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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方案

（第七版）

为落实《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

总体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和《学

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以及有关政策要求，科

学指导中小学校进一步优化管理措施，加强学校、社区、家

庭协同联动，保健康、防重症，有效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结合中小学校实际，制定本技术方案。

一、开学前

1.提前筹划开学准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依据当

地党委和政府部署确定开学时间，科学制定开学工作方案、

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开学返校前一周，师生员工出现

发热、干咳、咽痛等症状应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如检测结

果确认感染病毒，须如实报告学校，延迟返校。全面摸清师

生员工疫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患有基础疾病和

有特殊医疗需要的师生以及 60 岁以上老年教职员工底数，

建档立卡，跟进服务。

2.建立就医绿色通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和疫情发展趋势，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传染病防

控各项措施，完善教育、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和学校、医

疗卫生机构协作机制，发挥学校卫生室（保健室）作用，协

同校内外力量，建立就医转诊绿色通道。

3.引导坚持卫生习惯。学校将上学和放学途中的防护要

求告知所有师生员工。学生途中注意个人卫生，做好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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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防护。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向师生员工、学生家长开展

健康教育，宣传传染病防控知识，引导树牢并自觉践行“健

康第一”理念，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引导日常生活中

坚持勤洗手、常通风、咳嗽礼仪、清洁消毒等良好卫生习惯，

规律生活作息，倡导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均衡营养、适量

运动。

4.动态储备防疫物资。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的学

校，动态适量储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症治疗药物，建立稳

定保供渠道，保证遇疫情流行高峰和应急情况足量供应。储

备充足的抗原检测试剂和口罩、消毒用品、洗手液、一次性

乳胶手套、脉搏血氧仪、制氧机、安全测温设备等常用防疫

物资，安排专人管理，确保存放安全，科学规范使用。做好

消毒剂使用培训。设置师生员工健康观察室，位置相对独立，

为有发热等症状的师生员工提供临时留观场所。

5.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开学前，彻底清洁校园卫生，提

前做好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体育运动场所、图书馆、

卫生室（保健室）、卫生间等重点场所的彻底清洁和通风换

气，对空调通风系统和公共区域物体表面进行清洁和预防性

消毒。卫生间应配备足够的洗消用品，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

施正常使用。

6.着力保障食品安全。强化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就餐场

所合理分配空间，师生适当错峰就餐。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保证来源可追溯。做好

就餐区域桌椅、地面、餐（饮）具和炊具的清洁消毒，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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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处理厨余垃圾。开学前重点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

的安全性、饮水设备设施清洁消毒等，核查食堂员工健康体

检证明有效期、确保符合要求。加强学校食品和饮用水安全

管理，及时更换已经损坏或陈旧的设备。饮水设备设施应取

得行业检验、监测合格证书，确保饮用水安全。

7.强化校医队伍建设。加强卫生室（保健室）建设，配

齐校医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强化专业培训，提高疫情防控

能力。对没有配备校医的学校，卫生健康部门要指派行政区

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指导、做好服务保障。

8.督促整改突出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

疾控等部门加强对开学准备和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督导检

查，认真检查行政区域内学校卫生室（保健室）建设、专业

人员配备、医疗设施设备和药品配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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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测、师

生员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摸排、心理健康工作、健康教育和

传染病防控知识宣讲培训、感染师生康复期健康指导、重点

区域清洁消毒等情况，及时督促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

二、开学后

1.区分场景、人群和疫情情况科学佩戴口罩。开学后，

师生在校期间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可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

意愿选择是否佩戴口罩。学校校医、保安、保洁、校车司机

和食堂工作人员等上岗时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师生员工出

现发热、干咳、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应尽快进

行抗原或核酸检测，就医排查，不得带病工作或学习；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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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在校期间应当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直至症状消失。如

学校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该感染者所在班级学生、与该感

染者密切接触的师生员工应连续 5天佩戴口罩，做好健康监

测；提倡其他班级学生、老师佩戴口罩。师生员工离开学校

后，按照当地社会面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科学佩戴口罩。如当

地出现疫情流行，恢复师生员工校内佩戴口罩的防控措施。

2.加强健康管理。加强师生员工健康管理，日常生活中

坚持勤洗手、常通风、咳嗽礼仪、清洁消毒等良好卫生习惯，

保持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开展师生发热、干咳、咽

痛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监测，根据需要进行抗原或核酸

检测。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因病缺勤缺课追踪与登记制度、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等，建立学生健康信息电子台账，提高

