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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教育部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透露，我国大中小学生
总体近视率达到了52 .7%，比
2019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
长王登峰解释，这与2020年绝大
多数大中小学生受新冠疫情影
响而居家在线学习有关。

2020年9月-12月，国家卫
生健康委开展了近视专项调查，
共筛查247.7万名学生。调查显
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为52.7%；其中6岁儿童
为14.3%，小学生为35.6%，初中
生为71.1%，高中生为80.5%。而
小 学 低 年 级 学 生 近 视 率 为
20.7%，较2019年增长1.4个百分
点，较2018年下降1.6个百分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
局长再那吾东·玉山表示，近视
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2020年

各地6岁儿童近视率均超过9%，
最高可达19.1%。小学阶段近视
率攀升速度较快，从小学一年级
的12.9%快速上升至六年级的
59.6%。平均每升高一个年级，
近视率增加9.3个百分点。“以上
数据显示，幼儿园和小学是我国
近视防控重点年龄阶段。”他说。

王登峰介绍，2018年，教育
部等8部门印发了《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通过
采取各项措施，一年后，大中小
学总体近视率从 2 0 1 8年的
53.6%，下降到2019年的50.2%。
但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正常的
教育教学生活秩序，也打乱了各
项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2020
年，学生居家时间、看屏幕的时
间增多，再加上久坐，体育锻炼
减少，近视率出现反弹。

高度近视容易引发多种严
重并发症，比如白内障、视网膜
脱离和青光眼等，是重点防治的
致盲性眼病。再那吾东·玉山介
绍，近视专项调查显示，近10%
近视学生为高度近视，而且占比
随年级升高而增长，在6岁儿童
中有1.5%为高度近视，高中阶段
达到了17.6%，高度近视的危害
仍不容忽视。

“在近视学生中，2020年中、
高度近视比例与2019年相比持
平，但较2018年下降0.6个百分
点。”再那吾东·玉山说，仍需要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防控高度
近视的发展。

医生表示，一般造成眼睛失
明的主要眼病有白内障、青光
眼、眼底病变等，高度近视虽然
本身不会直接失明，但是会引起
上述能造成眼睛失明的诸多并
发症，因此，高度近视是造成眼
睛失明的重要诱因之一。高度
近视眼的眼轴更长，视网膜越
薄，出现视网膜变性、裂孔、脱落
的概率就更高，而这些会导致眼
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

幼儿园和小学是近视防控重点年龄段
小学平均每升高一个年级近视率增加9.3%

高度近视的危害不容忽视
近视学生中约10%为高度近视

3个小学生1个“小眼镜”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52.7%
其中小学生35.6%、高中生80.5%

编者按：青少年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关键重点人群。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8月20日，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东开展的“体教融合”青少年健身科普试点工作。以“普及健身知识，促进体质健
康”为主题，广泛开展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普及活动，推送健身方法，传播健身知识，开展近视眼、超体重、脊柱侧
弯矫正等专项防治工作，着力解决信息不畅、方法不当的问题。

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今年中办国办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进入9月，随着各地新学期的开始，青少
年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孩子出门玩耽误学习？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第三小学执行校长郭金贵
认为，防控“小眼镜”的难点
在于形成“健康第一”的社
会共识。破除“防近”误区，
关键在于提升家庭认知。
家庭教育观念应从“学习不
能输在起跑线上”向“培养
身心健康的孩子”转变，通
过健康管理和家校合作，中
小学学生近视防控一定能
做好。

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
胡同小学校长吴健也表示，
家长一定要改变“让孩子出
门玩，就耽误时间和学习”
的观念。学生身体强健了，
不仅会更加阳光活力，学习
状态也会改善。让孩子玩
一会儿，并不会耽误学习，
劳逸结合反而会促进学习。

专家建议，青少年、儿
童应该科学用眼，保证每天
1到2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不
要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
电子产品。家长应每年带
孩子去正规医院做眼部检
查和视力检查。当孩子出
现近视时，应及时进行干预
和 矫 正 ，以 免 近 视 度 数
加深。

