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防组〔2020〕13号

佛山市教育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佛山市教育系统加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师生思想引领、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属（地）高校，市直属学校，市属幼儿园：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师生思想引领、心理干预和疏

导，有针对性地做好人文关怀，坚定信心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特制定《佛山市教育系统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师生思想引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指引》并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教育

局德体卫艺科反映（联系人：周洁荣，联系电话：82280461，邮

箱：fsdtwyk@126.com）。

佛山市教育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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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佛山市教育系统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师生思想引领、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工作指引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师生思想引领，深入落实科学

防治要求，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制定本指引。

一、加强师生思想引领

（一）落实工作责任，做到“一个统一”。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含托幼机构，下同）切

实担负起责任，毫不放松地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师生思想

引领工作，把广大师生的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上来，推动落实教育系统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任务。

（二）明确工作内容，做到“六个引导”。

引导师生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在到自为，激发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凝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引导师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引导师生认识到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我们是一个责任共同

体，每一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引导师生认识到疫情防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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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要自觉服从和支持各项工作安排；引导师生

正确、客观、理性看待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引导

师生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三）把握工作方式，做到“三个充分”。

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平台，做好宣

传工作，稳定人心，塑造学生积极乐观、理性平和的良好心态；

充分发挥班主任、辅导员、学生干部、团干部、学生党员作用，

传达党的声音和主张，听取、收集学生需求；充分安排思政课教

师围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主题，上

好在线教学第一堂思政课，积极发挥思政课在疫情防控期间学生

思想引领中的重要作用。

（四）增强工作实效，做到“三个注重”。

注重分类指导，根据不同阶段学生思想实际和心理特点，采

用适当内容，采取合理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

注重创新教育形式，从实际出发，灵活采用发布可读性强的《给

学生的一封信》、推出富有创意和感染力的新媒体产品等形式，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个人、做到心里；注重融合贯通，把解决思

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强信心、暖人心、聚

民心，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二、落实师生人文关怀

（一）规范检疫检查工作。

各级各类学校要坚持依法依规检查和人性化检查相结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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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规范公正文明开展检查工作。对需劝返的教职工、学生，要耐

心细致做思想工作，以讲清道理、说服教育为主，不能简单粗暴。

对需送诊、隔离的教职工、学生，要在严格落实建议检查要求的

同时，详细了解其困难问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关心。

（二）规范健康管理工作。

各地各校要强化属地、学校主体责任，安排专人每天了解掌

握全体教职工和学生的动向，建立名册，开展对本地、本校教职

工、学生健康管理工作，切实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要在严格

落实规范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对服务和管理对象的人文关

怀。开展检测排查工作时，工作人员要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和

情绪疏导，让教职工、学生和家长真正理解和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三）妥善做好后续关怀服务工作。

各地各校要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传引导，不歧视患者、

隔离人员、来自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及其亲属，切实防止对其

就业、上学造成负面影响。要通过微信、电话等多种方式，为患

者、隔离人员、来自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及其亲属及时提供必

要的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危机干预，有效化解恐慌和压抑情绪。

患者康复出院和隔离人员结束隔离返校后，各学校要继续密切关

注，给予充分关心关怀，使其尽快融入学校、班集体的工作或学

习生活。

（四）做好对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关怀工作。

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及时掌握了解防疫一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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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子女的学习生活困难，组织本地本校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

关心和辅导。注重发挥模范教师、优秀教师、教学名师以及名师

名校长领航班学员的示范带头作用。鼓励教师志愿服务组织因地

制宜对防疫一线人员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子女进行看护和教育，

帮助他们在疫情防控期间学有所获、健康成长，为一线人员解除

后顾之忧。

三、实施深入细致的心理疏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一组两制”。

各地各校须高度重视,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肺炎机制发〔2020〕8号）要求，

将教职工、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纳入本地、本校疫情防控整体安排，

成立专项领导和工作小组，建立完善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结

合本地本校疫情防控工作推进情况，做好开学前后心理疏导工

作。

（二）做好开学前心理辅导，落实“三项任务”。

实施分类排查。积极关注教职工、学生疫情及其心理状态，

通过科学调查，全面收集相关信息，掌握感染住院治疗、集中观

察或居家观察的师生和家长、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不

同群体的心理状态，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发现可能出现的群体

心理危机苗头，及时向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领导小组、指挥

部）报告，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加强健康宣教。面向学生开设网络心理健康辅导课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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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和学校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向广大师生和

家长推送防疫心理知识，普及心理健康维护常识，加强健康宣教，

引导他们积极应对，科学防范。

开展线上心理支持。整合学校心理辅导室、心理教师、心理

学科队伍等力量，充分发挥现有各级健康平台、心理危机干预热

线的作用，通过电话、网络（微信、QQ、电子邮箱）等多种线上

渠道，向有需要的师生开展线上心理支持工作。参加线上心理支

持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应当接受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心理援助培

训；工作时，应参照执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心理

援助热线工作指南》(肺炎机制发〔2020〕24号)要求，学校要

组织专家对热线人员提供督导。

（三）落实开学后心理危机干预，做好“六个面向”。

面向全体师生开展心理健康状态排查。对教职工、学生心理

健康状态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群的心理健

康状况作进一步评估，及时识别区分重点人群、普通人群；对重

点人群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实施“一人一策”教育疏导及防范；

对普通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面向全体教职工开展防疫心理辅导和危机干预培训。坚持

“立德树人，育心与育德相结合”的理念，面向全体教职工开展

防疫心理辅导讲座，指导教职工做好自我调适，理性应对疫情，

全面科学掌握疫情防控要领。充分发挥班主任、思政课教师、心

理教师以及学科教师的育人作用，提高防疫心理辅导和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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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了解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知识与技巧，增强对学生心理应

激反应的敏感度，推进“德心融合”，建立全员教职工参与的辅

导体系，切实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防疫心理健康教育短课程。以班级为单

位，上一堂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或开展一次主题班会，对学生深

入进行健康理念和自我保护教育，让每一个学生感知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认识生命的珍贵，从而尊重生命、珍爱生命。

面向重点人员开展团体心理辅导。组织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

师生、新冠肺炎确诊、疑似、密切接触师生等重点人员开展团体

心理辅导，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观察、

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索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

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促进良好的适应与发展的助人过程。

面向全体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依托家委会、家长学

校，通过网络平台，举办线上家长会、专题讲座，以及致家长的

一封信等形式，向家长传递正确的疫情防控心理健康知识和家庭

教育理念。引导教师加强家校沟通，推进将生命教育、感恩教育、

责任教育融入家庭教育，促进家校紧密联系，共同加强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

面向全体师生开展校园防疫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活动。充分利

用黑板报、宣传橱窗、标语横幅、心理小报、校园广播等方式，

多渠道向学生宣传防控知识，营造关爱师生心理健康的浓厚氛

围，为师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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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部门联动和专业指导，做好“三个协调”。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充分协调、调动医疗卫生、共青团、

少工委、妇联、关工委、学生会及社团等群团组织，凝心聚力，

集思广益，形成强有力的工作合力。

对出现严重心理障碍的师生，由校心理辅导中心协调转介专

业医院进行诊治。

对心理危机极端事件易发学校，上级教育部门应协调专业组

织对心理老师进行远程心理咨询和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