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期间科技培训方案(大全5篇)
为了确保我们的努力取得实效，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定方案，
方案是书面计划，具有内容条理清楚、步骤清晰的特点。怎
样写方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方案应该怎么制定呢？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疫情期间科技培训方案篇一

首先要接纳自己在疫情期间需要返岗复工的现实，其次，要
接纳自己内心恐惧焦虑的心理。传染病暴发的确会给我们带
来巨大的压力，带来消极情绪也是正常的，不必对此有过多
的心理负担。

自疫情暴发以来，各地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领导干部、
公务员及社区工作者们早已全部停休，放弃了自己的春节假
期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与病毒和生命赛跑。尤其是医务人员，
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全力救治患者，其中不乏有工作人
员因为感染病毒、过劳猝死的事例发生。与他们相比，我们
在家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能与家人团聚过年，身边人健康平
安，是不是应该庆幸呢？了解疫情要看权威媒体的报道，了
解病毒性质，掌握流行情况，不轻信传言。主动回避关于疫
情的负面消息，减少接触应激源，不要让疫情的负面信息继
续刺激大脑的情绪管控中枢。

面对肆虐的病毒，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遵从返岗人员防护建议，
保护好自身。佩戴口罩、及时洗手、避免用手揉眼、摸口鼻
等行为。与同事之间非必要情况下避免距离过近，同时注意
开窗通风和定时消毒。

有规律的生活是应对焦虑恐慌的良药。建立良好的生活和卫
生习惯，注意饮食营养均衡，保证睡眠，不要依赖使用烟、



酒来缓解紧张情绪。好好照顾自己，科学调整作息。

现在能够返岗复工的人员，都是这场疫情中的幸运者，我们
应该为能继续工作而感到幸运。正常的工作并不会破坏免疫
系统，恐惧心理和焦虑的情绪才会对免疫系统产生消极影响。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反而会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从而更好地
抵抗病毒。

在情绪紧张的时候，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调节方法。做一
些增强自己掌控感和正向情绪的体验。比如，当你觉得恐惧
或者心跳加快的时候，尝试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呼吸
上，缓慢地呼进和呼出，直到躯体反应得到改善为止。可以
刻意去多做一些让自己心情愉快、精神放松，同时在这个特
殊时期也有条件进行的事情。例如：看一部温馨的电影、追
一部喜剧、允许自己哭一哭、玩一些不费脑子的小游戏、开
发一个新的菜品，在社交网络进行分享、写心情记录等。这
些事情，能让你的注意力从负面信息和消极想法中转移出去，
并且给你积极情绪的体验，来抵御疫情造成的心理压力。

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多与家人、朋友交流，相互鼓
励、沟通感情，加强心理上的相互支持。另外，你也可以利
用心理咨询免费的热线渠道，来及时寻求外界专业的心理援
助。有人倾听，会比你独自承受好得多。若以上方式均不能
缓解您在返岗复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不适及不良情绪问题，
建议您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的帮助。

疫情期间科技培训方案篇二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为了帮助全校师生在心理上有效
应对此次疫情，积极预防，减缓和控制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
我校制订了《2022年xx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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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科技培训方案篇三

组长：xx

副组长：xx

组员：xx

工作职责：做好近期疫情防控群众心理疏导工作的总体策划、
组织，与相关部门和单位搞好联络、协调，有序开展好各项
工作。

（一）短信宣传。通过微信、短信、彩信等各种形式，大力
宣传防疫知识和防疫政策。宣传生活物资保供，各类生活物



资准备充足，有序供应，不用恐慌担心。牵头单位：县委宣
传部，责任单位：移动、联通、电信公司、融媒体中心，各镇
（街道）。

（二）媒体宣传。

1。融媒体中心宣传。融媒体中心要组织记者深入疫情防控一
线积极开展采访，掌握广大干部群众疫情防控中的先进事迹，
利用各个平台进行刊播。牵头单位：融媒体中心。

2。部门单位宣传。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牵头作用，积极指导
各镇（街）做好内部先进发掘，在各自平台进行宣传，提高
疫情防控宣传合力。牵头单位：融媒体中心，责任单位：各镇
（街）。

