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老师教一年级新生洗手消毒的正确方法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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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接近尾声，上海中小学、

幼儿园将陆续开学。疫情防控常态
化，开学后人群聚集还有没有风

险？如何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和健
康？秋冬季节，防病有哪些注意事

项？昨天，上海市疾控中心和市儿
童医院的专家就家长关注的话题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口罩随身备
体温每天测

返回校园意味着孩子们要聚
在一起，对此，家长不免担忧：天气

还没凉快，口罩戴不戴？上海市疾
控中心儿童青少年健康所副所长

罗春燕告诉记者，按照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及教育部发布的《秋冬季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
版）》，开学后中小学生应随身备口

罩。她建议，如果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上下学，路上应戴口罩。如果是

私家车接送或步行上学，也要在书
包里多备两个口罩，有需要可以拿

出来戴。罗春燕说，市面上的儿童

口罩有许多选择，家长要选正规厂
家生产的合格产品，最好根据孩子

年龄选择不同型号，不要盲目追求
花哨款式、特殊功能或者太高的防

护级别。
暑假里，学校、幼儿园要求家

长每日上报学生体温，这个习惯仍
要保持。家长需要和孩子再次强调

防疫的重要性，开学后积极配合学
校做好各项防控措施，尤其是每天

早晨出门前要监测孩子的体温和

身体状况，一旦有发热、咳嗽等症
状，立即向老师请假，不要再去上

学，不要怕耽误课程而隐瞒病情。
本地疫情防控形势稳定，不必过度

担心，但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家
长仍需注意防护和健康状况监测。

罗春燕说，学校、托幼机构等
集体单位需加强晨检、缺勤学生登

记、随访等工作，经常通风换气，保
持空气清新。

养成好习惯
注意手卫生

“秋冬季节总是儿科医生最忙
碌的时候。”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

科主任、发热门诊负责人张婷告诉
记者，从往年经验来看，秋季开学

后，会出现流行性疾病逐渐增多的

情况。暑假期间，孩子们不是在密
集接触的环境，所以接触感染疾病

的机会较少，而开学后加入集体生
活，呼吸道传播疾病、流感、秋季腹

泻等患者可能会增多。
过去的大半年，家长和孩子都

养成了非常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常

见的感染性疾病尤其是经呼吸道
传播的疾病发病率明显下降。张婷

建议，预防这些疾病，主要还是要
注意个人卫生，比如，外出回来要

及时洗手；少去人多拥挤通风不良
的公共场所；打喷嚏或咳嗽时避开

他人，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口鼻等。
张婷特别强调了洗手的重要性。家

长要教会孩子七步洗手法，还可以
给孩子备上消毒湿巾或手消毒剂

等，在不方便洗手的时候也能保证

手的卫生。
最近一段时间，许多家长开始

关心流感疫苗了。根据经验，上海
每年 10?开始可接种当年的流感

疫苗，在冬天和第二年春天流感流
行季可以起到预防保护作用。适龄

儿童也可以接种手足口、轮状病

毒、水痘等疫苗，以得到更周全的
保护。

作息要规律
每天“动”起来
每年开学，都会有孩子因不适

应校园生活而突然生病。专家建

议，应改变不规律饮食习惯，做到
合理膳食，三餐定时定量，保证吃

好早餐，食物种类要多样，荤素搭
配；少吃零食及含糖饮料，多吃富

含维生素与蛋白质的食物，增加身

体免疫力；每天应多饮水，首选白
开水；尽量在家中用餐，不吃外卖，

不吃辛辣、油腻、生冷、不易消化的
食物；注意饮食卫生，不生食或半

生食海产品和水产品。
开学前，应当把生活重心和注

意力逐步转移到学习上来。中小学
生要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同时避

免长时间久坐。一般来说，每天要
保证 1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

此外，在家也可以多参与家务劳
动，这样既可以增加“动”的机会，

又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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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在学生
心目中，怎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又
是怎样一种信念，激励着老师扎根

杏坛、坚守讲台？在 2020年教师节
来临之际，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指

导，上海市教育学会和新民晚报社
将联手举行外滩教育论坛师德师风

专场，围绕“做学生喜爱的老师”这

一主题展开探讨。
参与本场论坛的嘉宾为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山医
院副院长、援鄂医疗队领队，复旦大

学 2020届本（专）科毕业生“我心目
中的好老师”获得者朱畴文；上海市

教书育人楷模、黄浦区卢湾一中心
小学校长吴蓉瑾；上海市教书育人

楷模、奉贤区青溪中学副校长包蓓

姹。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现场点评。

朱畴文 专业领域为临床医学

（内科消化病学）、临床流行病学和
循证医学的临床实践、科研与教育。

今年，他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援鄂医疗队领队（上海市援鄂第
五批医疗队领队），参与武汉抗疫工

作。他每年任教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内科学》《循证医学》《传染病学》

《临床流行病学》等课程的部分课
时，即便身处抗疫前线，也不卸教学

重任。他乐于和学生交流，深受学生

爱戴与信赖，荣获“上海市育才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山医
院理论课授课优秀教师”等多个教

