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学校新冠肺炎教职员工和学生防护手册 

（更新版） 

 

    切实做好安徽省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对广大教

职员工和学生卫生防护技能知识培训和心理健康教育，确保 2020 年

秋冬季学期学校工作平稳运行，保证教职员工和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

安全。 

一、个人卫生防护 

1. 公共场所的个人卫生防护 

 在密闭公共场所要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相当防护级别

的口罩。 

 减少接触公共物品。 

 打喷嚏或咳嗽时，如未佩戴口罩，须用纸巾或手肘衣服遮住

口鼻。 

 外出回来后立即洗手，采用“七步洗手法”，全程保持手卫

生。 

 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频率，缩小外出活动范围。 

2. 医用口罩使用指引 

 学校当前应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文件精神，参照《关于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和夏季空

调运行管理与使用指引（修订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174 号），加强科学引导。中、高风险地区仍参照《关于印发公众科

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发〔2020〕33 号）。 

 使用要求：因幼儿特殊生理特征，不建议戴口罩；幼儿园教

师、值守人员、清洁人员及食堂等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在校园内，学生需随身备用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低风险地区的校园内学生无需佩戴口

罩；教师在上课时可不戴口罩；学生、教师和其他员工在封闭场所、

人员密集时，需佩戴口罩；学校进出值守人员、清洁人员及食堂工作

人员等服务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 

 佩戴方法：佩戴口罩前应洗手，在戴口罩过程中避免接触到

口罩内侧面，减少口罩被污染的可能。面向口罩无鼻夹的一面，两手

各拉住一边耳带，使鼻夹位于口罩上方；用口罩抵住下巴；将耳带拉

至耳后，调整耳带至感觉尽可能舒适；将双手手指置于金属鼻夹中部，

一边向内按压一边顺着鼻夹向两侧移动指尖，直至将鼻夹完全按压成

鼻梁形状为止。 

    医用一次性口罩，蓝色面朝外，白色面贴口鼻。 

 摘脱方法：口罩外侧吸附了大量细菌，脱下口罩时避免触碰

口罩外侧，用手抓着系带取下，应将口罩接触口鼻的一面朝外折好，

放入清洁的自封袋中。不宜将摘下来的口罩直接塞进口袋里或随意丢

弃，避免造成医用口罩二次污染。摘脱口罩之后，一定要记得清洗双

手，保持手卫生。 

 处理：废弃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应统一收集处理。健康学生和

老师使用过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处理即可；出

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人员佩戴的医用口罩，需按照医疗废物处

理流程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3. 保持手卫生 

 要做到减少接触交通工具的公共物品或部位。 

 接触公共物品、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用肥皂、洗手液

或免洗手消毒液清洁手部。 



 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 

4. 正确的洗手方法 

 在流动水下，淋湿双手。 

 取适量洗手液或肥皂，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手背、手指和

指缝。 

 按照“七步洗手法”揉搓双手： 

—— 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摩擦； 

—— 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 

—— 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摩擦； 

—— 第四步，弯曲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交换

进行； 

—— 第五步，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拇指搓擦，交换进行； 

—— 第六步，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

换进行； 

—— 第七步，一只手的手掌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部分，旋转揉

搓，交换双手。 

 在流动水下彻底冲净双手。 

 捧水冲淋水龙头后关闭水龙头。 

 用清洁毛巾或纸巾擦干双手，也可用干手器吹干。 

 小技巧：按“内—外—夹—弓—大—立—腕”口诀进行；时

间不应少于 20 秒，相当于唱完 2 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的《生日快乐歌》。 

5. 晨午（晚）检与健康报告制度 

 坚持每日晨午（晚）检。 



 当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时，要马上告知老师或学校

疫情报告负责人。 

 若发热（额温≥36.8℃或腋下体温≥37.3℃，后者更为准确），

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到学校指定隔离观察室或健康观察室休息，必要

时及时送诊。 

6. 就诊防护 

 如果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按规定去定点医院就医。 

 尽量避免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上

和医院内应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其他更高级别的口罩）。 

二、健康生活方式 

1. 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幼儿每天保证 10～13小时、小学生每天不少于 10 小时、初