3。融媒体中心要积极联系上级广电部门，获取一批高质量的
影视作品，在县电视台滚动播出，电视节目播放过程中植入
防疫宣传的信息。牵头单位：县融媒体中心。

4。在县融媒体中心各个平台设置专栏、开办专题，邀请心理
专家举办心理疏导讲座或授课，及时转载心理专家视频教程，
推广心理干预和心理疏导服务。

（三）线下宣传。

1。以大喇叭（含车载大喇叭）宣传为主，坚持内外有别原则，
公布流调人员信息和风险区、防控区划分，引导群众树立呆
在家里就是对疫情防控最大贡献的理念。牵头单位：县委宣
传部，责任单位：移动、联通、电信公司，各镇（街道）

2。各镇办、各部门动员组织党员干部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
积极下沉各村、社区宣传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宣讲防控知识，
对发现心理问题群众及时进行疏导，并将情况报村（社区）、
镇（街道）。牵头单位：县委组织部，责任单位：各部门，



各镇（街）。

（四）舆论引导 1。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转办网上舆情，
24 小时之内实现网上回复，每天整理印发一期舆情快报。牵
头单位：县委网信办。

2。以网信办为骨干，抽选正在隔离的写手，组建舆论引导核
心战队，密切关注舆情，针对舆论热点，适时发布“兴州
评”或回应文章予以引导。牵头单位：县委网信办。

（五）心理疏导

1。畅通沟通渠道，公布县、镇心理疏导（应急值守）联系方
式，各镇（街）至少开通 1 条 24 小时心理咨询援助热线，
让有特殊需求的群体能够及时得到回应。同时，普及心理健
康资讯，为大众提供心理卫生服务。牵头单位：县防控办；
责任单位：县教体局、团委、妇联等部门，各镇（街）。

2。加强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疏导。组建由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
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专业志愿者等组成的服务队，为确
诊、隔离群众提供心理服务，重点为焦虑抑郁、失眠、创伤
后应激障碍等患者提供心理疏导。牵头单位：县卫健局；责
任单位，县民政局。

3。引导专业人员和志愿者进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为群众提供心理疏导和情绪支持。教体、工会、团委、
妇联等部门要利用各类线上、线下心理服务资源，加强对学
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妇女儿童等不同人群的心理疏导。
牵头单位：县委文明办；责任单位：县教体局、工会、团委、
妇联。

4。加强医务工作者、政法干警、社区工作者等一线工作人员
心理疏导，由各部门单位分别负责。牵头单位：县卫健局；
责任单位：县公安局、有关镇（街）。



（一）各部门单位要将新冠疫情心理服务纳入疫情防控整体
工作部署，建立党政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动员的工作机制。

（二）各部门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对心理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支持心理服务机构人员等参与心理服务工作。

（三）各卫生机构要对不同人群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及
时调整心理服务工作重点。通过委托第三方等方式对有关机
构心理服务情况及效果进行评价。

疫情期间科技培训方案篇四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通知》（防控防指[20xx]号）和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开
通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服务的通知》（教办学函[20xx]号）
精神，我校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开展疫情防控心理危机
预防与干预工作，制定本方案。

根据师生实际，采用四级目标人群分级服务，具体如下：

第一级：确诊患者；

第二级：疑似患者；

第三级：个居家隔离人员；

第四级：普通大众。

（一）开展线上科普教育

借助微信公众号，进行疫情心理防护知识宣传与教育，针对
性推出并转发权威发布的有关疫情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相
关信息，并组织各学院及时转发推送，引导师生做好“抗



疫”防护。

（二）开通抗疫情心理专线

1、学校热线。我校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紧急开通心理服
务热线，热线电话及各号码对应服务时间已于微信公众号公
布，我校师生如有需要均可拨打。

2、扬州热线。有需要的师生也可拨打扬州市24小时疫情应对
心理援助热线。

注意：扬州市热线服务主要针对因肺炎疫情出现较为紧急状
况、急需情绪缓解人群，如您情况尚可，请将时间留给更需
要的人。

（三）开通网络心理疏导

我校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对应心理服务热线，开通网络
心理疏导“qq”在线服务，并通过各院心理辅导员公布给全校
师生。

