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理工留校学子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在巡查宿舍楼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实习生 王磊 摄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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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申城高校陆续开启寒

假模式。受疫情影响，今年选择留沪
就地过年的师生相比往年有明显增

加。各高校也在疫情防控不松懈的
前提下，精心准备了一系列活动，让

留校学生的寒假生活精彩丰富，更
让留校学生的家长放心。

疫情防控记心间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有 1300

多名学生因实习、家处中高风险地

区等原因留校。近日，学校在浦东和
松江两个校区开展了寒假疫情防控

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内容包括身份
识别、体温测量、发热异常应急处置

等。学校还向参加演练的留校学生

发放了口罩、消毒皂等防疫物资。
地处临港的上海建桥学院也有

近百名学子留校。学校发放临时通
行证，留校学生凭通行证进出宿舍

并按要求进行信息登记和每日体温
测量。校方透露，学生若离校，目的

地须报备、出校须审批，针对不同的
出校原因，审批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上海电机学院今年有 180多名
学生选择留校，主要来自河北、陕

西、甘肃、贵州、新疆等地，和往年相
比人数明显上升。该校提出，留校学

生寒假期间原则上不出校，确需出
校的，须提前申请和报备，经所在二

级学院批准后，刷脸或刷卡后进出
校门，并在当天返校。学校还提醒：

假期校内不举办聚集性活动；宿舍
房间应勤开窗、多通风，保持环境卫

生整洁；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
的师生，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留校生活很精彩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研究生王琪同样作出了就地过年的

决定。“这是对疫情防控的支持，选
择这种方式也可以过一个更有意义

的春节。”她说。这个寒假，王琪计划
向学姐学习实验技能，同时多阅读

一些文献，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为

新学期开展自己的课题奠定扎实基

础。记者了解到，上海海洋大学今年

有千余名留校学生，主要来自江苏、
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学校将通过

新春“扫房子”宿舍图像征集、实验
室安全线上知识竞赛、明德书会、线

上才艺大赛、新年疫情防控科普、寒
假“齐”运动、“抗击疫情，浓浓诗情”

三行短诗主题征文大赛等活动，丰

富学生的寒假生活。
上海建桥学院计划开展以“迎

新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注重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活动包括“齐动手，

传统文化‘扮’年味”“云拜年，感恩
之情存于心”“展风采，文体活动贺

新年”“讲文明，校园安全记心间”
“云游览，足不出户看世界”等。

“心灵树洞”等君来
“021-64379623”“usstxlfy@126.

com”———这是面向全社会的心理援

助热线和邮箱，也是上海理工大学
心理团队连续第二年的奉献和坚

守。这个假期，上海理工大学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整合校内外资源守护师

生心理健康，专为留校学生开通 24

小时热线和在线咨询，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公众号“尚理之心”每周一至

周五将不间断推送心理科普文章，
与同学们“云端”互动，传递温暖。校

内有资质的心理委员们也将化身
“树洞君”，每周两天定期开启“心灵

树洞”服务，提供专业的朋辈倾听互
助服务，互相支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将采用网络、电话等线上方

式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在寒假期间
组织 4次线上心理团体辅导活动。

学院值班辅导员、研究生导师采用
面对面线下方式与留校学生谈话谈

心，了解学生学习、生活等情况。校
方介绍，将组织家在中高风险地区

的留校学生，拍摄寒假期间在校学
习、生活、师生欢度春节的照片、视

频花絮分享给家人，向家人报告留
校生活、身体状况，为家人送去新年

祝福。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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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的上海理工大学笼罩在一

层淡淡的薄雾里，鸟儿在树梢鸣叫
唤醒了校园。“今天开始值班？”“食

堂早班同学先到岗位上对接，没领
志愿者背心的一会儿给大家送过去

哈。”上午 7时许，上理志愿者 QQ

?已经热闹起来……

疫情仍在紧张防控，响应就地

过年的号召，许多大学生今年要在
学校里过春节了。寒假已经开始，尽

管没有了与家人团圆的机会，但这
段特殊的日子也要过得有意义。为

此，留校学生组成了一支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想为守住校园平安、守护

师生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同学，请戴好口罩。这里有免

洗洗手液。”昨天上午 8时许，身穿
绿色志愿者背心、戴着口罩的大三

学生曹传禹已经在第一食堂上岗。
他和另外两名搭档负责在食堂提醒

师生注意防疫细节、引导人流。小曹
是黑龙江人，回家要经过中高风险

地区，于是决定留在上海过年。“回
不了家还是有点儿遗憾的。不过想

着能帮同样回不了家的同学一些小
忙，还是挺开心的。”小曹说。

按照原计划，昨晚四川妹子邓
凌婕应该已经回到家人身边。而现

在，她退了机票正忙着与队员们一
起巡楼，和宿管阿姨一起关注留校

同学的情况，帮大家报平安。小邓已

经大四，安心留在学校过年，也准备

利用这段时间做些求职准备。在这
个寒假，志愿者们会在食堂、宿舍担

当后勤助手、安全巡查员等，在防疫
一线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学生会的活动室里，一场小沙
龙开讲了。管理科学专业大三的郭

