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8

教育论坛: 4卷1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3-6 岁的学龄前儿童眼睛屈光调节系统和视网膜还

在发育过程中，居家期间如何引导幼儿科学用眼、保护

视力成为社会、学校和家庭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对全

市范围内学龄前儿童假期的用眼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调

研，期望通过深度总结和剖析，为帮助居家期间幼儿保

护视力提供有效指导和建议。1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星平台调查

居家期间上海市幼儿假期期间的用眼情况，调查对象为

幼儿家长。

调查问卷是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专

家指导下构思和完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26 个问题，四

个方面，分别为幼儿及父母基本信息及视力情况、幼儿

居家时期用眼卫生、幼儿居家时期生活习惯、家长对幼

儿居家时期眼部保健重视程度。

二、研究结果

总计收集了上海市各区 341 份学龄前儿童家长的有

效调查问卷，其中 78.3%（267 份）由母亲填写，小中大

班 比 例 分 别 为 18.5%（63 份 ）、40.2%（137 份 ）、41.3%

（141 份）。

2.1 幼儿及家长的视力情况

接受调查的家长中，62.8%（214 人）是近视。幼儿

的视力情况，选择无异常、近视、远视、散光、不确定、

其他的比例分别为 73.3%、1.2%、1.8%、7.9%、14.4%、1.5%。

2.2 幼儿居家时期用眼情况

幼儿在居家期间的用眼情况，包括每日使用电子设

备累积时间、每次观看电子屏幕的累积时长和观看电子

设备规定的间隔时间，如表 1 所示。

2.3 幼儿居家时期生活习惯

本研究调查了幼儿居家时期的线上培训情况、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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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情况、用眼习惯、饮食习惯和睡眠习惯，结果详见

表 2。

表2　幼儿居家时期生活习惯

幼儿每周参与

线上培训活动

频率

不参加 每周 1-2 次 每周 3-5 次 每天参加

35.5% 42.5% 15.5% 6.5%

幼儿每天参与

线上培训活动

总时长

从未参与 30 分钟内 1-2 小时 2 小时以上

34.6% 38.1% 26.1% 1.2%

每日阅读（非

电子设备）、需

要长时间注视

累积时间

30 分钟内 30-45 分钟
45 分钟 -

1 小时
1 小时以上

46.9% 33.7% 10.0% 9.4%

否关注了房间

的光线以及幼

儿用眼姿势

十分关注 偶尔关注
几乎

不关注

67.5% 30.8% 1.7%

2.4 家长对幼儿居家时期眼部保健重视程度

在幼儿居家期间，家长对于眼部保健的重视程度

见表 3。此外，当幼儿出现眼部不适时，家长选择的对

应策略为：提醒幼儿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71.6%）、

做 眼 保 健 操（17.0%）、 向 远 处 眺 望 一 会（59.5%）、

使 用 护 眼 相 关 产 品（7.9%）、 几 乎 没 有 采 取 措 施

（3.2%）、 去 医 院 进 行 检 查（17.0%）、 其 他（8.2%）。

家长认为应该进一步采用的保护视力策略包括：控制

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95.6%）、纠正孩子看书和

画画的不良习惯（80.1%）、提供充足光线的环境供幼

儿阅读（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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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视力保健对幼儿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六岁以前幼儿的的视力处于黄金阶段发育期。居家生活方式使得幼

儿的生活作息以及用眼情况有了很多的变化，幼儿园以及教师仍应该充分发挥家园共育的作用，关注幼儿居家期间

的用眼情况以及健康状况。笔者通过对幼儿居家期间用眼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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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幼儿居家时期用眼情况

幼儿每日观看

使用电子设备

的累积时间

1 小时以内 1-2 小时 2-3 小时 3 小时以上

32.0% 39.3% 17.0% 11.7%

幼儿在家观看

电子设备的规

定间隔时间

30 分钟 -

1 小时
1-2 小时 2-3 小时 随意

22.0% 16.4% 33.7%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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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家长对幼儿居家时期眼部保健重视程度

