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教函〔2020〕4 号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关于印发《恢复开展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现场考级活动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现将《恢复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现场考级活动疫情防

控措施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

2020 年 6 月 3 日



恢复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现场考级活动

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电〔2020〕14 号）

要求，有序恢复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现场考级活动，制定本指

南。

一、总体要求

（一）坚持有序恢复。恢复工作按照“属地原则”，由

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根据属地党委、政府统一部署和当

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要求，研判是否在疫情低风险地区启动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现场考级活动恢复工作，恢复现场考级活

动时间应当安排在省级教育部门批准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线

下培训活动之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风险具有较大不

确定性地区和境外输入压力较大地区，应当暂缓恢复现场考

级活动。

（二）坚持防控为先。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结

合本地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情况，分区分级，确定恢复社会

艺术水平考级现场考级活动的具体条件和管理要求，指导社

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落



细各项防控工作，确保现场考级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三）坚持预约限流。恢复现场考级活动的机构应当严

格执行人员限流限量措施，错峰安排报到和考试时间，减少

人员聚集和等待。

二、考生和家长防护

（四）做好入场检测工作。考点应当配备测量体温设施

设备，并安排专人值守。考生检录时必须佩戴口罩、测量体

温、出示健康码或核酸检测等有效健康证明，按照考场安排

表持准考证进行检录登记。考生不戴口罩或体温异常的，禁

止入内。

（五）实施预约限流措施。考级机构应当通过不见面方

式开展现场考级活动考试报名、考场安排、证书发放等工作。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及相关参数标准，确定日均人数上

限，并实现学生和家长错峰入场。鼓励考生在保障安全前提

下通过步行、自行车、私家车前往，原则上一名考生由一名

家长陪同。

（六）建立巡查制度。考点应当安排专人做好考试现场

管理，监督进入考试区的考生、考官及工作人员遵守相关防

疫要求，及时对考生进行疏导、分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七）提供医务保障。考级机构应当有专人负责医务保

障工作，应急处理考生、考官和工作人员临时出现身体不适

等情况。对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要及时向就近医疗机构反

馈和沟通。



三、场所防控管理

（八）严格选择考场。考场选择应符合《社会艺术水平

考级考点、考场设置及环境要求》（GB/T 36725—2018）要

求，并避免在人员密集和流动性大的车站、医院、商业区等

地点附近安排考场。

（九）降低人员密度。各专业考生考场内人均面积最低

标准按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点、考场设置及环境要求》

（GB/T 36725—2018）规定上浮 2 ㎡执行，且集体性考试中

音乐基础知识和美术专业每个考场人数上限 50 人、舞蹈专

业每个考场人数上限 10 人。考生在候考区内人均面积不低

于 2 ㎡，并保持安全距离。严格控制家长等候休息区人数，

考生进入考场后，鼓励家长在户外活动，根据时间安排在规

定出口处等候。

（十）加强消毒通风。考级机构应当在考试前一天以及

考试期间对考点公共部分如地面、电梯、门把手、楼梯扶手

和考场内部的桌椅、乐器、考试道具等高频接触物体，每日

至少进行三次（早、中、晚）清洁消毒。建立《考点清洁消

毒记录表》，记录消毒时间、责任人等信息。集体性考试相

邻场次间应有充足的间隔期做好考场的换气通风。

（十一）配备充足防护物资。考级机构在各考点应当配

备体温检测设备、口罩、免洗手消毒剂或消毒湿巾等防护物

资，在考场、候考区、洗手间等区域配备洗手液、医用酒精

等消毒物品，便于考生、考官和工作人员随时消毒清洁。



（十二）加强宣传教育。考级机构要积极通过多种形式

向考生和家长宣传、培训疫情防控知识和技能，讲解现场考

级活动期间的防疫措施和安排，提高考生和家长预防控制意

识和应对能力。考点应通过设置提示牌、摆放宣传品、微信

公众号、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加强疫情防控知识科普宣

传。

四、考官和工作人员健康管理

（十三）开展每日健康监测。考级机构应当在考试前 14

天对直接接触考生的工作人员、考官等群体进行健康监测，

重点监测有无发热、咳嗽、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

等症状，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对有疑似症状的

禁止上岗并密切跟踪病情进展。

（十四）减少人员聚集。考官及工作人员应当减少不必

要外出，对因参加考级活动出行和流动时，均须严格遵守所

在地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要尽量避开密集人群，避免在公共

场所长时间停留。要加强考官及工作人员用餐管理，实行错

峰就餐、分散用餐。

五、应急处置措施

（十五）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考级机构应健全应急

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就

近定点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沟通协调，接受专业

指导，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严防恢复现场考

级活动引发各类安全事故。在现场考级活动中如出现疑似症



状或病例，考点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专业机构的指导

下做好现场管理，避免恐慌，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密切接

触者排查管理和隔离措施，及时做好清洁消毒等工作并暂停

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