中生每天不少于 9小时、高中生每天不少于 8小时的睡眠，教职员工

每天保持 8 小时睡眠。 

 避免晚睡晚起和作息时间不规律，上床睡觉时间不宜比平时

推迟半小时以上，起床时间不宜比平时推迟 1小时以上。 

2. 健康饮食 

 一日三餐定时。 

 保持食物多样，不偏食、挑食。 

 不喝含糖饮料，多喝开水、茶水。 

 家长和儿童青少年一起准备食物，讨论食品营养，学会简单

烹饪。 

 尽量减少订购外卖次数，不购买生食、冷食、烧烤等外卖。 

3. 减少视屏时间 



除完成教育部门线上教学以外，儿童青少年要尽可能减少视屏时

间。 

 每天看手机、电脑、电视、Pad等视屏电子产品的时间学龄

前儿童每天视屏时间不超过 1 小时、学龄儿童青少年每天视屏时间不

超过 2 小时，年龄越小的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应越少。 

 家长成为子女的榜样，避免“手机控”“电视控”。 

 用体力活动、家务劳动、亲子互动游戏代替视屏行为。 

4. 加强体力活动 

 教职员工及学生尽可能增加室内运动、家务劳动。 

 居住在疫情低风险社区，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宜不少于 2小时，

近视儿童青少年户外活动宜更长（户外活动包括散步、快走、慢跑、

跳绳、拍球、打羽毛球、健身操等）。 

三、教职员工上班的健康要求 

 按照《安徽省教职员和学生开学返校条件判定标准（更新版）》

确定是否返校。 

 在办公室入口醒目位置放置快速免洗手消毒液或普通洗手

液，并有醒目标识提示保持手卫生。 

 科学佩戴口罩。 

 办公室每天保持通风 3 次以上，每次 30分钟，天气条件容许

可全天保持通风状态。 

 每日对办公室公共设施进行消毒。 

四、上课卫生要求 

 以校区、专业、楼栋、年级、班级等为单位进行学习，尽量

开放教室。 

 必要时错峰上课。 



 在教室内上课的学生和教师可不戴口罩。 

 教师在上课前后均要洗手。 

五、进餐卫生要求 

 教职员工和学生进餐可实行错峰制。 

 就餐排队时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扎堆就餐。 

     提倡自带餐具，即买即走。 

 就餐前、就餐后清洁双手。 

六、教职员工和学生乘坐交通工具的安全防护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公共场所时，全程佩戴口罩。 

 全程保持手卫生，减少接触交通工具上的公共物品或部位。

当手接触了公共物品、咳嗽时用手捂、饭前便后等情况下，用洗手液

或肥皂流水洗手，遵从“七步洗手法”；或者使用免洗手消毒液清洁

双手。 

 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捂住并妥善处理废弃纸巾，无纸巾时

可用手肘衣服遮住口鼻。 

 应留意周围乘客状况，避免与可疑人员近距离接触。发现身

边出现可疑症状者须及时报告乘务人员。 

 做好健康监测，自觉发热时要主动测量体温，若出现可疑症

状，尽量避免接触其他人员，视病情及时就医。 

 旅途中如需到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告诉医生个人 14 天内是否

到过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或国家的旅居史，是否途经疫情高风险

地区或国家，是否接触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等，积

极配合开展相关流行病学调查。 



 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以配合密切接触者的调查。 

七、教职员工和学生入校后安全防护教育 

 学校应将新冠肺炎及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等纳入开学第一

课内容，让学生和教职员工掌握相应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做好个人防护。 

 学校还应通过其他健康教育途径向学生和教职员工传授传染

病个人防护知识与技能。 

八、心理健康 

1. 开展多形式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通过微博、公众号、微信群或 QQ 群向教职员工和学生推

送心理健康科普类文章等。 

 利用校园公告栏、宣传栏、教室黑板报、宣传手册发放等方

式做好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及时发现、疏导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教师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教学活动。 

    2. 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氛围 

 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来帮助学生恢复规律学习生活、获得稳

定感。 

 提倡学生维护人际交往，通过远程方式与家人、朋友、同学

等保持积极联系，彼此表达关心，获得情感支持。 

 如有条件，学校建立心理健康热线。 

 鼓励教职员工和学生利用社会心理热线服务和心理危机干预

服务系统。 

3. 积极推进心理健康的自我调适 

 多运动，增强体质。 



 听音乐，缓解紧张情绪。 

 家长和子女之间保持良好的亲子互动。 

 丰富线上线下的社团活动。 

 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冥想训练。 

 不信谣，不传谣。 

4. 及时发现并遵从医学科学化解师生的严重心理健康问题 

 家长和教师学习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的知识，关注他们

的心理波动和行为表现，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封闭的心理活动。 

 学校教职员工之间要相互关心，及时发现同事有可能存在的

严重心理健康问题。 

 充分利用属地省、市、县综合性医院心理门诊、精神卫生中

心及各类有资质的心理咨询机构等资源，及时转诊受疫情影响导致严

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并做好后

续的衔接和支持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