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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年初开始在中国和全球蔓延;
•新型的传染病，病原体、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
人群并非充分认识;

•疾病的不确定性给不同人群带来的焦虑和心理危机
是无法估量的;

•心理危机干预在新冠肺炎诊治和防控期间成为不可
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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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生活教育》2020年第5期：山西省中小学生在疫情期

间的心理健康及思想状况的调查

• 山西省11个地级市，涵盖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12
个年级；

• 中小学生有效问卷4911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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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中小学生24707名，占50.30%；
• 县城（镇）的中小学生11654名，占23.73%；
• 农村的中小学生12756名，占25.97%；
• 男生23692名，占48.24%；
• 女生25425名，占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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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 调查结果
1. 学生对疫情的关注程度

 99.25%的中小学生表示关注疫情，其中约80.33%的

中小学生表示非常关注疫情。中小学生群体中关注疫

情的原因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担心家人和自己的健

康（82.59%）、担心疫区人们的安全（74.34%）、

担心疫情发展得不到控制（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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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影响了我的学习（59.66%）、影响了我的生活

（51.64%)、影响了我的情绪(25.09%)。

担心家人和自己的健康、担心疫区人们的安全、担心疫

情发展得不到控制是中小学生关注的三个主要方面。

因为担心家人和自己的健康而关注疫情在每个年级的占

比均为最高，而且随着年级的上升而逐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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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在对疫情内容的关注方面，防护措施、传播途径、传

染性程度、治疗措施是中小学生群体关注疫情的前四

个主要方面，人数比例均高于60%。

关注开学时间、治疗情况等。

在疫情期间要管理好自己，不给一线工作人员添乱

（91.46%），认为一线工作人员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87.25%），非常值得自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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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2. 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的情绪反应

65.89%的中小学生心理状况整体表现较好，情绪相对

稳定、平静。

13.07%的学生经常或每天需要和家人和朋友倾诉；

5.32%的学生经常或每天会感到紧张、不安或烦躁；

4.71%的学生经常或每天会情绪低落、抑郁或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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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4.56%的学生经常或每天会感到无奈、无力；

4.51%的学生经常或每天会易怒、易流泪、易激动等。

男生和女生在不同情绪反应上所表现出的趋势同总体中

小学生的趋势相似。但不同性别的学生在紧张不安或烦

躁、感到无奈无力、需要和家人及朋友倾诉方面表现出

非常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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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小学生心理反应

1. 情绪反应：

对疫情过度关注；

对新冠肺炎过度紧张、担心、害怕、恐惧；

对未来过度忧虑、烦恼、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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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小学生心理反应

2. 行为问题：

生活规律紊乱，三餐不规律；

不爱学习、沉迷玩游戏、看电脑；

睡眠障碍、晚睡晚起、睡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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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7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

•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国家整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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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

第一，对高危人群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原则是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人群分为四级，并要求干预
重点应当从第一级人群开始，逐步扩展。

•评估目标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识别区分高危人群、普通
人群；

•对高危人群开展心理危机干预；
•对普通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根据目标人群范围、数量以及心理危机干预人员数，安排工作，
制定工作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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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一、开学准备

（一）组织要求

1.提前筹划，做好开学准备。

2.责任到人，确保工作落实。

3.机制有效，保障防控效果。

4.完善预案，加强应急演练。

5.明确要求，确保顺利开学。 17



中小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6.加强宣传，做好健康教育。

学校要及时发布或转发国内外疫情形势和最新防控

要求，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引导师生员工及其共同

生活居住人员，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养成勤洗手、

常通风、少聚集等良好卫生习惯，不到中高风险地

区，非必要不出省，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

员工及共同生活居住人员应主动向社区和学校报备，

积极配合落实健康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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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二）保障要求

7.合理筹划，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8.应接尽接，做好疫苗接种。

9.整治环境，保障学习生活安全。

10.配备人员，确保防疫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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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二、开学后

（一）重点环节管控

1.入校排查登记。

2.加强校园出入管理。

（二）入校后管控

3.落实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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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4.做好健康管理。

5.巡检重点区域。

6.加强活动管理。

7.保持手卫生。

8.保障食品安全。

9.加强寄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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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10.加强健康教育。学校应当将新冠肺炎和校园常见传

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等纳入健康教育内容，学习《公民

防疫基本行为准则》，定期对学校党政干部和师生员工

开展培训指导，通过多种途径将相关信息推送给师生员

工和学生家长。密切关注师生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及时

提供心理辅导与咨询服务。

11.加强近视防控。

12.加强人员防护。 22



心理危机干预的作用

•在新冠肺炎防控常态化的大环境中，心理危机干预
将继续在积极预防、及时控制和减缓灾难的心理社

会影响、促进灾后心理健康重建、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公众心理健康中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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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心理反应的应对措施

1. 学校的作用

引导学生接受现实，传播新冠肺炎防控的正确知

识，消除紧张和恐惧情绪；

给学生宣泄情绪的机会，开班会、小组讨论，一

起交流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减少担心和焦虑情绪；

合理安排网络教学，开设丰富多彩的网课，组织

兴趣班，转移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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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心理反应的应对措施

2. 家长的作用

管理学习、衣食住行、起居、三餐，规律生活；

高度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教育孩子接受现实，分担烦恼和紧张情绪；

与孩子交流，充当宣泄情绪的对象，减少过度恐

惧和焦虑情绪；

丰富居家活动，游戏、电脑、电视，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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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心理反应的应对措施

3. 求助专业人员

心理老师

心理咨询师

心理治疗师

精神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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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心理干预模式

1. 认知治疗

2. 暴露治疗

3. 小组治疗

4. 心理疏泻

5. 焦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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