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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防控工作具体措施 

 

根据学校《关于印发<南京晓庄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的通知》（南晓院委〔2020〕12 号）的有关要求，教师教育学院特制订本

部门应对方案和具体举措。 

一、成立工作机构 

成立学院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组  长：曹慧英  王本余 

副组长：丁  茗  赵  娟  顾富民 

成  员：冯  军  刘娟娟  白  薇  张  环  佘林茂  顾  洁 

王  纪  王恒辉  马晓亮  董  辉 

学院工作小组负责统一规划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组织全

院师生积极落实，将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师生健康，为各项工作的顺利

运行创造好的条件。工作小组负责发布防控信息，构建学院防控网络，上报动态

监测情况，落实学校工作组开展具体防控工作。 

工作小组的内容分为四个条块，即学生组、教师组、教学组和综合组。 

 

学生组由曹慧英和赵娟书记负责，依托科室为学工办，全体辅导员和班主任

参加。具体工作为： 

1.掌握开学前学生旅行和健康情况； 

2.做好开学工作的准备，提醒学生备好口罩等； 

3.建立网格化防控体系，宿舍长、班干部、学生会干部组成网络，班主任为

班级总指挥； 

4.辅导员组织好晨午晚检和信息通报工作； 

5.辅导员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及时掌握学生情况； 

6.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保持信息通畅。 

 



教师组由王本余负责，综合办王纪、教务办龚心怡（负责外聘教师）参加，

依托科室为综合办。具体工作为： 

1.掌握教职员假期旅行和健康情况，做好相关信息的登记和上报工作； 

2.为教职员防疫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3.做好外聘教师的联络工作，提醒防控要求，办好入校手续； 

4.应对教职员突发情况。 

 

教学组由丁茗和顾富民负责，依托科室为教务办，全体系部主任、教研室主

任参加。具体工作职责为： 

1.做好假期的学业指导，推荐自主学习的内容； 

2.做好推迟开学期间的课程教学预案，组织教师参加培训； 

3.做好开学的课程教学准备等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做必要的调整； 

4.优先安排好毕业班级的实习工作，制定其他年级实践教学工作调整方案； 

5.预先计划和安排好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 

6.实验中心做好相应的教学场所准备，督促物业消毒。 

 

综合组由曹慧英和王本余负责，丁茗、顾富民、赵娟、王纪等参加。具体职

责为： 

1.全面协调学院疫情防控工作，并保持与学校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沟通，做

好下情上报和上情下达工作； 

2.形成每日通报的工作机制，各小组将每日防控情况进行交流汇总和分析研

究； 

3.根据各小组工作实际开展的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安排，优化资源配置，

及时督促各组整改防控工作的薄弱环节。 

 

二、主要工作安排 

（一）开学前各项工作 

1.排查、宣教和日报工作（教师组；学生组） 

全面掌握师生假期旅行和健康信息。根据要求，师生返校前须居家隔离观察



14天，没有异常方可返校。 

转发学校各类防疫工作文件、通知等各类信息，包括线上培训资料，确保所

有师生知情。 

落实每日“零报告、日报告”制度，对假期师生员工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要

第一时间上报学校和学院的工作小组，教师信息由王纪负责上报，学生信息由马

晓亮负责上报。 

毕业班学生是否返校由学生自主决定，班主任和辅导员必须掌握毕业班学生

是否返校的准确信息。 

2.保障教师办公环境安全（综合组协调实验中心完成） 

学校会对教室等公共场所定期消毒。综合办和实验中心有部分口罩、体温计

和消毒酒精，开学前配备到办公室，供老师们使用。 

3.做好教学工作准备（教学组） 

教学组推荐优质资源供学生开学前自主学习；结合学期教学工作安排，及时

调整教学计划；做好 2 月 24 日开始的网络教学工作准备，确定拟开设的课程清

单，支持上传资源、布置任务、短视频教学、线上辅导等，网络教学不拘形式，

务求实效。教务办通知各班学生做好在线学习准备。开学前，学校暂停所有寒假

社会实践、实习实训等活动，教师不得私自安排学生外出调研等。 

学工办要按照班级进行编组，整理有关信息，确定辅导员、班主任、班级干

部、联系院领导，形成网格化的管理体系。相应的工作材料应通知到相关的人，

网格管理的体系须在开学前启动运作。 

4.认真组织防控人员培训（综合组根据具体要求开展协调） 

学院的相关防控人员须参加学校防控业务培训，学习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知识，

熟悉突发疫情的处置流程和要求，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 

 

（二）学生返校接待工作 

1.返校通知和返校接待（学生组；教师组） 

第一时间通知老师和学生学校的开学时间和具体安排。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学

工处的指导下做好返校接待准备，提醒学生及时购票，返校注意做好防护工作，

尽可能自备口罩等防疫物品。 



个别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前返校的学生须先提出申请，学生组审批时要从严把

控，并上报学校。对同意提前返校的学生，要告知其到校后的防疫安排，提醒学

生做好准备。 

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返校。返校时只允许学生进校，送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

