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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来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将不

可避免地登陆新加坡，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部

门就迅速做出反应，但也是以一种校准的方

式做出了反应。这种做法使新加坡的高等教

育机构只需稍作调整，就可以继续运作一学

期。  

新加坡以积极主动和透明的方式应对新

冠疫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从疫情爆

发初期到现在，市民普遍相信政府会妥善处

理这场危机。早期的干预策略包括严格和迅

速的接触者追踪、不断提醒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社会疏远准则、

要求旅行申报、对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进

行隔离，以及对从高危国家返回新加坡的人

实行严格的居家隔离协议。  

新加坡政府每天都会发布详细的 新情

况，包括新病例的数量、与哪个群组有关，

有多少病人在重症监护室，以及出院人数。

这些费力而繁琐的方法基本被证明是有效

的。尽管新冠病毒早早地来到了新加坡的海

岸，但新加坡直到 3 月 21 日才报告了首例死

亡病例。新加坡对病毒进行了广泛的检测，

但直到 4 月 1 日，总感染人数才达到 1000 人。 

保持高等教育的活力 

政府的谨慎应对，使得新加坡人民的大

部分生活直至 3 月底仍能正常进行。学校、

餐馆和企业仍然开放。家人和朋友们继续聚

会，无处不在的新加坡商场也依然繁忙。大

学也一直开学到 4 月，比许多其他国家要长

得多。 

随着疫情于 1 月进入新加坡，高等教育

机构立即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为了配合政府

不断变化的指令，学生和教职员工灵活地开

展工作，有条不紊地推出了各项协议。  

在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学生、教职员工和

工作人员被要求在一个集中的系统上申报旅

行计划，并每天两次记录体温。学生被告知，

当接触到病毒携带者时，要进行自我隔离，

而高危人群则被转移到校内的临时隔离设

施。当新加坡的病例数量开始上升时，新加

坡国立大学加强了安全隔离措施。体育训练

和其他课外活动被取消或修改，以减少身体

接触，食堂也开始提供更多的外卖选择，以

减少饮食空间的污染。高校引进了远程学习，

初是以混合形式，一些学生留在教室里，

其他学生则在网上参加。  

此外，学校还实施了接触者追踪程序，

如活动期间的考勤、强制体温检测、校园访

客登记，以及要求教师笨拙地拍摄教室座位

安排的照片。新加坡各自治大学的反应相当

一致。 这些措施大多是成功的，使本学期的

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即使是在一个习惯于

严格规定的国家，遵守规定也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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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申报的完成率很低，许多学生没有每天

两次报温，电子学习对许多教授来说难以驾

驭，行政人员就如何组织在线考试以尽量减

少作弊的 佳方式进行了讨论。  

同时，在新加坡之外，病毒迅速蔓延，

所以教育部审慎地决定召回所有出国留学的

学生。国际学生被要求回到母国，本地学生

则被告知回到新加坡。随之而来的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要对上千名在国外留学的学生进

行清点和安置。这项任务的执行，只有在新

加坡这样一个拥有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政府和

有效的危机应对计划的国家，才有可能以某

种程度的精确和快速完成。许多被告知要回

国的留学生请求留在新加坡，因为他们对新

加坡的医疗系统和政府对危机的反应比对他

们自己的国家更有信心。 

强制暂停 

尽管采取了成功的缓解措施，但 4 月初，

新加坡本地病例激增，促使政府采取了更严

厉的措施。一个被比作“断路器”（circuit 

breaker）的封锁措施被提出，旨在利用严格

的、依法执行的安全距离措施，限制病毒的

传播。根据已经通过的新法案，新加坡居民

只有在有必要理由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开自

己的家，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违约后果。  

这时，大多数大学决定转为完全的电子

化学习，要求学生搬回家。新加坡国立大学

允许学生住在校园内的宿舍，但要实行严格

的规定。比如说，学生们不能互相串门，也

不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吃饭或社交。事实

证明，这会让很多住校生感到困难，尤其是

留学生们感到孤立无援，渴望回家。  

在不确定中前进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下一学年的不

确定因素比比皆是，但根据新加坡迄今为止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管理方式，已经可以得出

一些合理的结论。如果目前的“断路器”措

施被证明能有效地遏制病毒在社区蔓延，政

府很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以可预见的方式

放宽限制。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这可能意味

着回归到一定规模以下的面对面课堂、持续

的体温检测和社交距离测量。换句话说，大

学的运行方式可能会和过去两个月来的运行

方式基本相同——继续运行，但会有所调整。 

如果新冠肺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在当地

蔓延，大多数院校将继续停办，并在新的一

年开始时完全采用网络学习模式。政府可能

会限制学生签证，这将对通常以国际学生为

主要来源的院校和学位项目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之前已确定有出国留学计划的本地学

生很可能会失望，因为政府可能会禁止学生

离开新加坡参加交流项目。  

尽管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但对入学

率的影响却难以确定。招生专家面临着巨大

的不确定性，对于历史上的收益率模型是否

能准确预测新入学的学生群体表示怀疑。有

很多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即将入学的学

生是否有兴趣在设有临时网上学习设施的传

统高等院校就读，还是愿意推迟入学？对于

有国际学生招生目标的院校来说，招收一个

班级全部由本地学生组成，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决定下一学年入学的学生，假设仍然禁

止面谈聚会，如何使第一年的入学培训课程

适应虚拟环境呢？对于提供住宿生活体验或

强调课外学习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院

校来说，这些课程中的哪些内容可以进行调

整？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新加坡将继续不懈

地努力遏制病毒的进一步蔓延，该国将开始

逐步和稳定地恢复正常。高等教育可能会继

续反映更广泛的社会状况。各机构将以一种

经过校准和衡量的方式，缓慢地解除限制，

效仿新加坡一直以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做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