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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12日，针对本土疫情多点频发，且奥密克戎变

异株传染力和隐匿性增强的情况，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了《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一、修订、出台《技术方案（第五版）》的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两年多来，中国抗疫取得了可贵经验，形成了“动

态清零”控制策略。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十分严重，我国疫情也在高位运行，波及

范围进一步扩大，防控正处于关键紧要期。 

    本土疫情多点频发，加之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力和隐匿性增强，增加

了校园聚集性疫情风险，需高度警惕校园发生聚集性疫情风险，教育系统

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切实守住校园不出现聚集性疫情的底线。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科学指导中小学校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压实校园防控主体责任，有序落实常态化防控与

应急处置措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动摇，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隐匿

性更强的特点，结合学校管理和师生员工的人群特点，教育部联合国家卫

生健康委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和当前疫情形势需要，修订印发

了第五版技术方案。 



二、《技术方案（第五版）》主要内容  

    对开学前准备、开学后管理、疫情监测与应急处置等不同情境做出指

导，提出了需要落实的全方位、多场景、各环节防控措施的技术要求和工

作流程。 

    开学前，要落实各方责任、建立完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细化防

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储备防疫物资、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等措施，要求

学生和教职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开学后管理方面，要求严格日常管理、加强校门管理、加强重点场

所和重点环节防控，对学生和教职工提出了自我健康监测和个人防护措

施要求。 

  

    疫情监测与应急处置方面，要求及时关注学校所在辖区、全国其他

地区疫情形势变化，根据本土疫情或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变化，严格

执行当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激活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果断采取处

置措施。 



三、《技术方案（第五版）》六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要求，根据不同学校环境和师生来源特

点，针对性落实校园出入管理、师生员工管理、重点场所和区域管理、环

境卫生整治、校内个人防护等措施，着力防范疫情输入校园。 

    二是增加校园常态化疫情监测预警，及时监测疫情形势变化，严格实

施人员健康监测、体温检测、晨午检和因病缺课缺勤追踪登记等措施，定

期组织师生员工开展核酸检测抽检。如所在县（市、区、旗）发生疫情，

要根据疫情扩散风险加密核酸检测频次，提高核酸检测抽检比例，鼓励增

加抗原检测，加强学校疫情早发现力度。 



    三是细化完善疫情应急处置要求，如校园出现疫情后，要立即完成

常态化和应急机制转换，做好传染源控制和管理、风险区域与风险人员

划定管控，有序落实封闭管理、人员转运、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环境

消毒和垃圾处理等，确保最短时间遏制疫情传播蔓延。 

    四是对适龄人群疫苗接种工作提出要求，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

则，鼓励3岁以上适龄无接种禁忌人群应接尽接，推进符合条件的18岁以

上目标人群加强免疫接种。 



    五是强调做好师生员工人文关怀和服务保障，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宣

传引导和心理疏导，及时回应师生员工合理诉求和关切。 

  

    六是强调校园疫情防控的督导检查和风险排查，相关部门安排专人

定期检查评估，确保学校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四、《技术方案（第五版）》对校园常态化疫情监测预警新要求 

    在校园常态化疫情监测预警方面，中小学校根据疫情扩散风险加密核

酸检测频次，提高师生核酸检测抽检比例，推广使用抗原检测，达到监测

预警目的。 

    中小学校强化监测预警方面，严格实施师生员工健康监测、体温检测、晨午检和因病缺课（勤）病

因追查与登记等措施，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师生员工如在家期间出现疑似症状，应当立即

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后到医院就医，不得隐瞒病情，学生家长应当及时报告班主任，教职员工在家

发病就医应及时告知学校，学校做好就医结果追踪登记工作。如在校期间出现疑似症状，学校医务人员

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严格按照“点对点”协作机制有关规定及时去定点医院就医，做好就医结果追

踪和登记。未设置卫生室的学校，应当就近联系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处置并做好登记。 



五、《技术方案（第五版）》更新校园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内容 

    在校园突发疫情处置方面有较大调整。校园出现疫情后，要按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配合做好校内传染源控制和管理，按照属地化原

则由疾控机构开展快速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研判，根据病例轨

迹和流调信息，科学、精准划定风险区域与风险人员。 

   积极配合疾控机构等部门做好划定区域和风险场所的先管控、再摸排，有序组织落实风险人员的转

运、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根据受污染的状况和风险采取相应的环境和物体表面的预

防性消毒、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并做好校园内垃圾、粪便、污水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理。 



六、《技术方案（第五版）》对学校疫情防控保障要求 

    在防疫储备保障上。 

    加强学校卫生管理员、宣传员等校园防控队伍建设。 

    安排专人负责学校卫生设施管理、卫生保障、监督落实等工作。 

    中小学校要根据师生员工数量，结合应急方案做好口罩、消毒用品、

洗手液、一次性乳胶手套、非接触式测温设备等常用防疫物资储备，储备

数量为不少于一个月使用量，安排专人管理，确保存放安全，合理使用与

清洁。  



    做好消毒剂使用培训与记录，注意物品的有效期。 

    在校门口就近设置临时等候区和健康观察室，为入校时出现疑似症状

的人员提供临时处置场所。 

 

    在加强应急处置保障上，要求中小学校对师生员工做到排查、管控、

督导、宣教、关爱“五个到位”，妥善解决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生活中

的实际困难，及时回应合理诉求和关切，在防疫提醒、生活和防疫物资、

医疗保障、心理疏导等方面给予支持。 



七、《技术方案（第五版）》对校门管理要求  

    中小学校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做到专人负责、区域划分合理、人

员登记排查记录齐全。 

    师生员工进校门需佩戴口罩,核验身份并检测体温。 

    来访人员还需验健康码、行程卡，并进行登记，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

准进校。 

    入校时若出现疑似症状，应当由专人带至临时等候区，测量体温，及

时联系学生家长，按规定流程处置。 



八、《技术方案（第五版）》对佩戴口罩的要求 

    中小学校（楼）门值守人员、保洁人员和食堂工作人员等工作期间，

应当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学校所在县（市、区、旗）

范围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师生上课时可不佩戴口罩。  



九、《技术方案（第五版）》对食堂管理的要求  

    中小学校应当加强对食堂的清洁消毒和卫生安全管理工作。 

    加强对食材尤其是冷链食品的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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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餐前半小时完成就餐区域的消毒和通风换气。 

    规范就餐流程，尽量集中分餐、送餐到班，或错时、错峰食堂就餐。 

    做好食堂地面、桌椅和餐（饮）具、炊具的清洁消毒和餐余垃圾无害

化处理。 

    校外供餐单位送餐人员全程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健康码和体温正

常方可进入学校。 



十、《技术方案（第五版）》对宿舍管理的要求  

    中小学校应当加强寄宿管理。 

    正常教学期间原则上不得出校。 

    如必须出校，须严格履行请假程序，规划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并告

知学生家长。 

      



    加强宿舍出入管理，凭证出入并进行体温检测，严禁外来人员入内。 

    加强宿舍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保持卫生间清洁，做好垃圾分类。 

    每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测量体温并注意观察有无疑似症状，当出现

疑似症状时，及时报告班主任。 
 



十一、《技术方案（第五版）》对师生员工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要求 

    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关注师生员工心理状况，安排心理服务专业

人员、社会工作者或志愿者，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及时疏导师生员工

负面情绪，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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