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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玲玲

“如何做好应对疫情的心理防

护”“应激反应下如何做好心理调

适”“如何调适受困家中的烦躁情

绪”……日前，杭州市西湖区又上线

了一期疫情防控心理调节系列微

课，围绕宅家期间学习生活中的常

见问题，给予学生和家长们适切的

指导。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很

多师生及家长无所适从。我省第一

时间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后，教育系统也迅速反

应。宁波将常年开通的中小学心

理热线转为防疫热线，提醒师生家

长切莫紧张，要做好自身防护。衢

州也集结了来自教育、卫健和司法

系统共142名专职心理工作者，组

成防疫心理疏导“铁三角”。天台

县成立了心理援助工作团，由 15

名资深心理辅导教师和110名持B

证以上的心理健康教师组成，负责

线上答疑解惑。

通过微信、电话或电子邮件等

方式，一大堆问题得到了及时的疏

解。譬如：“家中有亲戚确诊，全家

被隔离了怎么办”“每天围着客厅卧

室转圈，可心里惦记着学习，不由自

主地焦躁心慌，有什么招”“复工后，

孩子没人管了怎么办”。据统计，截

至2月底，全省11地市共开通防疫

心理热线1000余条，3000名中小

学专兼职心理教师负责接听咨询电

话，服务近1万人次。全省各地各

校还制作了心理微课供学生及家长

收看、学习，共计544节。

超长假期也催生了其他一系列

心理问题。记者从省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中心了解到，因延期开

学和居家学习而导致的亲子矛盾升

级，已成为近期咨询、援助的重点。

“学生不愿意上网课，而家长担心孩

子学业成绩下降，充满了焦虑。”浙

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指导办公

室主任庞红卫说。

为掌握学生居家期间的真实心

理状况，温州市洞头区面向海霞中

学等6所初中学校共2440名学生

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并对少部分

有负面情绪的学生进行了重点关

注。舟山市六横中学则对全校学生

进行了“云家访”，教师们说：“视频

连线是‘云家访’最有效的一种形

式，不仅可以观察学生的家庭情况、

学习生活环境，还可以直观地看到

学生的精神面貌与状态。”

在地毯式摸排中，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及隔离家庭子女、抗“疫”一

线医护人员子女、经济困难家庭子

女、远离家乡的新疆内职班学生等

一批重点群体受到了格外关注。2

月29日，针对抗“疫”一线医护人员

子女，省教育厅发挥学科和师资优

势，成立心理援助志愿服务队，开通

两路心理援助专线，一路专线面向

抗击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由15位知

名精神卫生专家、主任医生承担接

线工作；另一路专线面向一线医护

人员家属及其子女，由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

导中心召集杭州市中小学20位咨

询经验丰富的专职心理名师坐镇接

听。杭州市江干区各学校则纷纷组

建关爱团队，由校领导、班主任、学

科骨干教师等充当“云端爸妈”，建

立一对一在线联系。

这个寒假，平湖市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有243名新疆学生留在学

校。2018级24班班主任李军慧坚

持每天到校，查看他们的作息情

况、用餐情况、健康状况等。李军

慧说：“孩子们到千里之外来求学，

难免会有些孤单和不安。疫情当

前，作为班主任肯定要多花些时间

陪伴他们。”

此前，所有参与抗疫心理援助

的教师都收到了“大礼包”。省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在其官网

上发布了防疫心理处方以及应对疫

情的心理干预资源包。“疫情突发，

而且波及面广、影响重大，说实话我

们也没经验，这份‘大礼包’来得太

及时了。”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孙

颖亮说。其中，由浙江师范大学编

制的《中小学生防疫心理调适手册》

提供了30个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可

能会遇到的心理困境与疏解方法，

很有指导意义。

随着抗疫阻击战的深入，参与

心理援助的教师也边援助边总结，

提炼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像“湖州37度心理”团队就集结了

当地多位心理健康教师，他们与当

地的广播电台合作，开设《每日疫情

问答》栏目以回应群众关切的问

题。相关内容还被汇编成“疫情心

理健康15问”，成为心理援助的重

要参考。温州市的徐中收名师工作

室也组织骨干心理教师总结经验，

针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编写了

不同版本的《抗疫情，学生心理防护

宝典》。

学校积极投身防疫心理疏导

这个“战场”有我们

（上接第1版）
借助抗“疫”这个教育契机，我省高校还组织了丰富

多彩的线上主题活动，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像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就通过“云班会”的形式，讲解硬

