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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教育
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 2020年高考防
疫及组织实施等工作
安排。据介绍，今年
高考报名人数 1071
万人，全国将设考点
7000余个、考场40
万个。今年高考命题
将保持试卷结构、题
型题量和考试难度的
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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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 今年高考如何安排

在考试当天，难免有考生出现发
热、咳嗽等情况。针对这种情况，贺
青华表示相关部门制定了应急预案。

首先要防患于未然，对考点设置要
考核是不是符合条件，比如测温、临时休
息点是不是符合要求，各种考场考点是
不是符合卫生要求，在开考前要满足。

第二，如果在考试过程中出现了
有学生发热、咳嗽等症状，由当地的
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医疗机
构、专业人员进行个案研判。具备继
续考试、完成考试条件的学生，按照
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考生要从
普通的考场移到备用考场去考试。

“这个时间耽误了，要请省级教育

部门按照事先商定把时间补回来”，贺
青华强调，把转移的时间和专家研判
的时间都算进去，虽然是几分钟甚至
十几分钟，对考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考试科目结束以后，负责研判的专
业人员当场简要地向这些考生作出解
释和说明。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希望考生能
够理解，希望家长能够理解，这是为
了考生的健康，也为了全体参考人员
的健康和考务人员的健康，在这种情
况下，采取的这种措施是必须的、必
要的，避免引起考生本人或者其他考
生的恐慌。”贺青华说。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针对疫情特殊情况，教育部考试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孙海波表示，相关部门修订了
高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增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内容，联合卫生健康部门、
疾控部门建立疫情应急处置机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一级巡
视员贺青华针对考务各环节的卫生防疫提出
了几方面措施。首先是开展人员的健康监
测。对参与组考、监考环节的工作人员和考
生，要求提前14天进行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
健康状况监测，做到每天体温测量并做记录。

对考前和考中监测、检查发现的考生和
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出现异常状况，卫生健康
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要指导
教育部门做好专业评估，教育主管部门依据
专业评估意见，综合研判评估是否具备参加
考试和组织考试工作的条件。

同时，考点入口处设体温检测点，对所
有进入考点人员进行体温测量。设置凉棚和
体温异常者的复检室。

贺青华介绍，此次高考的备用考场设
置，原则上每10个普通考场设1个备用隔离
考场。每个考点不得少于3个点。当考试当
天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启用
备用隔离考场，原则上需一人一间，备用隔
离考场不够的时候，可以采取最前排、最后
排或四角排位的方式多人共用一间 （最多不
超过4人）。

此外，考试前对考点、考场、通道、门
把手、桌椅、宿舍等进行全面环境卫生清洁
与消毒；对考场考点空调运行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开展清洁消毒，加强通风。

针对考生佩戴口罩问题，贺青华
表示，考生赴考时，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一定要佩戴口罩，并建议戴上一次
性手套，同时做好社交距离。

低风险地区的考生，进入考场提
前准备口罩，在公共场所戴好口罩，
进入考场就座以后，可以根据自己需
要自主决定是否戴口罩，原则上不建
议佩戴口罩。

中高风险地区，考生要全程戴口
罩。

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需要全程佩

戴口罩。隔离考场的考生和监考人
员、工作人员需要穿戴工作服、佩戴
医用防护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在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无论是
低风险还是中高风险，都要戴口罩，
因为备用隔离考场是出现了健康状
况，有发热、咳嗽状况的考生才进入
备用隔离考场的，在这些考场的考生
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在备用隔离考
场，不光考生要戴口罩，所有的监考
人员、工作人员也要戴口罩，必要的
时候还要穿防护服。”贺青华表示。

关注1
每10个普通考场
设1个备用隔离考场 关注2 低风险地区考生在考场可不戴口罩

关注3 考生发热咳嗽转移考场可补时间

对需要加急办理、换领身份证的
考生优先受理、优先制证、优先送
达。

高考期间，各地执勤民警将为忘
带身份证、准考证、遇到交通拥堵等
困难的考生提供应急通行便利，帮助
考生准时到达考场。

对发生故障和交通事故的送考
车辆，执勤民警将迅速出警、快速
处理，必要时帮助联系车辆转送学
生。

6月17日，受疫情影响，北京中小学各年级一律停止到校上课。图为清华大
学附属中学校门口。

6月20日, 在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
校附属实验学校考点，考生参加完高考英
语听力考试后走出考场。

相关链接

将严格防疫措施
确保考试安全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今年高考
报名人数 1071 万人，比去年增加 40
万人。全国将设考点7000余个、考场
40万个，安排监考及考务人员94.5万
人。

“可以说，今年高考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
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性活动。”教育部高
校学生司司长王辉称。

王辉表示，当前，做好2020年高
考组织工作面临复杂形势。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组织高考，对于考生和考
务人员都有不小的困难和挑战；高三
年级延迟开学对考生复习备考有一定
影响，一些考生和家长心态焦虑；7月
初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高温天气、自然
灾害等；考试安全风险依然存在；此
外，北京、天津、山东、海南作为第
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将在今年落
地，这些都对今年高考的组考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辉指出，将严格防疫措施，确
保考试安全，会同有关部门继续保持
对“助考”犯罪活动的高压打击态
势，同时，指导北京、天津、山东、
海南等第二批试点省份做好新高考实
施工作，确保改革试点平稳落地。

保持试卷结构
考试难度相对稳定

考生对于高考命题格外关注。对
此教育部考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
海波介绍称，今年高考是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高考，同时也是高考改革深
入推进形势下的一次高考，今年的高
考命题重点从铸魂育人、落实改革、
确保稳定三个方面开展。

孙海波称，将继续深入推进高考
的内容改革，在推进过程中，要加强
与高中育人方式改革以及高考综合改
革的协同，加强对关键能力的考核。

同时孙海波强调，确保稳定。“今
年我们将以‘稳’字当头，高考的命
题将保持试卷结构、题型题量以及考
试难度的相对稳定。”

他表示，今年还有高考综合改革
的首考落地的四个省市，试卷也将在
各省市前期统一组织的适应性测试的
基础上保持相对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