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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现状

21 世纪以来，随着科技发展电子产品增多和不良的生活方

式增多，导致近视的患病率越来越高，我国儿童青少年在整个

近视群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呈现低龄高度化趋势，儿

童青少年近视问题逐渐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2020

年发布的《全国近视专项调查》可知，我国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52.7%，我国儿童及中小学生的近视比例逐年上升，约有10%

的学生为高度近视，对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负面

影响。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和希望，是社会主义的接班

人，对青少年近视的防控问题刻不容缓。

1.2 近视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影响

（1）近视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近视带来的相关疾病给我

国的医疗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负担，由《国民健康视力报告》我

们可以得知，因视力缺陷从而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高达5600 亿

元。如若没有相关措施干预，患有近视的人群急剧增加将会使

我国科学研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防实力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2）对个人的影响：近视不仅仅对个人日常生活活动带来不

便，更是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学习、注意力，还影响到儿童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使儿童青少年不能参加许多体育运动，影响生长

和发育，逐步会导致儿童青少年体质弱、患其他疾病的概率增高

等一系列健康问题。近视还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升学与就业。在教

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

高考四类专业对于裸眼视力低于5.0的学生不予录用；高考五类

专业要求任一眼睛的眼视力低于4.8；即便带着眼镜来矫正近视，

海洋技术、水利、地质采矿、心理学和交通运输等专业的录取也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1.3青少年近视的高发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现如今，低龄儿童的近视问题愈发严重，党中央、国务院对

此高度重视。早在 2007 年，中央国务院就曾下达关于加强青少

年体育，改善青少年体质的文件，提出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的眼

科知识和方法，提高学生的眼保健水平，定期对学生视力进行监

测，从而降低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2018年以来，国家领导人就

青少年近视问题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深化教育

改革，制定有效的综合治理方案，并加以实施[1]。同年8月，教

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明确要求与各级人民政府签订责任书，

严格落实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工作。2019年初，国家卫健委、教

育部办公厅等部门强调地方各相关部门要形成监管合力，督促指

导相关人员规范服务，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规范近视知识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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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国家八部委颁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后，

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多地签订责任书，严格落实近视防治工作。

截止到2019年4月，已有多个防控试点地区、防控改革区，多个

省市区签订责任书，根据教育部所推行的相关准则制定了各自的

实施方案，在相关方案的指导下，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有序推进

中。社会各级单位积极响应号召，在学校中学生的近视率与教师

的教学评价密切相关，改善教学措施和教学环境，在青少年近视

防控工作中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高发性引起了

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工作已经

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近视流行病学

当眼睛处于放松状态下，外界平行光进入眼内，焦点正好

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像，此称为正视；若焦点无法落在视网膜

上，则称为非正视，也就是屈光不正。近视是屈光不正的一种，是

指当眼睛处于放松状态下，平行光线进入眼后，焦点落在视网膜前

所形成的一种屈光状态，导致视网膜成像不清晰[2]。Holden、

Fricke等人在《Global Prevalence of Myopia and High Myopia

and Temporal Trends from2000 through 2050》中提到近视是全

球屈光不正中最常见的一种高发性疾病，通过大量数据反应，中

亚裔学生的近视发病率与其他种族相比处于较高水平，在东亚国

家和地区中，以中国和日本的近视发病率较为普遍，亚洲国家的

近视患病率已经高达70%‐80%，同时，高度近视的患病率也已经

达到了6.8%‐38%，对于近视率的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所

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2.2儿童青少年近视形成与发展的相关因素

2.2.1遗传因素

对于所处外界环境、生活条件等相似的人，只有一部分人患

有近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与人的屈光状态与遗传因素影响关系

较大。实验数据表明，近视患者的主要患病因素会受其父母的遗

传因素的影响，若父母都是近视患者或者其中一方是近视患者，

则其后代的近视患病率较高。通过对1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

结论，双方父母近视的学生近视率为94.2%，一方父母近视的学生

近视率为89.5%。遗传因素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怎么有效

通过运动降低患有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度数问题要是我们要进行的

下一步研究。

2.2.2环境因素

（1）户外活动：通过分析近几年的研究数据得知，非近视群

体以及近视程度较低的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参与户外运动的

频率及时间较多，而近视程度较高的患者，普遍参与户外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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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少。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观察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恒河猴眼视

觉的发育过程，发现早期处于自然光线中的恒河猴近视患病率较

低，长期参与户外活动可以大幅度增加接触自然光线的时间，

引起视网膜分泌和释放多巴胺含量增多多巴胺对于眼轴的增长具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能够预防近视的发生。

（2）不良的用眼习惯：引起近视的原因除了与患者的遗传

因素有关之外，还和患者的不良用眼习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

和科技的发展，电子产品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三大样“手机”“电脑”“电视”充斥着儿童青少年大部分

