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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教委印发《关于做好2023
年春季开学安全工作的通知》，对心态
引导、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活动安全、
网络安全等方面作出重点提示。

●心态引导：

1.开学前，家长和孩子多进行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观察孩子的心理状态，比
如，是否留恋假期、是否期待开学等。家
长要及时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

2.开学初，家长要给孩子更多鼓励，
不要给孩子太强的压力和竞争感，要让
孩子积极乐观，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
新学期。学校和教师要循序渐进开展课
堂教育，缓释学生的紧张情绪和学习压
力，避免一开始就强行进入紧张的上课
和学习状态，密切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3.要教育引导学生制定合理的学习
生活计划，逐步调整作息，保障睡眠和
健康饮食，确保放假居家到线下教学的
平稳过渡。

●交通安全：

1.家长自驾接送学生时，要规范行车、
文明驾驶，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乘
坐副驾驶座位。倡导家长“闪送”孩子进
校，即停即离，减少校门周边交通压力。

2.学生乘坐公共交通时，注意佩戴

口罩依次有序上车，不高声喧哗、不在车
厢内饮食、不随意破坏车内公共设施。

3.学生乘坐校车时，系好安全带，到
校后及时下车，小学生放学时见不到家
长不下车，不乘坐无资质的校车，不顺搭
陌生人的车辆。

4.学生骑行时，要提前检查车况，确
认制动装置是否灵敏，不抢行、不逆行、不
佩戴耳机。骑行摩托车需持有相应驾照，
禁止进入外环线内；骑行电动车要满16周
岁，并佩戴头盔；骑行自行车要满12周岁。

5.学生步行时，遵守交通规则，过马
路或通过路口时要走人行横道线，不嬉
戏打闹、不翻越护栏、不边走边看手机。

●食品安全：

1. 学校做好学生饮食卫生安全教
育，养成良好饮食习惯，一日三餐按时食
用，不暴饮暴食，多喝水，喝开水。

2.学生注意个人饮食卫生，防止食
物中毒和传染病。

3.学生不购买、食用“三无”食品、垃
圾食品、变质过期食品，不吃未清洗干净
的食物，少吃高盐、高糖、油炸、熏制食品。

4.加强对学校食堂的卫生管理，保
证食材新鲜卫生，食材加工要符合卫生
要求，食堂员工须定期接受安全培训和
卫生培训，定期接受体检。

对于学生和教职工返校，我市
教育部门有哪些要求？

据了解，根据市教育两委制定
的相关《工作方案》，师生员工返校
前一周开展自身健康监测，有发
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的师
生，进行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如
呈阳性，相关人员在转阴且发热症
状消失后再返校；如呈阴性，应在
发热症状消失后再返校。

本周，全市中小学教职员工已提
前返校进行开学前的一系列准备。

气球、灯笼、可爱的兔子、新年
的“红包”……走访中记者发现，全
市多所中小学校园正在被装扮一
新。连日来，提前返校的教职工对
教学设备、场地环境、运动设施、电
器线路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和维修，
进一步优化了学生学习环境。有的
学校还根据学生身高对课桌椅高度
进行了再次调整。

为了让学生们在最短的时间
内适应由放松休假到回归校园的
转变，北辰区安光小学全体教师
提前回到工作岗位，从环境卫生、
布置装饰、教科书发放、迎接学生
回归等方面进行精心构思设计，
全力以赴抓细抓实开学的各项工
作，为全体学生提供舒适、整洁的

学习环境。
对于开学后如何做好防控工作，

市教育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没有疫
情的学校，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
动。根据相关要求，各学校将组织工
作力量加强师生日常健康监测，提醒
督促师生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
等症状时，不带病到校工作或学习。
师生返校后连续7天开展健康监测，
尽量减少聚集性活动。中小学校、幼
儿园落实晨午检制度、传染病疫情报
告制度、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度
等，结合实际开展在校学生每日发热、
干咳等症状监测，根据需要进行抗原
或者核酸检测。

对于家长们颇为关心的返校后学
生是否需要佩戴口罩的问题，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中小学和幼儿园
师生员工入校时，需核验身份、测量体
温，体温正常并佩戴口罩（幼儿园幼儿
除外）。来访人员进入校园需要提前
预约。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校外人员进
校必要时须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
证明或现场抗原检测阴性结果，或按
有关规定执行。

至于师生上课时是否需要佩戴口
罩，记者采访了多所中小学，学校负责
人均表示，建议佩戴口罩，但不会做硬
性要求。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寒假
“余额”所剩不多。这段时间，孩子
很容易出现一系列不适应的生理
和心理表现。生理上多表现为：失
眠、嗜睡及一些查无源头的头疼、
腹痛、疲倦、食欲不振等；心理上多
表现为：不想去学校、烦躁、记忆力
减退、理解力下降、胡乱发脾气、上
课听不进去等。其实，这是孩子开
学前的“心理焦虑”在作祟。

