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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孩子近视眼多？ 防控之路难在哪？ 专家呼吁———

早发现早干预 少看屏多出门

注意正确的读写姿势、 少看电子屏、

多参加户外活动……青少年的近视防控
方法并不复杂，为啥总似乎陷入了“道理

谁都懂”，但“就是做不到”的尴尬？在家靠
父母管，在校靠老师管，近视防控到底谁

占主导呢？上周六，一场主题为“近视防控
究竟是家庭还是学校为主导”的辩论赛在

沪举行，全市 16支队伍参赛，经 15场激

烈角逐后，延安中学、甘泉外国语中学代
表队获冠、亚军。

正方延安中学代表队认为，近视防控
应该是家庭主导，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是

近视发生的两大因素，家庭都包含了。 现
代社会， 陪伴孩子最多的是电子产品，而

在家庭中，父母对孩子起管教作用，《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家庭干

预放在首位。 另一方面，家庭主导近视防
控不仅能得到政策支持，还能降低工作成

本，人人都可以享有。

反方甘泉外国语中学代表队认为，随

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出台，全
社会对近视防控高度关注。 《中小学学生

近视防控工作方案》中要求将视力保护纳
入学校和老师的考核。青少年在学校用眼

时间最长，学校能把控青少年的用眼时间
和用眼规范，因此可以看出，将近视防控

工作作为学校日常工作来抓更切实际，各
项措施的落实也更有保证。

在上海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卫生教
育部部长徐新看来， 这不仅是一次比赛，

更是一场面向社会、家长、学生的近视防
控宣讲。 学生们通过辩论，更充分地了解

近视防控的措施手段。今年全市已举办多

次和近视防控相关的健康教育主题活动，

他明显感受到，对近视“无所谓”的家长越

来越少。

实际上，比赛并不是为了输赢。 比赛

中，正反方辩手都认可，近视防控需要医
院、学校及家庭共同参与协作，缺一不可。

对学校来说，灯光、作业、教育方式等方面
都要兼顾；对家庭来说，对孩子行为习惯

的培养、日常活动的安排也尤为重要。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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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防控
家庭学校谁主导

防控虽难但不是不可能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依视路集团联合上海市学校卫生保健
协会、上海市眼视光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健

康传播研究所共同发布了一项“上海校园近
视管理培训计划”。从现在起的一两年内，该

计划将在上海 3000余所中小学校开展科学
用眼知识宣传培训，为呵护青少年视力健康

做出努力。培训将依托青少年近视防控联盟

专家资源开展，内容将涉及近视成因、预防、
屈光档案管理，矫正措施等几大板块，并从徐

汇区和闵行区开始试点。

依视路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在调研中发现，

很多家长没有及时察觉孩子视力出了问题，而
等孩子看东西需要眯眼睛了才去就医，已经错

过了最佳干预时期；也有家长仍有传统观念，认
为戴上眼镜会让度数加深，于是干脆能拖则拖。

“在近视防控过程中，卫生老师及社区医
生的检测跟踪可起到关键作用。”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眼视光学

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坦言，目前，全社会对儿
童青少年视力不良存在“重治轻防”的错误认

识，部分学校、教师和家长缺乏近视防治和视

力健康基本知识。事实上，老师应关注孩子视

力情况，及时和家长取得沟通，也应培养儿童
和青少年成为自身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他呼吁，近视防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老
师和家长都应该给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

参与户外活动，更应将下课和午休时分还给
孩子。家长也同样如此，在催促孩子“全神贯

注”做功课时，也不要忘记了鼓励孩子每隔

20-25分钟放松一下，让眼睛休息一会。
“眼睛就像挑着重担的人一样，休息一会

儿，才更有力气。”周行涛说。在一些国家考察
时，他曾看到午休时分，教室门是锁上的，老

师用这种方式把孩子“赶”去日光下，跑跑跳
跳，和自然拥抱。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教学楼外墙上贴着数字，从一定距离看