校园。学生可以通过学生证、校园卡、身份证、辅导猫签到等方式验证身份。进

校时严格执行测温、验证流程。发现体温异常者，将由校医按规定采取校外送医

的方式进行处理。 

因特殊情况不能返校的，须向班主任请假，同时告知拟返校时间。班主任批

准后，将名单报辅导员，由辅导员统一汇总，报学校学生工作组和学院工作小组。 

学生组需要特别关注毕业班学生的返校情况和前期的信息是否一致，对计划

到校但实际未到校的学生按名单追踪去向，为计划不返校但实际返校的学生进行

增补，确定最终名单后报学校学生工作组和学院工作小组。 

2.开展返校后的管控教育工作（学生组） 

学生返校后，学生组根据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及时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生

活、学习的日常防控要求教育，使每一位学生明白学校防控要求，明白遇到突发

情况应该如何应急处理。 

 

（三）开学后具体工作 

1.继续落实健康日报制度（学生组；教师组） 

在疫情解除之前，要求师生坚持做好每日晨午检，全面落实学校师生员工体

温日报制度，日报工作仍旧由综合办和学工办负责。 

教师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需及时报告给综合

办；学生工作组要认真落实学生晨午检制度、因病缺课登记和追访制度，并按规

定进行日报。一旦发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状况的师生员工，必须及时向校

医务室汇报。 

2.合理调整教学工作安排（教学组） 

集中授课要充分利用教室空间，加大上课学生前后左右间距；教学班级授课

人数超过 60 人的，在疫情解除之前，可临时性采用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减

少集中授课时间和人数。 



如发现疑似病例，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暂停集中上课、全面停课等举措，具体

依学校规定处理。学院须合理调整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和教学形式，做到教师辅

导不停、学生自学不停。与患者有密切接触师生进行隔离观察两周后，如无新发

病例或疑似病例，可再行复课。 

根据学校教学时间，统筹安排好学院的毕业论文开题、各类实践教学、技能

检测、竞赛辅导、课程重修、论文答辩、毕业审核等工作，并在网站公布。 

3.继续加强校园出入管理（学生组） 

在疫情解除之前，学校实行封闭化管理，返校学生不得随意进出校门，遇到

特殊情况要进出校门的须得到学院的批准，再凭学生证（或校园卡）及学校特别

通行证（原则上每班 1张）进出，回校后要到学院及时销假，返还通行证，并告

知外出的具体行程，由工作人员记录汇总。 

原申请走读的学生，开学后必须到所在学工办进行重新确认，视情况发放校

园通行证。 

4.密切关注毕业生就业情况（学生组） 

开学后将是毕业生参加各地招考和面试的集中时段，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关注

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提醒学生注意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力所能及地帮助毕业班级

学生解决就业中遇到的困难。要清楚掌握在校和不在校毕业生的信息，对不在校

的学生也要进行防控宣传和指导，保持与他们的联系。 

5.严格控制校园聚集活动（教师组，学生组） 

在疫情解除之前，按照“非必须，不举办”的原则，原则上不得举办大型学

生聚集活动（含人员较多的会议、教学科研、文化体育、交流出访、竞赛考试等），

一律暂缓开展跨校人员聚集性活动；学生体育锻炼、体育教学尽量安排在室外进

行，活动时人员应适当分散、拉开距离。必须举办的校内学生聚集活动，应由学

院报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进行。 

学校教职工原则上不到外省参加学术交流、讲学、参观、学习活动等，一律

暂缓到重点疫情防控地区参加活动。 

6.全力保障师生生活所需（综合组） 

学校保障保卫组会为全体师生提供生活和工作保障，各类公共场所每天至少

消毒一次，做好电梯、扶手、门把手、公共课桌椅等接触频次高的物体表面清洁



消毒。若需要学院工作小组配合，则由综合组负责全面协调。 

7.做好疫期心理支持和疏导（教师组；学生组） 

学院在心理健康研究院指导下，及时了解师生的心理状况，引导师生保持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通过师生心理自助、朋辈互助等形式，

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指导和预防工作。 

 

三、突发体温异常的处置 

（一）严格执行隔离观察制度（学生组） 

对于极少数经学校批准同意提前返校的学生，到校后需实施隔离观察；对来

自重点疫情防控地区的学生，需等待学校通知才能返校，返校后一律实行为期两

周的隔离观察。 

 

（二）及时处置突发体温异常（教师组；学生组；综合组） 

师生返校后，一旦出现体温异常（体温超过 37.3 度）或有发热、咳嗽等呼

吸道感染症状的师生，应第一时间报告校卫生所，并按规定进行处置。 

校内若出现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情形，与患者有密切接触人员必须采取

隔离观察措施。具体按驻地疾控中心要求处置。 

学院要做好学生隔离观察的配合支持工作。 

 

 

 

 

教师教育学院总支委员会 

教师教育学院 

2020年 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