近日，市教育两委印发了《关
于新学期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工作方案》，研制了新学期大中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指南和
开学季学校家庭教育亲子活动指
导30招，指导各学校加强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

记者在走访中，综合我市多位
中小学心理老师最近接到的咨询
案例，发现中小学生开学前出现
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有些学生因假期作业没有完成而
紧张焦虑，开启补作业模式；有些
学生早起困难，状态懒散，不想上
学；有些学生作为冲入“决赛圈”的
幸运儿，开始担心开学后自己的身
体健康；有些学生则因为长时间在
线上课的低效率，对开学后的学习
状态缺乏自信。

●面对中学生：

对于年龄稍长的中学生，南开中
学心理教师穆玉凤给出建议：规律作
息，找回生活习惯；梳理生活，做好假
期总结；制订计划，明确学期目标；做
好防护，关注身体健康；接纳情绪，调
整心理状态。

穆玉凤表示，长时间的居家线上
学习，一些学生生活作息、日常饮食
都可能出现不规律的现象。家长要
利用开学前的这段时间，慢慢调整作
息，特别是开学前两天，尽量避免熬
夜补作业的情况发生。除了满足必
要的社交和学习需要外，学生也要尝
试逐步减少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

针对居家线上学习以及假期阶
段部分学生学习效率不高，穆玉凤建
议学生制订一份开学计划和每日清
单，帮助自己找回学习状态和节奏。
家长们也要以身作则，与孩子互相监
督，共同成长。

此外，她表示，学生能够回到校
园就意味着学校已经做好了相关工
作部署，具备相应的预案，大家可以
放心地走进校园。同时做好健康管
理。“面对开学无论是兴奋还是焦虑，
这都是当下的情绪反映，此时家长要
告诉孩子不妨先学着接纳当下情

绪。如果孩子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
心理困惑，可以求助学校的心理辅导
中心或是专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及时
评估自己的状态。”穆玉凤说。

●面对小学生：

面对年龄稍小的小学生，红桥区
文昌宫民族小学专职心理教师李娇
表示，家长的引领和榜样作用，能更
好地帮助孩子快速度过“适应期”。
“家长们要理解孩子在开学前以及

开学后一两周内出现一些负面情绪是
正常的，不要指责孩子，自己也不要过
度紧张和担心，以免给孩子暗示强化的
作用，加重孩子的不适应感。临近开
学，不要带着孩子再到处游玩或远途游
玩，自己和孩子都该收心。”李娇说。

她建议家长在开学前，每天督促
孩子早睡早起，收拾好自己的学习用
品，增加开学的“仪式感”。此外，开
学后，不要急于要求孩子立刻进入
“学习小达人”状态，允许孩子有缓冲
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些伸手抬
脚、蹦一蹦就能够做到的小目标，帮
助孩子很自然地转移到学习状态中。

●面对教师：

对于即将到来的开学，学生可能
会出现焦虑，其实老师也可能会出现

焦虑。“这个学期的开学对广大教师而
言非常特殊，是长时间网课后恢复线
下教学的开学，这种‘开学焦虑’恐怕
会更普遍、更强烈，需要引起家人和学
校的关注。”市教科院德育与教育心理
研究所副所长李勇说。

那么教师该如何进行自我调整，
做好新学期工作呢？

李勇建议，教师可以从消除恐
惧、发现幸福两个方面着手缓解“开
学焦虑”症状。首先，可以尝试通过
呼吸练习、慢跑、瑜伽、正念等，调节
植物性神经活动，让自己平静放松
下来，抵抗消极恐惧情绪。也可以
采用“对外倾诉”方法，把内心的想
法表达出来，让家人、朋友成为你
的支持者，帮你疏解心理，远离焦
虑。其次，要学会运用积极心理方
法，增强积极心理体验，提高职业和
人生幸福感。比如，和家人或同事分
享工作中感到温暖的往事、取得成绩
的事件，或者回忆和学生们在一起
的快乐时光，并将这些情感写出来，
整理成教学案例或者工作笔记，甚至
通过出版或网络途径发表。通过
“发现幸福”，可以有效提升职业和
人生幸福感，缓解职业倦怠，让自己
充满能量并满怀期待地迎接新学期
的到来。