居家期间，

幼儿的眼睛

出现的问题

眼睛痒 眼部流泪 眼红 频繁眨眼 无

14.4 1.2% 3.5% 7.0% 73.9%

是否有以下

不良用眼习

惯（多选）

用手揉

眼睛

躺在床上

看书、玩

手机

长时间使

用电子

设备

光线较暗

或较强

无不良用

眼习惯

46.9% 24.6% 33.4% 13.5% 26.1%

三、讨论

近年来，[1] 儿童视力筛查出现异常的发生率大约在

17% 左右，弱视的患病率在 3% 左右。同时，有研究显示

近视高流行区中检出率比较高的省份为江苏（72.0%）、

上 海（71.8%） 和 山 东（66.9%）， 本 次 调 查 的 结 果 中，

父母一方有近视情况的比例为 63.36%。[2] 在引起儿童眼

屈光度异常的各遗传环境因素中，以儿童母亲近视、玩

电子产品时喜欢凑近电子产品为主要因素，以上均提示

遗传因素在近视的发病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次调查

结果中显示幼儿仅有 1.2% 的近视情况，超过 86% 的家长

填写无异常和不确定，说明多数家长不太重视幼儿早期

的眼部筛查，[3] 学龄期儿童视力异常表现不会特别明显，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时表现最为明显。很多家长可

能会在幼儿出现眼部问题的时候才引起重视，3~10 岁是

视觉发育关键期，若早发现视力出现异常进行干预可降

低儿童视力损伤。建议家长对幼儿眼部情况提高关注度，

重视学龄前儿童的视力发展，帮助幼儿建立视力发育档

案，这对有效的预防视力问题以及保证儿童视力健康有

着重要意义。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在接触电子产品和非电子

产品的过程中有过度用眼的现象。幼儿除用电子产品进

行娱乐外，调查中有 65% 的幼儿每天参加线上培训活动，

部分家长对于幼儿观看电子设备时的间隔时间不太关注

重视。从数据显示了解，69% 的幼儿每日使用电子产品

在 1 小时以上，这其中 28% 的幼儿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为

2-3 小时，12.01% 幼儿每日使用电子产品 3 小时以上。据

国内统计资料表明：用眼时间过长，不良用眼习惯等和

导致近视有直接相关性。[4] 由于学龄前儿童眼部周围组

织与睫状肌的发育尚未成熟，电子产品的暴露过度，极

易导致近视。同时眼科专家建议，连续看电子屏幕时间

不应超过 20 分钟，使用电子产品 20 分钟后可看窗外 5-6

米外的物体保持 20 秒以上，让双眼得到放松。

在幼儿用眼习惯以及家长对于幼儿用眼重视度的

调查中发现，部分家长会有意识地关注幼儿所处环境的

光线以及幼儿的用眼姿势，家长应根据天气和环境及时

调整采光让幼儿获得适宜的视觉环境。视觉发育的重要

条件也包括充足的户外活动，户外运动也可让幼儿常处

于看近状态的眼部肌肉得到一些调节，对于幼儿的眼保

健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幼儿进行绘画、阅读和游戏时

家长应对幼儿的坐姿进行关注和提示。调查结果显示，

80% 左右的幼儿在家都有吃甜食零食的习惯，这其中

18.32% 经常食用甜食零食，有研究表示过量吃糖有造成

视力低下的隐患存在，家长应为幼儿准备并鼓励幼儿多

吃新鲜蔬菜、水果、动物肝脏等含有丰富维生素 A 的食

物，助力幼儿的视力发展。调查显示，32.73% 的幼儿在

10 点之后入睡，家长应该保证儿童充足的睡眠时间，让

眼部得到充分的休息，帮助幼儿建立早睡早起的习惯。
[5]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是幼儿健康成长的基石，学前

儿童的全面发展必须有健康教育和卫生保健措施的保证，

才能得以实现。幼儿教师应该是家庭育儿指导的践行者，

同时，《3-6 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中的健康部分中提

出，幼儿需有自我保护眼睛的意识。所以教师指导家长

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帮助

幼儿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调查数据显示，家长非常希望

幼儿园可向家长多推荐一些亲子互动类游戏，以减少使

用电子产品的频率和时长。教师也可推荐一些帮助幼儿

养成自我保护的意识的相关绘本让家长可在家通过亲子

阅读耳朵方式帮助幼儿通过生动而有趣的故事了解眼睛

的作用和重要性，帮助幼儿养成保护眼睛的好习惯。

综上所述：幼儿的视力保护并不是通过一次活动或

宣传就能够达到最终目的，这需要社会、家长和学校共

同合作长期坚持。幼儿用眼情况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6]

只有幼儿在健康方面得到保障，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才有

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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