担心“戴上就摘不掉”
不让孩子戴眼镜？

一些家长不让孩子戴
眼镜，担心“戴上就摘不掉”
也是误区。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
任李莉说，长期不戴眼镜，
孩子为了看清楚远处的物
体，会过度调节让眼睛更疲
劳。不但不会减缓近视度
数，反而会加重近视的进
展。发现近视后，要及时到
医院进行检查，佩戴合格的
矫正眼镜，定期到医院复
查。民间一些方法，如按摩
等，可以改善视力疲劳，但
不能替代戴镜矫正近视。

专家提醒，很多家长发
现孩子近视后，不愿面对现
实，盲目寻求偏方和物理疗
法，结果耽搁了孩子配镜的
最佳时间，导致近视度数增
长更快。

防控“小眼镜”
有最佳时机吗？

“儿童近视呈现低龄化
趋势，发病率也在不断攀

升，其中小学三、四年级的
孩子出现近视的比较多。
近视一旦出现是不可逆的，
而且高度近视引起的病理
性改变，对视觉功能的影响
也是不可逆的。”李莉认为，
近视防控要从小抓起。

防控“小眼镜”有最佳
时机吗？专家建议，从出生
开始就应该重视起来。父
母是高度近视的孩子更要
格外重视，出生6个月就可
以做屈光筛查，每半年复查
一次。上学后要有正确的
读写姿势，读写和握笔姿势
都很重要，长期歪着脑袋学
习会导致一只眼的视力下
降更明显。在课堂上，老师
授课20分钟，可以让学生远
眺20秒。

不玩手机、不看电视
为啥娃还是近视了？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
童眼保健专委会委员李晓
柠介绍，近视眼主要包括两
大类，一类主要是由遗传因
素引起的，一类是由环境因
素引起的。现在绝大多数
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眼是环
境因素引起的。那么环境
因素有哪些呢？李晓柠说，
主要是由于光照影响，还有
用眼行为习惯。比如说过
长时间连续近距离注视，然
后过近的注视距离，都会增
加用眼负荷，诱发眼轴的过
度增长，出现近视，并且近
视出现加深进展的变化趋
势。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热
门的一个词叫“远视储备”，
也就是大部分的孩子出生
以后都是一个远视眼的状
态。正常成人的眼轴在23.5
至24毫米，刚出生婴儿的眼
轴是很短的，大概只有16毫
米，处于一个生理性远视的
状态，这就是远视储备量。
但由于前面讲的这些环境
因素影响，他的眼球过早发
育，远视储备下降，到了6至
7岁以后，很大一部分孩子
就继续出现了眼轴过度发
育增长，近视眼就出现了。

李晓柠表示，近视主要
是由于长时间近距离操作。
并非不看电子屏幕就万事
大吉，看书、画画、玩儿乐高
等等其实都属于近距离操
作，如果时间过长，也对视
力有损害。所以，避免长时
间近距离操作才是防控近
视的关键。

■ 误区

3月22日，在河北沧州市实验小学，医生志愿者指导学生进行裸眼
视力检查。 新华社发

■ 行动

十五部门联合
开展八项行动

今年5月教育部等十五
部门联合制定《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
案（2021—2025年）》，聚焦
近视防控的关键领域、核心
要素和重点环节，联合开展
八个专项行动：

1.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
眼。教育每个学生强化“每
个人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意识。主动学习掌握
科学用眼护眼等健康知识，
养成健康习惯，并向家长
宣传。

2.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引导家庭配合学校切实减
轻孩子学业负担，不盲目参
加课外培训、跟风报班，根
据孩子兴趣爱好合理选择。

3.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
锻炼。着力保障学生每天
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
活动时间。鼓励基础教育
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
育课。

4.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
品。指导各地落实《关于加
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
的通知》，确保手机有限带
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形
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5.落实视力健康监测。
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监测数据库，每年开展全国
儿童青少年视力动态监测，
努力实现县（区）儿童青少
年近视监测全覆盖。

6.改善学生视觉环境。
指导各地改善教学设施和
条件，落实教室、宿舍、图书
馆（阅览室）等采光和照明
要求，鼓励采购符合标准的
可 调 节 课 桌 椅 、坐 姿 矫
正器。

7.提升专业指导和矫正
质量。发挥医院专业优势，
不断提高眼健康服务能力。
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力
量，开展近视防控科研攻
关，加强防治近视科研成果
与技术的应用。

8.加强视力健康教育。
以开发义务教育阶段健康
教育视频课程为基础，建立
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教育资源库。支持鼓励学
生成立健康教育社团，开展
视力健康同伴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