由于之前中小学生线上学习时间
较长，不少家长担心此次恢复线下教学
后，孩子是否跟得上学校的教学进度、
会不会出现厌学情绪？

●中学生：

记者从多所中学了解到，本周，各学
校针对开学后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是教学
安排，召开了专题部署会。“开学后，我们
将结合学生实际情况，科学安排教育教学
工作。返校后第一周将安排开学教育，并
且开展思政大讲堂，深入阐释防疫政策，
有效宣传抗疫成果，唱响主旋律，传递正
能量，营造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校园氛
围。”耀华中学校长侯立瑛表示。

据了解，开学前后，耀华中学将通过
各种途径摸底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学
后，我们一方面通过检查作业把握学生
假期学习状况，同时，任课教师深入了解
学生上学期学习的状态，备课组长结合
上学期期末分析，综合研判学生存在的
共性和个性问题。针对共性问题，开展
教研组集体教研，合理安排重点定点突
破；针对个性问题，通过导师指导和朋辈
互助的方式加以解决，旨在做好线上线
下教学的有效衔接，帮助学生夯实基
础。”耀华中学教科研室主任于洁告诉记
者，将统筹课程安排和课时进度，合理计
划教学容量和作业设计，课堂上优化教
学，精讲精练，最大限度保证学生达成课
堂学习目标。

此外，学校还将加强班级建设，活
跃班级氛围，融洽师生关系。班主任通
过创设班会、班委会、团队活动等契机，
让学生在团队建设、小组合作、个性展
示等互动性强的活动中，激发交流互
动，增强新学期学习信心。

●小学生：

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小学生，特别是
一年级学生，在他们的学习经历中，线下学
习时间不足一个月。为了让这些低年级的
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线下学习，河西区平
山道小学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从2020年开始，我们将低年级学生

的习惯养成课程化，从一年级学生的适应
期课程到低年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我们都有教案、有实施细则。今年，一年级
学生未入校门先进行线上学习，我们又进
一步完善了‘小蜜蜂适应期课程’的线上学
习内容。无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十分重视

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训练，因此入校前，学
生已基本养成了按时上下课、按时完成练
习、专心听讲、自己整理学习用品的学习习
惯。”平山道小学校长韩洪涛表示。

据了解，新学期开学后，学校将以“平山
道小学低年级学生习惯养成课程”为抓手，
继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
按时作息、专心听讲、举手回答问题、及时练
习按时上交等习惯。“我们会继续倡导学生
制作‘小蜜蜂书架’，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
惯。老师们也会从细节入手，通过竞赛、表
扬等方式，每周一个项目，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习性。”平山道小学教学主任安荣说。

据安荣介绍，学校将以班主任为主，
全学科教师参与做好学生家庭情况及学
情调查。通过电话家访等方式了解学生
家庭情况、线上学习情况及建议，摸排有
特殊情况的学生，建立分层管理档案，制
定“特殊学生个性化辅导预案”，对学困
生和暂时不能到校的学生进行个性化辅
导。“此外，开学前，学校组织了跨学科的
教研，以年级为单位，由年级组长主持，
结合线上学习及学生完成寒假作业的情
况，分析各班学生的学情，制定开学第一
周的学习方案；分学科进行专题教研，精
心设计开学第一课，结合学生喜欢生动
活泼、抵触机械生硬的年龄特点，设计生
动的教学活动，精准了解学情，调适学生
心理；开展针对学生学习方式指导的专
题教研，线上学习期间，低年级的大多数
学生都有家长的辅助和帮忙。线下，我
们要更多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
的意识。”安荣说。

●体育锻炼：

按照相关要求，学校不组织或要求
康复期的师生参加剧烈运动。那么对于
正常复课的学生来说，该如何科学地进
行体育锻炼？

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
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昆明路小学校
外辅导员佟文表示，长时间的假期加上过
年期间生活无规律，让部分学生的关节和
肌肉处于僵硬状态，因此开学后不要马上
进行剧烈运动，一定要逐渐预热，使身体慢
慢进入状态，以便为正式锻炼做好准备，可
以多参加非身体接触性的体能练习和以增
强心肺功能为主的单人项目，如跳绳、踢
毽、慢跑、武术、健身操等。家长可以根据
孩子个体状况充分和老师、班主任沟通，做
好调整，一定要循序渐进、科学锻炼。

全市中小学将于2月13日正式开学。这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
后的第一个新学期。开学后，疫情防控如何做好？师生心理如何调适？线下教学如何
开展？临近开学，针对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张雯婧

要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线下教学如何开展？

相关链接 开学前的重点提示

疫情防控如何做好？

师生心理如何调适？

部署开学准备

爱心防疫包

体温监测

全方位消杀

教具消毒

整理防疫物资

■本版照片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