核标语、推荐防护小贴士、开展网络大讨论，师生一起谈

担当，谈精神，谈爱国。而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50

余名师生和杭钢集团的部分员工一起在线观看了纪录

片《大自然在说话》，分享企业在职工疫情防护、志愿工

作一线等方面的事迹。学生们说，这样的主题党日活动

令人印象深刻。

□陆玄同

最近，有高三学生在微博上这样写

道：“我太难了，生于非典，考于肺炎……”

虽是调侃，却饱含浓浓的焦虑。

高三学生原本现在属于最后的冲刺

阶段，但新冠肺炎疫情却让这次的冲刺

变得困难重重，他们内心难免焦虑、烦

躁、彷徨，这是可以理解的。

疫情打乱了所有的复习备考计划，

尤其是与教师面对面的课堂学习变成

了还没有完全适应的线上学习，确实让

人纠结。虽然这些是客观事实，但无论

如何，学习的本质并没有变。更何况，

这是所有高三学子都需要去共同面对

的，大家依然处于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之下。

实际上，在通向高考的征途中，我们

面对的不仅仅是高考本身，还有各种各

样的不确定因素。即便备考环境特殊，

仍有一些东西是确定的，譬如：高考归根

到底还是纸笔测试，教材、题型、考试的

难度以及考察的重点等，也都非常明

确。此外，还要看到高考考察的是一名

学生多年来所积累的知识、所养成的思

维方式以及心理素质水平的总和。

既如此，还有什么值得焦虑的呢？

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畏的担忧上，不如

按部就班，认真对待每一次网课，一步一

个脚印地去复习、去查漏补缺，以平和的

心态迎接考试的来临。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对于本届高三学生来说，更要全力以

赴迎接学习之外的各种挑战。

也许，宅家学习最大的不便在于：没

有了各科教师不厌其烦的督促，以及同

学之间相互的监督激励，容易惫懒、怠

惰。还有些人作息变得很不规律，不是

睡到日上三竿，就是熬到夜半三更。因

此，我们一定要与自己的惰性和随性作

斗争，正常作息，张弛有度。谁做到了勤

奋自律、合理安排时间，谁就会是真正的

赢家。

我们始终坚信，疫情一定会被战胜，

生活也一定会回到正常的轨道。挑战永

远与机遇并存。只要考生做到心中有

数，就能静下心来，不被外界的喧嚣左

右，沉着复习迎考。只要对自己曾经的

努力抱有信心，相信自己只需好好把握

宝贵的时光，到了考场就一定能发挥出

自己正常的水平。

人生路上多坎坷，每一次跨越都意

味着成熟和成长。等到顺利走过这段略

微有些灰暗的备考日子，就如火车驶出

隧道般，你定能感受到温暖和光明扑面

而来。

疫情让今年高考更特别

□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谈铮谓

湖州织里镇被誉为“童装之都”。

按照惯例，每年春节过后企业就会开

足马力生产，完成各种订单。然而，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不少童装企

业却陷入了困境。

2月初，第一时间了解到企业面临

的最大难题，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的

师生们立即行动起来，迅速组建复工

服务队，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由于

师生还没返校，也不能与企业密切接

触，为此他们决定把所有的工作移到

线上来完成。

靠着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商学

院的6位教师以及9名学生骨干，分

别在湖州以及江西、安徽、江苏等地

的家中，联系上了阿里巴巴湖州分

公司、函炜服饰、哈沐服饰、吉米兄

弟服饰等100多家企业，并达成了服

务意向。

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师生们以

项目管理的方式，组队服务不同的企

业。商学院党委副书记翟帅所在的团

队主要服务出口型童装企业，服务事

项包括跨境电商业务的产品说明翻

译、线上营销的运营、新产品上架的图

片处理、客服需求等。而商学院博士、

驻织里镇科技特派员程兆麟带领的团

队则为中小型生产型企业当起了电商

先锋军，争取国内客户，并提供定制化

服务。商学院副院长唐洪雷所在的团

队则一直忙于联系本地车队，精准服

务童装企业……

一段时间下来，随着服务项目的增

多，加入团队的师生也越来越多。连

一些留校的留学生也加入进来，他们

凭借一口流利的外语，能更好地帮助

企业开展涉外业务咨询及订单交流。

线上的各项对接尽管繁杂，但丝

毫没有影响师生们的干劲和热情。高

效、专业的服务也让童装企业主们赞