（四）组织人员，网络培训

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校级及院级大学生心协成员、
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晴联络员进行疫情心理危机预防和干
预线上培训，认真学习教育部司政司组织的《高校心理援助
热线》和《大学生心理应激与应对》专题讲座、中国科协发
布的《疫情传播期间心理防护指南》等文件，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专职教师的心理危机防护干预能力，增强师生心理自助、
朋辈互助能力，充分发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
预警防控体系作用，相互支持，传递正能量。

（五）启动危机干预机制



发布《致全校学生和家长的一封信》，启动“宿舍心晴联络
员—心理委员—心理辅导员—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四
级联防联控体系，组织宿舍心晴员及时填写《宿舍心晴联络
表》，由心理委员进行学生心理动态每周统计，并上报至心
理辅导员，由心理辅导员对需要帮助的学生开展初步心理疏
导，及时干预。

（六）做好开学后学生心理辅导和咨询工作

采用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心理测评平台，对学生进行心
理健康状况普测，同时进行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对于筛选
出的需要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个体，组织开展心理疏导与干
预、跟踪回访，定期提交心理测试及干预回访报告。

疫情期间科技培训方案篇五

校园心理危机是指在学校校园生活范围内，由于各种突发的、
重大的危机事件所引起的校园成员心理严重失衡状态。为及
时疏导、有效干预学生心理危机，减少或避免因心理问题而
引发的伤害事件，及时、有效、稳妥地处置校内可能发生的
各种心理危机事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特制定本预案。

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应遵循以下原则：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组织健全，职责明确；预防为先，教育普及；预警及时，重
点突出；干预到位，专业科学；支持系统，家校结合。

组长：xxx

副组长：xxx

组员：xxx及各班班主任老师

心理危机的预防与干预工作在组长的统一领导下，副组长的
协调下，开展有序的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与疏导工作。



2、针对师生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采用综合应用干预技术；

3、严格保护受助者的个人隐私。

1、为有需要的师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2、为受影响的师生提供心理危机干预；

3、积极预防、减缓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

（一）开学前

1、疫情心理防控知识的宣传

每周一次心理教育学习宣传。班主任利用班会课时间，通过
网络向全班师生推送疫情防控心理知识，增强心理保健意识，
减少和降低由新型肺炎疫情导致的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
困扰和心理压力。

2、开展网络疫情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服务

（1）学校向师生公布本校心理老师qq号：29025061（孔老师）
499075464（刘老师）及邮箱、“尖草坪区一中”公众号平台，
为有需要的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同时心理老师为本校有心理
困扰的师生及时进行全天网络咨询。

（2）心理老师通过各班调查了解学生疫情及其心理状态，对
有需要的学生积极进行心理疏导。班主任要及时并密切关注
本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与心理老师交流，以便最快、
最有效地为学生提供帮助。

3、开展师生心理健康摸排

各班主任组织对本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排摸，梳理是否



存在疫情重点地区的返并或者家庭成员中有感染疫情的学生，
对疫情学生情绪波动、体育锻炼情况、家庭关注变化等等多
方面排摸，密切关注全班每一位学生。

（二）开学后

1、对重点师生开展心理健康筛查，继续进行心理辅导。

（1）对疫情导致出现心理焦虑等问题的师生进行干预与辅导；

（2）对所有有严重负面情绪困扰的师生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

（3）密切关注从疫区返回或因疫情出现心理问题的师生，做
好跟踪回访，根据不同情况做好心理支持服务，减轻疫情可
能造成的心理伤害，促进校园和谐稳定。

2、针对疫情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1）组织全校班级进行疫情防控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

（2）面向学生或家庭，开设疫情防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课。

（一）学生心理居家情绪调节法

1、深呼吸放松法

吸气：深深地，慢慢地，大吸一口气，直到吸不进去，屏住；

呼气：慢慢地，轻轻地呼出来，呼出来，呼出来；

然后，重复上面的步骤3-5次，吸气，呼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