过来能看清，意味着视力达到“5.0”；每一层楼
面的走廊上，都贴着视力表，方便孩子随时随

地看一看，测一测；校园的小花园变身“视力
趣乐园”，大树上的指示牌将孩子的视线延伸

至高处，去发现树枝上趴着的“小松鼠”；隐藏
在草丛里的卡通标牌则提醒孩子，如果看不

清图案旁的“E”字开口方向，就得赶紧告诉爸

爸妈妈⋯⋯
这是近一年来闵行区平阳路小学校园内

悄悄发生的改变。作为本市近视眼防控工作
示范学校，2018年，平阳小学制订了《学校近

视眼防控三年规划》，一场近视眼防控干预行
动开始了，并率先在一年级和三年级进行重

点干预。
校长朱红用“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来形

容这一年为防控近视所做的努力。她告诉记
者，2018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视力检查结果令

人揪心———全校近视患病率45%，其中，刚入

校的一年级孩子近视患病率就达到了40.5%，

到五年级超过六成的孩子成了近视眼。
朱红介绍，学校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

喉科医院、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美视美
景眼科中心合作成立视力健康工作小组。工

作小组发现，造成孩子们近视的成因是复杂
的———家长对于近视防控工作存在认识上的

误区，学生不良的读写姿势和近距离用眼时

间过长加速近视的形成；电子产品使用不合
理、电子板书字体和背景颜色不规范导致学

生视觉疲劳；患有近视的学生没有在正规眼
科治疗部门（医院）进行有效的干预治疗；繁

重的课业负担导致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少、活
动量不达标和睡眠时间难保障引发近视形

成；教室的亮度不足、照明设备老化、照明设
施使用不当造成学生视觉疲劳。

如何还给孩子一个明亮的世界？从近视
发病源头入手，在专业医疗机构的精准指导

下，家庭和学校携手打起了一场近视防控保

卫战。专家对学生、教师和家长进行近视防控

的宣讲与专业指导，并在假期前发放“视力预
警卡”，提醒学生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学生在家

长的陪同下到眼科中心建立个性化屈光发育档
案。学校同样对教学环节做出明确要求———语

数英三科每天布置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得超
过半小时，一节课连续使用多媒体的时间不超

过15分钟，每天的作业总量时间控制在1小时

以内，每周增加一节足球课⋯⋯
经过防控干预后，孩子的用眼习惯在慢慢

改变———看书能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学生
从起初的33%上升至99%，每年使用电子产品

不超过半小时的孩子从12%上升至58%，看书
时不趴在桌上的从56%上升至78%。在一张

2018至2019三个学期学生视力统计对比柱状
图中，记者看到，一年级的近视眼发展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近视患病率下降了4.3%；三年级
的近视患病率，三年来几乎保持稳定。相比之

下，在没有重点干预的年级近视患病率的上
升趋势仍然明显。“这说明虽然近视眼防控难

度很大，但只要做，肯定还是有效果的。”朱红
表示。

上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一份《世界视
力报告》。报告显示现在全球近视人数约为 26
亿，19 岁以下近视者为 3.12 亿，尤其是儿童、青
少年，近视率不断上升。值得关注的是，东亚地区
近视发病率高达 51.6%，其中，中国和韩国城市
青少年近视发病率更不容乐观，分别达 67%和
97%。

飞速发展的世界需要一双慧眼去发现，但是
中国孩子的视线却越来越模糊，怎么办？有人将
此归咎于读屏时代带来的副作用，然而，在从小
被各类电子产品包围的美国青少年群体中，近视
眼发病率仅为 10%。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眼防控之路难在哪里？学
校、社会、家庭还能为保护孩子的眼睛做些什么？
近日，记者走进本市近视眼防控工作示范学
校———闵行区平阳路小学，看看一年来通过学校
努力带来的欣喜变化。 ■ 平阳路小学大树上的指示牌将孩子的视线延伸至高处 陆梓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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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实践

专家建议 把午休和课间还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