学荣誉和奖项。他始终坚信，医学教
育，三分授医理，七分授医德，身体

力行地向学生传递“医学就是要关
心人”的观念。

吴蓉瑾 上海市特级校长，在家
长眼中，她是手机 24小时开机的

“秒回校长”，是每天在校工作时间
超过 14个小时的“铁人校长”；在孩

子们眼中，她是温暖的“云朵校长”，

每天清晨站在校门前迎接大家的到

来。她开发了上百节情感教育课程，
从帮助学生宣泄情绪，到引导积极

情感，再到培养人格，完成了百余篇
案例及 2本研究专著，获评中央教

科所颁发教科研成果一等奖，上海
市教科研成果二等奖。作为国家教

育部信息化资源库专家，她多次到

全国、贫困省、县开设讲座，培训教
师，担任校长工作坊主持，为万名校

长提供在线学习。

包蓓姹 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物理系，加入上海第一批“三支一

扶”队伍，到距离市中心 2小时车程

的奉贤区支教，根据学校需求，教过
英语、数学、历史、生物等学科。孩子

们质朴的情感和同事们忘我的付
出，让她萌生了扎根农村教育的念

头，并坚守至今。2013年，根据教育
局工作安排，她离开了已经完全适

应的老学校，加入新开办的青溪中

学，成为“拓荒者”的一员。无论在哪
里，担任什么职务，她始终行走在教

学一线，向孩子们传达着“努力学
习，快乐生活”的理念。

本场论坛将于 8? 30日 19:30

-20:30举行，届时，新华网、中国教

育在线、东方网、澎湃和新民网将联
合直播。

如何做学生喜爱的老师？
三位名师将在本周日外滩教育论坛师德师风专场展开探讨

    上海中小学校、幼

儿园将于 9月 1日开学
（园）。与往年相比，今年

防疫工作成为 “重中之
重”：校园内外如何佩戴

口罩、 孩子在校发烧怎
么办……家长心中诸多

焦虑， 需通过与老师的

交流逐渐缓解。

秋冬季本就呼吸道

传染性疾病高发， 许多
年纪尚小的学生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不强，一
定程度上为校园疫情防

控工作增加了难度，有
些家长因此产生焦虑，

这很正常。

事实上， 本市新冠

疫情防控早就进入常态
化阶段。 现在需要的是

家校配合， 把校园疫情
防控工作做实做细，把

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考
虑周全， 这样才能真正

疏解“开学焦虑”。学校要
将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

常态化管理中， 提升校
园防疫专业化水平，建

立“学校、学生、家长”联
动的防控体系。 家长除

了做好孩子日常防护和

健康观察， 还要及时将
情况告知学校并配合相关安排。

除了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

经历了一个漫长假期， 孩子的心

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开学后，

学校可开展疫后心理健康主题班

会等，以各种形式关心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家长一方面要配合学校

开展线上、线下学生心理健康辅导，

另一方面要主动、 及时与老师交

流， 采取适当措施让孩子顺利度
过入学后的心理调整期， 缓解焦

虑情绪。 同时，家长作为成年人，

也要加强自我情绪的健康管理。

当前， 境外疫情增长态势仍
在持续，输入风险依然不容小觑，

我们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不麻痹、不厌战、不侥幸、不松

劲，共同努力守好校园大门，为全
社会筑牢防疫堡垒。

开学在即，如何保护孩子健康？ 专家支招防控———

备口罩勤洗手，远离秋冬传染病

    人际沟通，“眼缘”很重要，家

校合作也是如此。面对新的家长、
新一届学生，如何迅速建立家校沟

通纽带？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沪上
不少中小学教师在细节上花了不

少巧心思。
在高安路第一小学，新生“一

对一”个别家访的传统已坚持多

年。学校以女教师为主，第一次家
访，学校就对教师的着装作出规

定：要和日常教学期间一样，不能
浓妆、不能涂抹过于鲜艳的指甲

油、不能戴夸张的耳饰等一切容易
吸引孩子注意力的饰品、裙子要过

膝、不能穿凉拖鞋……

老师大热天来家访，不少家长
会准备饮料和水果招待老师，高安

路一小建议老师面对家长的盛情，
不妨吃一口水果、喝点水，避免因

过于拘谨而造成尴尬，但是没喝完
的瓶装水一定要随身带走。如今，

一些家庭出于各种原因，更愿意和

老师在咖啡馆等地碰面。这时，学
校会建议老师比约定时间提早一

些到达，自己点好饮料静候家长。
第一次见到老师，不仅是孩

子，家长也会很兴奋，希望尽可能
多地和老师深入沟通。高安路一小

也对家访时间作出明确规定———

不得少于 20分钟，尽可能听孩子
说、听家长聊，看一看孩子的小书

桌整理得怎样，对孩子的成长环境
有更全面的了解。

去年，嘉定区卢湾一中心实验
小学班主任陆智婕刚走出大学校

门，就被学校委以当一年级班主任

的重任。小陆老师坦言，倘若自己
是家长，面对这样一名“小”老师，

恐怕也会在心里打个问号。为了赢
得家长的信任，她要求自己从一言

一行上下功夫。“比如，我会留意不
说‘你’应该怎样怎样，而说‘我们’

应该怎么配合，把家长和老师放在

同一阵营，一起为孩子的成长想办
法。”陆智婕说，虽然是小小的称呼

上的改变，但从高高在上的命令式
变成了平等交流的朋友式沟通，很

快拉近了老师和家长的距离。
陆智婕说，无论新老教师，要

真正赢得家长的信任，展示教师的

专业性是最重要的。她喜欢和家长
分享自己掌握的儿童心理学知识

和亲子沟通技巧。有家长看见孩子
沉迷电脑、电视，忍不住打骂，但收

效甚微。这时，陆智婕会为家长想
“怪”招妙招，例如，“罚”孩子做一

些不那么喜欢但对成长有益的事
情（如吃胡萝卜等），来取代打骂等

责罚。当家长们发现“姐姐”老师能

很快解开一个个心结时，信任感自
然而然就提升了。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迎新生 学校推“家访礼仪”
消疑虑“小老师”改换称呼

（开学季特别报道）开学季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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