的休闲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时往往伴随着不良的用眼习惯。如

近距离用眼、不良的环境下用眼等。由于学生的课业负担较

重，考试压力进一步增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视觉

疲劳，进而使得不规范用眼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扩大。陈

思铧的通过研究学生看书距离小于15 cm、15~30 cm、大于30

cm 的三种实验数据得知，看书距离<15cm 的学生近视比例最高，

为38.9%，看书距离>30cm 的学生近视比例最低，为16.7%，由

此得出结论，长时间不规范用眼使引起青少年近视的重要因素之

一[ 3 ]。

（3 ）光照的强度和不同的光线：在分析大量的近视实验

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光照强度和眼球的屈光状态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当光照强度大幅度增加，近视的发病率得到明显

改善。A s h b y 等研究人员通过动物实验中发现，每天暴露于

15000lx的光照条件下5小时就可以使近视度数降低62%，当光照

强度增加至30000lx，近视度数可以降低79%。Huang 等人在动

物实验研究发现，动物暴露于长波长红光下会导致近视化，高

强度的蓝光可以引起角膜上皮损伤，引起眼表面异常，诱发视

疲劳和近视眼。因此在生活中应尽量避免过度使用长红光和高强

度的蓝光，避免儿童青少年过早的接触电子产品，合理安排户

外运动的时间，增加体育锻炼，降低近视的发生率。

3　体育教育干预青少年近视的措施

3.1 羽毛球、乒乓球运动对青少年近视的研究论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进行关于体育运

动对改善视力的研究，通过实验发现适量的运动对改善视力具有

一定的干预作用。以羽毛球、兵乓球为例，在运动过程中，球

的行进路线具有不同的变化，可以使眼球在此过程中根据情况做

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使眼部肌肉力量得到增强，神经反应能力

以及血液代谢也会得到改善。通过参与一定量的小球类运动，

有助于消除或缓解眼部疲劳，从而预防近视的发生。黄成等学

者研究发现,大学生视力正常的群体普遍户外时间较多，具有经

常参与体育运动的习惯。赵青峰、袁春华针对南昌市青少年进

行乒乓球和羽毛球训练防控近视眼的实验，通过对实验组每周三

次,每次不低于1 小时的乒乓球和羽毛球训练，持续一年后，实

验对象视力得到明显改善，说明参与乒乓球和羽毛球训练时，

根据来球的不同状态，合理的调整自身相应的位置，使睫状肌

的收缩和舒张不断交替进行，有效促进眼部血液循，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预防儿童近视的发生。张泽宇以60 名 7-8 岁的近

视儿童作为实验对象，通过实验发现，凡是完整参与12 周的乒

乓球运动的儿童的视力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实验结束3个

月后，通过对两组儿童的再次测验，发现那些在实验结束后坚

持乒乓球运动的儿童的视力都在持续的提高，而不经常参与运动

的儿童的视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了要想真正的提高

视力，就必须有计划的从事体育活动。吴向宁调查研究表明，

对于6-9 岁儿童来说，经常性参与体育运动锻炼，如乒乓球等

运动，能够有效预防和改善近视的发生和恶化，并且每周从事

体育锻炼频率较高的儿童视力优于从事体育运动频率较低的儿

童。陈光伟、冯嘉诚等学者通过眼科临床药物治疗远视性屈光

参差性弱视儿童和结合乒乓球运动干预研究，结果表明患者在传

统治疗基础上再配合乒乓球运动能有效提高视力，并认为可以在

临床治疗上广泛推广。易军晖、李蓉蓉选择了部分7-11 岁患有

近视的儿童作为实验对象，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每周的户外

活动时间增加14-15 小时，同时，近、中距离的工作时间保持

在每周30 小时以内且对照组的实验过程不采取任何措施。干预

两年后发现，实验组学生每年屈光度下降度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由此得出积极参与户外活动有助于延缓儿童屈光度下降，从而预

防近视的发生。

3.2其他运动方式干预视力的相关研究

干预青少年视力的运动大多集中在球类运动和户外运动，其

中以羽毛球和乒乓球为主，还有学者通过实验指出，不同的运

动对于改善视力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王成浩等学者通过对女大学

生采取为期6 个月的不同强度的有氧运动（项目：跑步）进行

干预，通过实验得出：正常视力和中度近视的实验者的眼压对

于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所产生的调控作用较为明显，同时较高强度

的有氧运动对高度近视的实验者眼压调控的作用较为显著，表明

不同的运动强度对眼压可产生不同的影响，说明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及其强度有助于改善视力。庄全提出太极拳运

动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预防也有着一定的作用。殷荣宾提出，

体育运动可以有效改善青少年睫状肌调节能力，促进视力的健康

发展。

4　总结

学校、社会和家长，都要积极的认识到儿童青少年近视的

危害，社会中的相关组织要利用各种渠道对学生和家长开展科学

用眼护眼健康教育，形成爱眼护眼的社会氛围。社会相关组织

要规划建设更多适合儿童青少年的户外运动场所、增设体育设施

以提升运动时间。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加强对于体育的教育，督促儿童青少年多进行身体活动，并且

要重视其强度，尽可能在户外进行高强度身体活动。

目前，由于儿童青少年普遍使用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占有

着孩子们大部分的休闲时间，在此过程中不仅压缩了平时的户外

运动时间，同时还伴随着不良的用眼习惯，导致近视患病率随

之增加。但是，在参与体育运动过程中，也会伴随着运动风险

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与身体运动的关系

中做进一步的研究，在保证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同时，有效

的预防近视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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