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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学

《战疫，区县（市）教育部门在行动》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杨燕燕）前阵
子，东钱湖教育系统已经对全镇18所校园完成
消杀工作，并给所有学校配备了专用防护服。

“下阶段，我们防控工作的重点将转向民工子女
学校，切实落实随迁子女在家安全及学习情
况。”东钱湖教辅室主任童军说。

隔离点当志愿者 开着校车送教材

“我是校长，抗击疫情，我义无反顾！”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韩岭小学的女校长徐枫深入医学集
中隔离点，给隔离人员送去温暖。

一盅盅海参鸡肉汤、一碗碗排骨玉米汤……
为给隔离点的哺乳期妈妈增加奶水，每次去隔离
点之前，徐枫6点不到就起床炖各种营养汤。

志愿工作结束后，徐枫又开始忙碌着为学生
送教材。“校车跑起来，课本送起来！春风里的书
香，唯今年最有味道！”徐枫说，为了减轻学校老
师的工作量，给学生送教材的工作只安排了3个
人，分别是校长、总务主任和一位教师代表。有
的学生尚未回来，她又把教材一一寄出。一位家
长开玩笑地说：“咱们女校长做起事情来又暖又
飒！”

疫情面前，东钱湖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不仅
把守校门，筑守校园的第一道防线，还奔赴在东
钱湖的各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
和责任担当。”这也是东钱湖其他干部教师的共
同心声。

孩子无人监管 学校来“补位”

随着企业的复工，外来务工人员陆续返岗，
辖区内的两所民工子女学校学生陆续返回宁波，
给学校的防控工作也带来了更大挑战。上周，东
钱湖教育系统召开了3次校（园）长会议，对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小龙是东钱湖利民学校二年级的学生，贵州
人。疫情期间被困在贵州老家，直到三月上旬回
来。班主任吴继平得知小龙的情况后，对他进行
一对一帮扶。“这孩子比较内向，但老实、很听
话。”小龙在贵州时，没有教材。吴继平把每天要
学的内容、习题拍下来发给小龙，叮嘱他完成作
业。得知小龙的父母回到宁波复工后，吴继平第
一时间送去教材，跟小龙爸爸说：“随时可以把
孩子送来我这，我会辅导他。”之后几天，小龙爸
爸上班时，就会把小龙送到吴老师家。一周下
来，小龙落下的功课也慢慢补上了。

经排摸，东钱湖目前共有30位学生因家长返
工，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各校将和这些学生建立
一对一帮扶制度，必要时，班主任进行上门指导。

东钱湖教育系统
将防控工作的重点
转向民工子女学校

韩岭小学校长徐枫（左一）在隔离点参加志
愿工作 通讯员 供图

“家长您好，孩子在家的状态如何？”宁波
市曙光中学的心理老师王丹春拨通了小灿妈
妈的电话。小灿是该校三年级学生，23日，他随
同父母从湖北回到宁波，目前正处于隔离期。

心理辅导过程中，王丹春察觉到孩子的心
理有点敏感，担心复学后会被其他同学排斥。
另外，尚未明确的复学时间和即将到来的中考
给他平添了不少焦虑。

耐心听完孩子的诉说后，王丹春帮他梳理
了种种担忧，同时指出居家时期的有效自学是
自我提升的最好办法……3月25日，经该校排
摸，学校共有10位湖北籍学生在近期陆续返
甬。其中，小灿是最后一位从湖北回来的学生。

以上通话辅导在鄞州区不是个例。近日，
曙光中学、首南第一小学、蓝青小学、新城第一

实验学校等学校都加强了对重点疫区学生的
关爱力度，安排校心理老师一对一地致电学生
家庭，了解学生隔离期间的身心状态，即时沟
通，即时疏解。

这些学校之所以能够迅速做出行动，正是
因为接到了鄞州区教育局相关的指导意见。3
月24日，鄞州区教育局相关领导在工作部署
会上再次强调：“面对当前最新的疫情现状，要
及时排查湖北籍、毕业班学生等重点人群的心
理状况，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