疾病监测预警信息化水平，做到传染病疫情早预防、早发现、

早报告、早处置。做好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水痘、

流行性腮腺炎等校园常见传染病的监测、处置工作。对因病

缺勤缺课的师生员工，密切追踪诊断结果和病情进展。严格

执行复课证明查验制度，加强台账管理。

3.巡检重点区域。学校落实人员开展专项巡查，重点对

门卫室、教室、实验室、办公室、食堂、宿舍、体育运动场

所、图书馆、卫生室（保健室）、卫生间等重点区域、重点

岗位开展巡查并做好记录。落实专人做好卫生清洁和消毒消

杀工作，定期通风换气。校园垃圾“日产日清”，分类投放，

做好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消毒和清运登记。寄宿制学校要加

强宿舍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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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持手卫生。在体育运动场所、食堂、宿舍、卫生间

等场所配备足够的洗手设施并确保运行正常。引导师生员工

注意个人卫生，教会学生正确的洗手方法，做好手卫生。根

据师生需要摆放公用消毒用品，鼓励师生员工养成卫生消毒

的习惯。

5.加强疫苗接种。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则，鼓励适

龄无接种禁忌师生员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鼓励符合条件的

18岁以上教职员工进行 1剂次同源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不

可同时接受同源加强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6.保障食品安全。加强对食材的采购、存储、加工等环

节的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管理，食品等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

保证来源可追溯。做好食堂地面、桌椅和餐（饮）具、炊具

清洁消毒以及餐余垃圾无害化处理。采用校外供餐的学校，

严格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食堂工作人员应当戴工作帽、穿工作服，并保

持清洁，定期洗涤、消毒。

7.强化师生健康教育。学校按要求配齐配足专兼职健康

教育教师，开设健康教育课程，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校园

常见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等纳入健康教育内容，帮助师生

员工掌握传染病防控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校园网、健康专

栏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引导师生员工树牢并自觉践行

“健康第一”理念，做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加强康复期健

康指导，引导师生员工做好康复期健康管理。不组织或要求

康复期的师生员工参加剧烈运动，科学安排体育课和体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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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8.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密切关注师生员工思想动态，加

强价值引导，激发学生青春责任与担当。学校应配备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面向师生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

疏导。健全心理干预机制，制定心理干预方案，强化危机识

别与干预意识，及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疏导师生员工

情绪及异常行为，提供针对性强、常态化、多形式的心理健

康指导和援助，及时化解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

9.加强学生近视防控。加强视力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合

理安排作息，确保睡眠充足，平衡营养膳食，保持正确读写

姿势，自觉爱眼护眼。深入落实“双减”，切实减轻学业负

担。培养运动习惯，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着力保障每

天校内、校外各 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

用电子产品，严格管理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落实视

力健康监测，建立视力健康档案。

10.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总结运用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成效和经验，大力弘扬新时代伟大抗疫精神，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教育工作实际，丰富新时代校园爱

国卫生运动的内容和形式，改善校园环境，提高健康素养，

推动校园爱国卫生运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师生健康管理转

变。

三、疫情流行期间紧急防控措施

在常态化防控情况下，一般不需要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疫情流行期间，在当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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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指导下，综合评估病毒变异情况、疫情流行强度、医疗

资源负荷和社会运转情况，可根据师生感染情况和医疗资源

紧张程度，适时依法采取临时性防控措施，可以班级或年级

为单位停止线下教学，实施临时性线上教学。疫情解除后，

及时恢复线下教学。

学校出现感染者后，第一时间向所在县（区）级教育行

政部门、疾控机构报告。在教育、卫生健康和疾控等部门的

指导下，做好师生员工健康监测，及时对环境和物体表面进

行清洁消毒并通风换气，做好校园内垃圾、粪便、污水的收

集和无害化处理。感染的师生员工居家期间，尽可能待在通

风较好、相对独立的房间，减少与同住人员近距离接触，非

必要不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