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特别关注02
一版责编：范献丰
本版编辑：颜静燕

2022年7月6日~12日

A

突如其来的疫情， 令上

海 70 余万名高校学生在封

闭管理的校园中度过了这个

春天。期间，他们不得不面对

和处理疫情与封闭管理带来

的各种棘手问题， 还需要直

面随之而来的种种情绪波

动。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年轻

人没有选择 “躺平”“摆烂”，

他们的坚忍彰显出青年人在

面对困难时的韧性。

走出“寂静的春天”，如

何回望与思考这段经历，从

中又能收获哪些经验和启

示？ 关心青年学生的专家学

者们提出了建议与勉励。 不

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

鼻香，或许这段经历亦蕴含

着青年学子成长的契机。

实习生 陶胡昀

疫情期间，很多高校都采取了在校园内划分区域、限制人员

流动的管理措施，有的学校称为“气泡管理”，有的则称为“片区管

理”。 校园封闭管理给大多数高校学生的生活带来了猝不及防的

改变，首当其冲的便是活动范围受到限制。 起初，学生尚能在校园

内自由活动，快递和外卖也还未停止。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

严峻，“封校”变为了“封楼”。 管控最严格的时期，学生“足不出

寝”，餐食送至寝室门口。

“包菜”， 是来自各大高校的几位受访学生不约而同提起的另

一关键词。“我们学校的盒饭里每顿都有包菜，午饭有，晚饭也有，

天天都有，有同学说我们学校是‘上海包菜大学’。 ”今年大三的储

同学这样回忆。 无独有偶，另一所大学的张同学介绍说，包菜和狮

子头是该校封闭管理期间不断重复的菜品。并且，由于物资紧张和

人手不足，盒饭的口味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肠胃不好的同学只

能在微信群内以物易物，交换其他同学早餐中的鸡蛋和清淡面点。

而对于应届毕业生张同学而言，疫情带来的不便使得就业问

题更加棘手。 张同学读的是文史类专业，中学教师常常成为该专

业多数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但上海各区的教师编制考试因疫情纷

纷推迟，而学校的最后退宿期限又渐渐临近，使张同学和其他几

位有相同情况的毕业生倍感压力。 幸而，学校考虑到本届毕业生

的特殊情况，及时出台了延长退宿期限的政策；而张同学也在近

日得知考试时间恰好就在延长的退

宿期限内。 问题迎刃而解，张同学

得以放松心态、全力备考。

尽管这个毕业季颇多波

折， 但诸多应届毕业生并未因

疫情停下脚步，他们迎难而上，

积极尝试各种线上面试机会，

也因为自己的坚持不懈而取得

了不错的结果。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梁永安， 是一位

多年来始终密切关注

青年问题的人文学

者， 近年来在各个平

台发布的创作内容引

发了许多青年的共

鸣。 目前，他在年轻人

云集的视频平台“B

站” 已经拥有超过 93

万粉丝。

校园封闭管理带

来了教学方式和生活

方式的改变，他认为这

种情况不是长久的，带

来的短期化焦虑也相

对易于处理。回看这段

时光，不失为一次可贵

的生存体验。“我估计

经过这么一段特殊时期的磨炼，精神上的成长在某些方面可

能超过以往好几年。 ”

封闭管理期间，梁永安的居家生活也处在别样的忙碌之

中：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分享、文学与电影等专题策划并未

中断；另一方面，难得的安静时光可以细看一些“大部头”，

期间回看一些喜欢的书籍，令他分外亲切、别有感触。“封闭

的时候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支点。 ”他对学生给出这样的建

议，“原来一直跟着学校的节奏走，一旦封闭，要在不适应中

尽快找到平衡，这就要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比如看看

书，健健身，与同寝室的同学分享体会。 ”

对于年轻人而言，未来还会出现各种不确定因素，梁永

安认为，疫情中的这段经历，可视作一个很好的“预演”，对于

个人的内心、观念、意志品质都是一次自我检视。“真正扎实

的生命，用古代文学理论的话来说就是‘随物赋形’，随着实

际变化有新的内生长，这就是生命力。 ”

