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全国复学复课工作计划表 疫情复学
复课心理健康工作计划(汇总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是时候开始写计划了。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分析现
状，确定行动步骤，并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和资源分配。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全国复学复课工作计划表 疫情复学复课心理健康工
作计划篇一

学校心理咨询室，面向全校学生开通针对疫情的心理支持电
话热线咨询服务。

为积极落实教体局的要求，围绕外出和从外地返回的学生，
建立针对性心理服务制度，班主任进行摸底，要求各班级实行
“一对一”的服务，即各班主任通过微信、电话等途径主动
沟通，了解思想和心理状态，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
如果察觉学生心理出现高危症状，及时联合学校心理咨询中
心的工作人员，主动进行心理干预，以确保学生心理健康。

为了落实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学校心理咨询室利用各年级
学生管理网络平台，发布权威消息，通知学生最新疫情防控
的工作要求，告知学生疫情防控方法，宣传如何在疫情期间
保持良好情绪等科普知识，以确保学生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体魄。

根据目前疫情的变化趋势，学校心理咨询室拟定了开学后学
生心理健康指导方案，将通过心理健康讲座、心理热线咨询、
个别心理辅导等形式，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减轻疫情对学生
身心产生的不良影响，促进校园和谐稳定。



全国复学复课工作计划表 疫情复学复课心理健康工
作计划篇二

(一)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人认识自
我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成功的秘诀来源于兴趣的推动。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不管做什么事，都要集中注意力，
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四)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效率决定成败，而保障效率的有效
工具是做好计划。

(五)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勤奋出智慧，勤奋出成就。

(六)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创造想象在科学研究和人们的生活
中

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培养创造力。

(七)通过学习让学生学会倾听不愉快的声音，用合理的方式
表达它们，控制调节它们。

(八)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困难失
去了斗志和勇气!

全国复学复课工作计划表 疫情复学复课心理健康工
作计划篇三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北京市和学校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精神，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保障广大师生员工身
体健康，根据学校《学生延期返校期间教职工上班工作方案》
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学生延期返校期间学院教



职工上班工作方案。

（一）为避免疫情交叉感染，除学校或学院安排的值班、疫
情防控和教学等需要返校工作的教职工之外，其他教师和来
访人员原则上不得来校。教职工居家或在京外居住场所开展
线上教学和科研工作。

（二）如确实有来校需求的教师：

1.返京的教职工须在居家观察期满且无不良症状；

3.进校门自觉携带一卡通、身份证等证件并接受体温检测；

5.到办公室后，室内中央空调要保持关闭状态。

（三）在家办公的教职工要保持联络畅通，及时查看学校和
学院通过电话、微信、短信或oa发布的各项工作通知，完成
相关工作任务。

（四）开学后尚未返京的教职工开学后通过“e服务”履行线
上请假手续，按事假类型请假并说明情况附相关材料，请假
期间不扣发相关待遇。

自2月14日起至学生正式返校开学日止。

（一）教学工作

1.有教学任务的教师，需按照学校《20xx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
教育教学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可居家或在京外居住场所
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开展教学工作，保障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2.居家观察期满无不良症状的，可以根据教学日历返校开展
线上教学工作，但需按照第一、二条规定提前进行申请，学
院批准后并报人事处备案后方可来校。



3.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要做到五个“提前”，要提前熟悉线
上教学平台环境，提前准备线上授课的课程资源和设备，提
前联系授课学生发布相关信息，提前对设备和平台进行测试，
提前做好平台或设备故障的预案，确保线上教学质量。

4.上学期末的教学存档材料先由各位老师自行保管，电子归
档材料以oa的形式发送相关教学秘书。

5.本科生的补考工作待正式开学后根据教务处通知再做安排。

全国复学复课工作计划表 疫情复学复课心理健康工
作计划篇四

1、在学校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学校各科教学应当以素
质教育的总体目标为依据，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的内容、要
求等特点，建立相应的心理素质培养目标，使各科教学过程
和学校心理教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并通过促使学生心理
素质的发展真正提高各科教学质量和效益。

2、优化学校、班级集体的文化心理环境。学校要加强校园班
集体文化心理环境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与交往，发挥、
发展学生在班级生活中的自主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我
管理能力，调节学校班集体的人际关系和加强集体主义的价
值导向，使学校、班集体真正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乐园。

3、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开设心理辅导课，加强对学生的心理
训练和心理指导。帮助学生发展积极、正确的自我观念，自
我意识，学会客观地分析自我，分析自我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学会自我心理行为的控制和调节，使学生在学校、社会、家
庭的活动与交往中，保持健康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发展良
好的人际关系，培养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

4、发挥自我教育在培养学生心理品质中的重要作用。学校、
班集体要把学生的自我教育纳入整体教育计划，通过开展课



内外教育活动，指导学生“以人为镜”，学会观察、分析、
评价自己，逐步使他们养成自尊、自爱、自信、自制等心理
品质。

5、建立心理咨询室，同时开设心理咨询热线电话，设立心理
咨询信箱，通过个别心理咨询，解决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和
心理障碍，使学生都能健康成长。

6、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通过有关心理
测试，对班级或年段的学生的心理素质情况进行评估，将评
估结果向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以便有针对性地对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可根据具体情况开展专题心理辅导讲座、
团体心理咨询、个别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训练等。

7、开展心理卫生运动，通过年段集会、主题班(团)会、学生
家长会，积极普及心理卫生常识。

全国复学复课工作计划表 疫情复学复课心理健康工
作计划篇五

为了减少疫情对教学工作的影响，确保顺利完成教育教学任
务。保证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提高教育教学效率，
特制订计划。

切实做好防疫一线人员子女、随迁子女、农村留守青少年及
学习上有困难学生的学习指导和关爱帮扶工作，不让一个学生
“掉队”。各校对重点学生群体要制定个性化教学辅导方案，
明确专人督促指导，保证学习质量。

上课时师生必须佩戴口罩。学校要实行小班教学，课桌位置
要适当拉开，符合安全间距。教师要强化备课、授课、辅导、
作业批改等常规教学，同时要加强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式，
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和质量的提高。



认真组织开展以“普及防疫知识、弘扬抗疫精神”为主题的战
“疫”专题教育，给学生上好开学第一课。加强防疫知识和
生命教育，增强学生防护意识和能力;加强战“疫”先进典型
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
神教育，增强学生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采取分散式、不交叉、不搞群体聚集性活动等方式引导学生
加强体育锻炼，让学生有充分的就餐、休息和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时间。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