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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 

疫情期间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预案 

 

基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形势，根据上海市《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公众心理疏导的工作方案》文件要求，结

合我校学生实际，把学生身心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的学生心理疏导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积极预防、减缓和控制疫情导致的心理影响。涵养积极

健康的校园心态，心理健康工作室通过校园网、微信群、QQ 群

发布情绪调节技巧，提高学生自我疏导能力，增加战胜疫情的信

心。班主任在班级内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引导，告知学生上海市十

六区心理咨询热线，使学生知晓求助方式。 

二、开通在线心理辅导。疫情会引起焦虑迷茫、紧张烦躁、

创伤应激等不同的心理问题，学校心理教师通过 QQ 在线平台，

回应学生需求，及时为学生提供个别辅导。疫情期间，尽量采用

在线辅导的方式，必要进行面询时，需做好安全防护。（QQ在线

辅导 巴利娜：30485465； 黄蔷薇：232658964） 

三、关爱本人或家人身处重点疫区的学生。目前，我校有 9

名学生身处湖北。当学生本人或家人身处疫区时，学生除了担心

自己或家人被感染外，还会担心被歧视、被指责、被嘲笑。学校

心理辅导老师和班主任应及时掌握此类学生心理状态，必要时由

心理辅导老师进行干预。班主任应引导班级舆论，不拿疫情开玩

笑，不另眼相看重点疫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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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关注原有基础性心理问题的学生。在面对重大考验

时，已具有基础性心理问题的学生更易受到影响。班主任应通过

关注学生 QQ 空间动态、朋友圈动态或者直接交谈、侧面了解等

方式，了解班级内此类学生的情况。适时传达关爱之意，适度引

导，必要时请心理辅导老师介入。 

五、根据学生实际，分类提供心理辅导 

1．住院治疗的确诊学生 

I 与学生监护人及学生保持积极沟通。在共情的前提下，给

予在线心理评估和辅导，纾解紧张、焦虑、愤怒、抱怨等负面情

绪，激发学生对治愈的信心。 

2．隔离观察的疑似学生 

与学生监护人及学生保持积极沟通。进行相关政策宣教，为

人为己，科学采取防护和隔离措施；密切关注身体情况，必要时

就医；缓解恐慌不安、焦虑无助、怕被歧视，避免侥幸心理、盲

目乐观，舒缓学生应激反应。 

3．重点疫区的居家学生 

理解学生的处境和感受，安抚担心被歧视情绪，缓解紧张和

焦虑；提供科学的疫情信息，理性对待事态，配合防护措施；鼓

励与同学开展网络交流，避免出现显著的社交回避。 

4．其它地区的居家学生 

提供科学信息，理性面对疫情，开展适应性行为指导；鼓励

换位思考，不歧视患病、疑病人群；健康宣教，规律作息，消除

恐惧，科学防范。 

5．曾受辅导的易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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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评估心理状况，尤其是危机评估。必要时启动危机干预

程序；理解学生处境，尊重其表达真情实感，做好情绪稳定化；

探索自身资源，积极面向未来；告知学生求助途径，避免孤立。

必要时予以转介。 

6. 危机个案处理。心理辅导老师或班主任发现学生由疫情

或其它原因引起过激行为，危害学生自身安全时，应启动危机干

预程序。第一时间与学生监护人取得联系，据实际情况作转介处

理。并积极关注学生后续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 

六、组织保障。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具体安排，学生科负责，相关部门配合，

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相关工作。 

工作责任人：孙腾 

工作人员：巴利娜、黄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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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 

疫情期间学生心理辅导设置与管理 

 

疫情期间积极关注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类反应，做好疫情期间

心理防护宣传，针对班主任、家长提供相应指导。遵照专业伦理，

开展线上辅导，必要面询时，按照学校防疫要求，做好安全防护

措施。 

一、关注学生可能出现的反应 

利用 QQ、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与学生保持联系，

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同时，利用在线调查问卷，集中收集学

生居家状况信息，作为开展疫情期间心理健康工作的依据来源。

尤其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 

面对不断刷新的疫情信息，各种相关部门的防控工作通告，

开学延期，以及可能受影响的考试安排等等，都可能引起学生的

焦虑烦躁情绪，表现为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愁眉苦脸、注意力

不能集中、空虚无助等。 

（2）长期居家的亲子冲突 

长时间无法出门，面对面的同伴交往减少，容易产生空虚无

聊感；学生居家学习期间，学习模式较为松散，无节制的手游，

难免引发家长的不满和报怨，易导致亲子冲突。 

（3）松散无序的学业应对 

学校延迟开学，“线下”学习变为“线上”学习，有的学生感

到在家学习没有氛围，难以专注，不想学习或者学习效率低；有

的学生不知如何规划，自主安排时间；有的学生自控力低，学习

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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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时提供有效支持、居家指导和家庭教育工作 