对于学生在封闭管理期间遇到的挫折，梁永安不太赞成

给学生提出一个“完美方案”。“人往往是通过焦虑来拓展自

我的。 年轻嘛，力量主要在内心，只不过没有调动出来。 一般

这种情况下，都让他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够走过这一段，

走过之后就是成长。 ”回望自己的人生，梁永安作为“知青”在

云南高黎贡山生活的两年中也经历过很多艰难时刻，但他很

感激那段时光。“翻山翻多了，你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上山

时，越到山顶的路越陡峭，但熬过后站在分水岭，视觉陡然开

阔，浑身充满力量感。 这种经历多了，对于生活中一些迎面而

来的陡坡就没有什么畏惧了。 ”

艰难的时光亦是珍贵的体验与成长的契机，因而梁永

安认为不用对学生进行特别开导。 学生终有一日要接触真

实的社会，因此“哪怕疫情期间也不要有特别的呵护”。 学

生要与整个社会同甘共苦、共同承担。“有这样一种博大的

胸怀，每个人有自己的坚持，我认为这才是大学生应该有

的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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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寻
找
精
神
支
点

改
变
可
以
改
变
的

春
天
寂
静
校
园
里
的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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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教授，在 6 月中旬重回阔

别了近三个月的校内办公室。 在毕业季，他也用各种可能的方式

与今年的毕业生们见面并合影留念，其中包括他指导的一位博士

和三位硕士。

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孙时进在家中通过线上形式继续本学期

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期间也会时时关心了解学生的生活情况和情

绪状态。 他认为自己学生的情绪和状态总体比较稳定，课堂表现

一如往常。 偶有一位平时各方面表现都十分优秀的学生向他提

起，自己曾“小小爆发”，某日突然大哭了一场。 但她在这期间不但

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还承担了很多助

人的工作，后来也成为今年的上海市高校

优秀毕业生。 刚听闻此事，孙时进觉得有

点意外，但仔细一想，作为一名年轻学生，

能以合适的方式接纳和释放自己的

负面情绪，恰是心理健康的表现。

据孙教授介绍，本学期他

的课程设置本来极具体验性

和互动性， 包含自画像解读、

沙盘等种种形式。 转为线上授

课之后， 确实带来了局限性，

但“人生就要面临各种不如意

和挑战，疫情中的经历对于他

们来说也是功课和历练。 ”面

对客观情况带来的限制，孙时

进和学生分享说：“接受不能改变的，是你的胸怀；改变可以改

变的，是你的勇气；能够区分这两者，是你的智慧。 ”

并且，他认为线上交流也不乏正面的效果。 大部分情况下，孙

时进不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以对话和聊天的形式与学生进行交

流，加之“小课堂”的优势，彼此的互动与了解非常充分。 他和学生

都很快适应了这种放松、自由的氛围，网课的“匿名性”甚至释放

出学生在线下课程中所没有表现出的另一面。

对于封闭期间高校学生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孙时进认为价

值观的指导比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更重要，心理建设立足于精神

文明建设。 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大众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证。“心理技术只是一

种路径，如果没有‘道’、没有价值指引，那只是‘瞎子的技术’。 ”人

文氛围的塑造和人文素养的培育十分重要，并且不是一朝一夕之

功，也非一二个机构可以做到。 他认为，对于复旦的学生而言，或

许正是“自由而无用”的精神给了他们更大的韧性。 孙时进认同北

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观察、等待、坚守、做事”的理念：“复杂形势

之下，第一，冷静观察；第二，耐心等待；第三，坚守做人的底线；第

四，在可能的空间内做更多的事。 ”

此外，尽管大学生在疫情中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高校

和社会不要像保护孩子那样把他们抱在怀里”。 政策制定者固然

应该保证底线，但原则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正如孩

子在摔倒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不是把他扶起来，而是与他共情和

分享信任。 ”孙时进语重心长地指出，“就像治疗一样，偶尔去治

愈，常常是帮助，永远是伴陪。 ”

■志愿者为同学打理“烦恼丝”■校园中的春天与“大白”

■稍显“冷清”的毕业季校园

■图为孙时进教授

■图为梁永安教授

■储同学觉得封闭期间“最好吃的一餐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