宇宁成为志愿者服务队朋辈讲师互

动课堂第一讲的小老师，准备了运
筹学的内容和大家分享。“这个寒假

本来就打算留校，我要参加数学建
模比赛，还要准备‘挑战杯’。反正我

一直都在，建模、软件、公式，有关数
学的一切都乐意为同学们解答。”小

郭平时就是上理工学生学业发展中
心学霸讲师团的高数讲师，这次主

动请缨参加留校志愿者服务。接下
来，这个互动课堂还会迎来更多达

人、学霸，针对留校学生的需要，开
设学业和生涯规划、求职指导等。

志愿服务第一天忙碌下来，研

一的何家伟在上理工军工路校区

的各个学院刷了不少步数。作为负
责人，他要协调同学们的时间表、

物资，还要巡岗，没少操心，但他
说：“其实留校的同学也各有各的

忙碌，大家利用一些空余时间，坚
持每天做好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并不容易，可汇集起来就是一件好

事，大家都想把这件事做好。”
本报记者 易蓉

不回家
去做志愿者吧！

不要只想着“提优补差”

“第一天放寒假，前一天晚上家
长可能还在窃喜可以松弛些了，不

用陪读到深夜，但一觉醒来又开始
焦虑了，担心孩子没有自控力，不会

合理安排时间，心也会玩野了。”日
前，陈默在为上海家长学校上新年

第一课时说，去年放寒假，无论大人

小孩都有些恐慌，今年疫情防控进

入常态化，但孩子或许更会感到压

抑：一是少出门甚至不出门的“封
闭”压抑，没地方玩、没同学玩；二是

来自父母的压抑，24 小时呆在一
起，很多家庭高度聚焦在孩子身上，

总在寻找孩子这个不足、那个不是；
三是学业的压抑，既要做学校的作

业，还要上一堆网课。而这样的“三

重压抑”在以前的寒假从来没有碰
到过。

“这几天的心理门诊已有孩子
抱怨，天天跟父母在一起会有什么

好果子吃啊，不是听他们啰嗦，就是
被他们监视。”陈默说，寒假是亲子

矛盾的高发期，根源就在于两代人
对假期的认知完全不同。孩子们认

为“寒假是我玩的时候”，家长们却
认为寒假的时间不能荒废，要用来

提优补差，把学业搞上去。为什么每

到开学后，总会发生孩子走极端的
案例？就是因为他们的假期过得太

郁闷、太压抑了。开学后那些愁眉苦
脸的学生，往往都是因为没能过上

一个快乐的假期。

不要步步紧逼定目标
放假三大事：娱乐、运动、学习。

在陈默看来，娱乐应该是最主要的

假期生活内容，学习任务不要排得
太紧。

去年暑假，陈默接诊了一对母
子。母亲说，放假前已经跟上初二的

儿子订了学习计划，每天要做 4个

小时作业，晚上必须 10时 30分睡
觉，但没多久却发现儿子每天做作

业的时间变成了 3个半小时，后来

变成了 2个多小时，便责骂孩子怎

么那么贪玩不用心学习。孩子则委
屈地说，以前放假做作业时间长，妈

妈就批评他拖拉，现在他提高了效
率，作业做得快了，妈妈又嫌他不用

心，真是横也不好竖也不好。妈妈接
过话茬呵斥：“你做作业快了，质量

有保证吗？”

陈默说：“这样的亲子矛盾在假
期里特别典型，本已跟孩子订好了

假期计划，孩子做作业慢了家长要
骂，做得快了家长又要责备‘没有质

量’，如此不断拔高目标，岂不把孩
子逼疯？家长岂能不累？打个比方，

老公年薪 20万元，老婆还不满意，
要他明年赚 30万元，真的达到目标

了，又要求老公新的一年要赚 40万
元。这样的家庭还能有真正的幸福

可言吗？”

不要总“夸”别人家孩子
许多孩子在寒假里最开心的

事，莫过于春节里能多拿点压岁钱。

陈默提醒，发压岁钱不要与学业成
绩“硬挂钩”，否则孩子拿了也会闷

闷不乐。
此外，春节带着孩子走亲访友、

亲朋团聚，尤其是妈妈们，不要总把

话题扯到孩子的学习上，不要总把
“我们家孩子其实很聪明的，就是学

习不努力，否则成绩会考得很好”之
类的话挂在嘴边，也不要一回家就

跟孩子说别人家的哥哥姐姐考上了
名牌高中、名牌大学。陈默曾经接诊

的一名男生对她说，他真的很恨表
哥，因为父母总在他面前不停地说

表哥如何刻苦、如何优秀。她建议家
长在亲子互动时要有智慧，不要总

拿自己的思维定势去跟孩子沟通，
那样起不到什么作用。

首席记者 王蔚

这个特殊的寒假怎么过？ 心理专家提醒家长———

关心心理健康比学业成绩更重要
    “这个寒假怎么
过？”华东师大心理咨询
中心特约督导师陈默在
近日的接诊中被反复问
到这样一句话。她明确
告诉家长们，这又是一
个特殊的假期，关心孩
子的心理健康远比关心
学业成绩更重要。

寒
假

    我的家乡在河北， 为了响应国家就地过年

的号召，同时也为了减轻家乡疫情防控的负担，

决定留在学校过春节。 学校领导和老师非常关

心我们留校学生， 建立沟通渠道， 每天询问情
况，还给我们发放了免费餐券。留校期间图书馆

部分场地、自习室正常开放，超市也提供全天候
购物保障，这让我非常安心。

———上海电机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学生曹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