不绝口。湖州永冠服饰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冠强说，湖师院师生的加入，为企

业的网络营销增加了战斗力，抢占了

先机。

线上帮扶企业复工，大学生们也

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该院学生潘

俊杰说：“很高兴自己宅在家里，还能

帮到企业，最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企

业的核心业务，这对自己也是个很好

的锻炼。”

在帮助企业的过程中，商学院还

就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等重要问

题撰写咨政建言，已形成6篇报告，主

要涉及金融扶持、医疗公共管理、夜间

经济、企业物流和乡村旅游等方面的

具体建议，以期推动“疫”后地方经济

发展。

湖师院线上助力童装企业复工

随着返工潮的到来，嘉兴在高速公路省际卡口增开车
道，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体温测量、人车核录。嘉兴市南
湖区教育体育局的8名工作人员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实行
24小时三班倒，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全面做好疫
情排查、劝返等工作，坚守浙江北大门，做到不漏一车、不少
一人。图为工作场景。 （本报通讯员 郝东华 摄）

坚守浙江北大门

义乌教师
一对一关爱医护人员子女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最近，义乌市北苑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龚子平终于能安心地上班了。原

来，孩子得到了班主任的照顾，让自己没了后顾之忧。

龚子平的爱人是派出所民警，夫妻俩都在为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而奋斗，顾不上才上三年级的儿子刘宸

源。今年情况特殊，假期又不断延长，龚子平很担心孩

子的学习和视力。2月14日，义乌成立了医护人员子

女教育帮扶突击队。绣湖小学教育集团班主任施环英

就成了刘宸源的“临时妈妈”。线上的关怀，不能满足

孩子对陪伴的需求。在疫情有所缓解的情况下，施环

英还把刘宸源接到了自己家里，照顾他的学习与生活。

刘静雅是医护人员子女教育帮扶突击队队长。据

她介绍，像刘宸源这样有帮扶需求的学生共有26名，其

中22人无人看护、21人是小学生。如今，他们都得到

了关注与照顾。26名学生均由班主任直接联系，指导

他们提高线上学习效率，帮助他们合理安排假期学习

与生活。

近日，缙云县教育局联合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案件
的庭审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以丰富学生居家学习内
容，创新青少年法治教育形式。全县小学高段学生和
中学生实时观看庭审直播，线上参与庭审旁听。图为
学生观看直播的场景。

（本报通讯员 杜益杰 李紫娟 摄）

杭州医学院
推“杭小e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孙金铭 周菁楠）近日，杭州医学

院推出了“杭小e课堂”，为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提

供一对一课程辅导，获得了医护人员的点赞。

为响应团中央关于组织高校青年志愿者开展“与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家庭手拉手专项志愿服务”活动号

召，杭州医学院将原互助式学习志愿服务项目“小医课

堂”升级为“杭小e课堂”。升级后的课堂被搬到了互联

网上，上课形式也从面对面教学变成了视频连线；听课

的学生年龄跨度变大了，从小学生到初中生，生源多样；

讲课的内容更丰富了，从小学语文到初中化学，课程门

类齐全。

学生们与浙江省肿瘤医院团委牵手，通过建立线上

课堂的方式，走进医务工作人员家庭，为不同年龄层次

的孩子们提供学业辅导、陪伴学习的志愿服务。针对不

同年龄层次的学员，志愿服务形式有所不同：面向小学

生，以在线视频辅导的形式进行陪伴、答疑和课程教学；

面向初中生，以视频连线或解题视频形式对学员提出的

疑难问题进行针对性辅导。

“杭小e课堂”志愿者招募令一经推出，得到了大学

生的热烈响应，有150多名学生报名，经过层层筛选，最

后共有16名大学生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