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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中小学校疫情防控对策的探讨 

莫春凤 

全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西全州 

【摘要】新冠肺炎是指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乙型传染病，当前我国新冠疫情由紧急防控转变为常态

化防控，实施动态清零，基于当前现状，文章分析现阶段中小学校疫情防控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对

策及建议，为中小学校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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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VID-19 refers to the b infectious diseases caused by will be coronavirus, the current new 
crown outbreak from emergenc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normaliz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rese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es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pidemic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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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是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人

口数量大、流动性大，且都是未成年人，免疫系统

发育不完善，中小学校要积极分析以往存在的疫情

防控问题，对学生返校前后进行全面的防疫部署，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新冠防控规定开展联防联控，把

学校师生的健康保健工作放在首要位置，确保学生

的学习环境安全。 
1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中小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组织管理不完善，传染病疫情防控管理不规

范 
在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其中必然要涉及校

内后勤服务保障和防疫制度的落实，当前中小学校

防疫管理制度仍不完善，防控措施推行缺乏制度支

持，体现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校内疫情防控未建立

起明确的领导组织，人员的职责和任务没有充分落

实；防控网格不完善，校内师生信息的收集不具有

时效性[1]。 
1.2 学校卫生室仪器设备不齐全 
特别是在一些城市中小学中，师生规模较大，

疫情防控的资源相对不足；其次，在边远农村中小

学学校里，上级医疗资源补助不到位，校内医务人

员个人防护物品和消毒用品配备不足，部分学校的

校医甚至未按标准配备校医[2]。 
1.3 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不够 
师生对疫情防控认知不足，从总体上来看，中

小学校内部分教师警惕性不够，尤其部分地区疫情

相对平稳，校内领导者无法时刻保持警觉，未充分

认识到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各项防控措施也

未落到实处；日常校内的疫情防控知识宣传也不到

位，师生整体的防控意识较低[3]。 
1.4 疫情的出现由各方面因素共同造成 
其中教育领域的疫情产生主要包括两方面因

素，即社会因素和校园环境因素。首先受学校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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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中小学校内师生人口密度和日常管理难度

大，人员流动性强；其次，中小学校师生每天都要

进出校园，每天与家庭成员密切接触，家庭成员的

行动轨迹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状

况，学生的校外活动范围和时间难以及时掌握[5]，

安全隐患极大，部分家长甚至不服从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的安排[4]。 
1.5 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不够，应

急预案落实力度不够 
反观最近几次发生的校内疫情，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就是未能第一时间甄别异常情况并启动应急预

案进行疫情防控，校内应急反应速度较慢，应对突

发疫情的处理能力不足，目前，该原因已经成为教

育系统疫情防控处理的难点问题。 
2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中小学校疫情防控对

策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强化疫情防控薄弱

环节，杜绝防控人员工作松懈，明确学校传染病防

控主体职责，确保责任到人，各中小学校所在属地，

严格落实责任制，校内由党组织书记或校长担任疫

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6,7]。成立专业的疫情防控小组，对校内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监管，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做到权责分

明，每个中小学指派固定疫情防控联络人，进行网

格化管理；加强各教育部门之间的联防联控，协调

沟通教育机构周边省市级医疗单位和附近定点社区

卫生组织之间的关系，联动社区和村委，进行全面

联防联控，针对多校址办学的教育机构，指定各校

区责任人或联络人，明确工作各项职责，有序推进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具体工作细则；针对学生、

家庭和教师，落实相应责任[8,9]。 
（二）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市区出现疫情，

各省份的教育系统也出现了较多的师生感染事件。

因此，对于感染地区应严格落实转运、隔离、治疗

以及救治程序，强化校内人员的管控，做好校内师

生的协同管理，严格要求师生，每天对学校传染病

疫情进行实时报告，完善学生晨/午检制度和登记报

告制度，每日进行定期通风、环境消毒；学校根据

实际情况储备足量的防控物资，在食堂、宿舍和教

室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潜在的风

险因素，同时做好师生共同居住人员的行动轨迹、

健康状况调查，动态化掌握以上信息[10-12]。 
（三）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工作，校方加大疾病

健康宣教和日常技能培训力度，制定疫情防控专项

健康教育计划。提高学生的健康行为、生活方式、

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以及突发卫生事件

应急能力[13]。丰富健康教育途径，通过课堂讲解、

校内线上讲座、班级板报、展板、学校广播以及校

内主题活动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此外，还可以发挥

网络信息平台的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疫情健康教

育，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加大健康教育宣讲力度，

保证宣讲知识的实效性；还可将新冠疫情防控知识

和技能培训列为学期的教学任务，提高全体师生的

自我防护能力，积极结合进行网络技术，在班级微

信群推送自我防控知识，提高学生及其家长的防控

意识[14,15]。及时跟广大师生传达疫情防控动态，避

免因为师生了解度低造成的恐慌，确保校内保障工

作落到实处[16]。 
（四）面对突发疫情应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中小学校在疫情出现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这

是疫情防控成功的决定性因素[17]。需要各地区中小

学校，在教育部门指导下，按政府和疫情防控要求，

将应急预案内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做好学生健康

状况的调查，建立学生健康状况评估单，进行动态

化观察[18]。要求校内师生入校后，至少进行为期两

周的自我健康行为监测报告，并将监测结果及时上

报。针对出现发热、咳嗽、流涕等症状的师生进行

全面管控，及到周围定点医院就医[19]。 
（五）充分发挥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校内及

时宣传和解读各级省市疫情防控文件和会议精神，

通过微信群、QQ 群、手机短信等渠道向校内教职工、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充分了解并掌握疫情防控知识，

实现疫情防控信息的全覆盖，促使全校师生、和学

生家长密切关注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强化校内舆

情监测和引导，监测网站、贴吧和微博等平台的学

校舆情信息，及时反映学生问题，关怀特殊学生群

体，宣扬疫情防控期间的优秀事件，引导学生及其

家属做到疫情防控期间不随意外出，少聚会、不聚

集，更不到疫情严重地区走动。 
综上所述，当前疫情常态化下，做好中小学校

疫情防控尤为重要，校内要建立完善的疫情防控制

度，权责分明，联动学校周围定点医院和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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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切实保障师生学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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