会议还指出，学校在复学后要做好心理大
排查，利用心理测评软件和心理咨询，全面评
估学生受疫情影响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到重点
突出兼顾全体。对排查出的重点人群，及时处
置，一人一档。

对湖北回来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案例

“班主任告诉我，你最近作业交

得不太积极，碰到什么事了吗？”

“是不是担心从湖北回来，同学

会不理你？”

“爸妈白天要上班，这么长时间，

你在家做什么啊？”……

近日，随着滞留湖北的学生逐渐

回到宁波，鄞州区各中小学在区教育

局的指导下，切实加强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提升对重点人群的排摸监测和

关爱力度。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胡谷怀

疫情发生后，鄞州所有学校开通心理热线延伸

鄞州区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作为该区
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在疫情期间，负责开通区
心理援助热线，至今已有50余天。2月1日，该
指导中心通过学校招募心理援助热线志愿者。
招募通知一下发，就有100多位志愿者踊跃报
名。“当时疫情比较严峻，还有这么多老师报
名，真的让我们很感动。”该指导中心主任张跃
娟说。经过挑选，最终确定32位教师为区心理
援助热线接线员。

“3月23日电话0个，3月24日电话1个，3
月25日电话0个。”随着疫情的缓解，热线电话
也在逐步减少。

“这是好现象。但只要学校不开学，我们热
线不会停。”张跃娟说。

“事实上，鄞州区学生家长寻求心理疏导

的途径有很多。”疫情发生后，鄞州区教育局要
求该指导中心对全区中小学校的心理专兼职
教师进行业务指导，让所有学校开通校级心理
热线。

首南第一小学的教师张庆娟就是其中一
位志愿者，同时也是该校的心理教研组长。“对
学生而言，在家上网课的压力，没有在学校学
习时大。焦虑更多的是来自家长。家长担心假
期长，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开学后学期缩短，
又担心学习跟不上。”张庆娟老师说。

区教育局相关领导表示：“鄞州区各中小
学不会在开学第一周上新课，要实施个性化的

‘零起点’教学，统筹安排分层阶梯式教学计
划，使课堂教学与‘停课不停学’期间的居家学
习有效衔接。”

战疫·鄞州解法

对重点人群加强心理辅导、采用多样化“滴灌”教学……

鄞州教育人：特别的关心送给特别的你

昨天，鄞州区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在该
区教育局的指示下，拟定了一份《复学心理调
整期给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的建议》（试行
版）。

“受疫情影响，学生长期待在家里，室内空
间相对有限，青少年运动量不足，生活方式很
单调，与同龄人交流少，家庭矛盾容易被放大
甚至激化。”该区指导中心韩文莲说，这是在热
线电话中，家长普遍反映的问题。

对此，在这份《建议》中，建议全家一起对
家庭教育来一次“体检”。成年人首先要保持乐
观心情、正常的生活规律和严格的作息时间，
给孩子做榜样，理解信任未成年孩子，不能简
单限制、责怪、否定，要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危
机，提高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

首次采取居家线上学习，很多同学不适

应。尤其是小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持
久，独立性和自觉性相对较弱，需要成人的监
护和具体指导。

对此，这份《建议》给全体老师提出以下指
导性意见：采用多样化的“滴灌”教学。班级学
生掌握情况较好，可将学习新课与补学巩固讲
解并行；对于两极分化的班级进行同伴互助式
教学，班内统一教学与课后补学同时进行；对
部分学习困难、注意力不易持久、独立性自觉
性较弱而产生的新学困生，教师应给予特别辅
导补教。

此外，《建议》指出，在复学前，学校要通过
年级视频分享会、班级班会、心理辅导课、社团
学生会的社会实践成果展示等活动，释放学生
内心郁积，减轻学生焦虑孤独情绪，使学生获
得应对危机的技巧，促进他们成长成熟。

复学后采用多样化的“滴灌”教学建议

指导中心志愿者在接热线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