面对疫情，感到害怕、焦虑、愤怒、悲伤、无助等等，是每

个人面临危机与灾难时的正常心理反应。在开展心理辅导时，一

方面，心理教师要避免将自己的负性情绪传递给学生，为辅导创

设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心理教师要允许并尊重学生表达

自己的真情实感。体谅并接纳这些感受，有助于情绪的平稳。“照

顾好自己的情绪是第一免疫力”。 

在疫情居家期间，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心理教师

要能科学判别、整合资源，向学生推介权威、优质的疫情资讯、

防护知识和求助途径，进而消除疑虑、缓解焦虑；要鼓励学生通

过适宜的方式进行宣泄，释放负面情绪；同时，可以通过在线课

堂，为学生提供躯体放松、健康作息、合理安排时间的方法，协

助学生充分利用居家时间，提升自我、丰富自我。 

特殊时期，父母与青春期的子女整日待在有限的空间里，难

免会产生摩擦和冲突。心理教师要协同班主任团队，有意识地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调试心情，尤其在情绪高点要尽量少

抱怨、少唠叨，避免“针尖对麦芒”。同时，心理教师要提醒家

长留意觉察冲突模式的触发点，在激活双方负性情绪之前，采用

中止的策略，稳定情绪，进而为理性思考提供契机，为化解矛盾

提供途径。假如亲子双方掌握了良好的沟通交流模式，不仅能减

少亲子冲突，更能协助未成年人形成积极向上的心理适应能力。 

三、依据学生动态，分类提供心理支持 

1．住院治疗的确诊学生 

可能表现：否认、愤怒、恐惧、焦虑、抑郁、抱怨、失眠或

攻击等。还可能出现不配合治疗、放弃治疗，以及对治疗进度的

过度乐观或悲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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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策略： 

◆ 理解学生此时出现的情绪反应属于正常的应激反应，不被其

攻击和悲伤表现所激惹，或过度卷入等。 

◆ 在共情的前提下，给予在线心理评估和辅导，如及时评估自

伤或攻击等风险，提供积极的心理安全维护。必要时予以转介。 

◆ 解释隔离治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观察治

疗，也是保护亲人和公众安全的方式。同时，激发学生对治愈的

信心。 

2．隔离观察的疑似学生 

可能表现：恐慌不安、焦虑无助、怕被歧视、极度回避，或

侥幸心理、盲目乐观、拒绝隔离、暴躁愤怒等。 

工作策略： 

◆ 密切观察身体状况，及时就医； 

◆ 政策宣教，为人为己，采用必要的防护和隔离措施； 

◆ 安抚情绪，理性应对，缓解学生应激反应。 

3．重点疫区的居家学生 

可能表现：害怕、不安、回避、担心受歧视等，或对事态盲

目乐观，拒绝采取防护措施等。 

工作策略： 

◆ 理解学生的处境和感受，安抚情绪，缓解紧张和焦虑； 

◆ 提供科学的疫情信息，理性对待事态，配合防护措施；  

◆ 鼓励学生与同学开展网络交流，避免孤立，出现显著的社交

回避。 

4．其它地区的居家学生 

可能表现：焦虑、害怕、低落、愤怒、不敢出门、盲目消毒、

攻击行为，或过于乐观、不配合防控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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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策略： 

◆ 提供科学信息，理性面对疫情，开展适应性行为指导； 

◆ 鼓励换位思考，不歧视患病、疑病人群； 

◆ 健康宣教，指导积极应对，消除恐惧，科学防范。 

5．曾受辅导的易感学生 

可能表现：过度应激反应，亲子关系紧张，过往主诉问题凸

显等。 

工作策略： 

◆ 及时评估心理状况，尤其是危机评估。必要时启动危机干预

程序； 

◆ 理解学生处境，允许并尊重其表达真情实感，做好情绪稳定

化； 

◆ 探索自身资源，面向未来、创造未来； 

◆ 告知学生求助途径，避免孤立。必要时予以转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