校立即电话报告所属辖区社卫中心防保科和

教育主管部门，配合做好排查和后续相关工作。

经医院诊断为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学生、教职
员工，要进行隔离治疗，治愈出院后要按医生要求留在家中休息，
病情确无反复方可回校。

1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 同班、同室 ) 按相关规
定进行医学观察，凡有可疑病症 ( 发热、头痛、咳嗽 ) 者，要及
时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2

家庭成员中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学生、教职员工，学校
必须通知其留家观察 14 天，无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后
再回校上课 ( 班 )。

4

对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学校，该患者所活动过的室内
场所要按规定进行消毒。5

寄宿的学校，对病人接触的人员要隔离，进行医学观察 2 周。3

区教育部门要求学校高度重视新

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的心理辅导工作，

制定线上线下的心理辅导方案，开展全区

学校心理教师培训。各镇（街道）教育局

将制作心理防护指引、宣传手册等资料供学

校使用，加强健康宣教。

学校将用疫情心理防护系列微课，成立疫

情心理援助服务小组，通过电话、网络（微信、

QQ、电子邮箱）等多种线上渠道，向有需要的家

长和学生开展心理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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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新学期开始了，

教育部门、学校将用哪

些行动，引导师生、家长

做好心理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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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家长期盯着电脑，视力下降怎么办？

不少学生和家长反映在家上网课很卡的问题，如

何解决？

线上教学来袭，近期出现了许多学生、家长甚至

老师被网课“逼疯”的吐槽，那应该如何调节自

己的心理状态？

学生上网课，注意力不集中导致成绩下滑怎么办？怎

样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呢？

学校开展线上教学，建议每节课（直播或录播）讲授

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小学不超过 15 分钟。课间间隔 10

分钟以上，学校必须组织眼保健操等舒缓眼睛的环节。

学生要认真规范做好眼保健操，保持正确读写姿

势。使用电子产品学习 30~40 分钟后，应休息远

眺放松 10 分钟。年龄越小，连续使用电子

产品的时间应越短。

每周安排中等强度体育活动 3 次以

上，每日白天安排适当的体育锻炼时间，养

成良好生活方式，不熬夜、少吃糖、不挑食。

手机和平板的屏幕都比较小，可以借助视频平台的

投屏功能，把视频投到连接同一 wifi 的电视屏幕或投影上。

区教育部门充分整合各类数字教育资源，通过筛

选，汇聚到“南海教育云”教学资源上面，引导学校正

确使用互联网数字资源。

同时，联系各大运营商，如电信、移动、广电，

做到资源多平台推送；支持个人电脑端、平板端、手机

端、电视端学习。与中国电信协商对南海区中小学师生

家庭实施免费宽带升级，尽力保障网课不卡顿。

要提高学习效率，首先要制定好每一个学科要达到的

学习目标（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相应地制定好各学科

的学习计划。

每天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告诫自

己要认真上课，保持一个积极认真的态度投入到一节课的学习。

课堂中要认真观察、开动脑筋、勤学好问。学会如何

快速、有效“做笔记”，及时总结学习上的得失。课后合

理安排做作业和做预习的时间，利用零散的时间完成一些

较轻的学习任务。

对学生
而言

对家长
而言

对老师
而言

可以用“记录三件好事”的方法进行自我

关怀，每天写下 3 件今天发生的、让你平静或

快乐的事，感到沮丧时，抽几张出来看看它们，

可以让你更乐观，增强幸福感。创作自己的“愿

望清单”，制定新学期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

“打卡”完成任务，每完成一项就在相应的地

方打勾，并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如发个朋

友圈、吃点小零食等。

这段时间，除了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要

成为孩子的“同学”“助教”。少说多做，尝

试与孩子一起下载各种学习工具，参与到孩子

的线上学习中来。孩子学习状态不佳时，要及

时批评指正。另外，注意定时查看学校通知群

或学科学习群，做好家校共育。

在孩子学习期间，家长要自觉保持安静，

不要在孩子学习期间随意叫孩子吃东西或做

事，以保证孩子专心听讲和思考。

建议制定计划，特别是要保证规律的饮食

和睡眠。目前上网络课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但老师们可以从中学习新的授课方

式，各种新软件和教学工具的应用等，不妨多

看看自己的成长，增强工作中的成就感。

由于老师的工作性质，每天需要回应不同

学生和家长的各种诉求，加上疫情期间工作强

度高、压力大，所以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负面

情绪。因此，建议老师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设

置明确的“界限感”。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

生活的时候用心生活。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罗炽娴 
通讯员 刘小凤 郑兰桢 张岚 何敏峰 邓素娟 薛晓燕 黄莹莹

快 扫 码，
跟老师学
“云上课”
正确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