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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玩伴，户外运动太少
石家庄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干预中心在2017年利

用中心40万份视力档案库，抽取了六万份学生视光档

案进行调研分析发现：女生近视发生率占58.7%，男生

近视发生率占41.3%，女生近视率高于男生。而通过问

卷调查发现，女生的户外活动时间普遍低于男生，日平

均户外运动达到两小时及以上的近视发生率占20%，而

日平均户外运动在0.5小时及以内的近视发生率将达

到3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户外运动太少，孩子近视的

可能性就会增大。

对这个说法，大家普遍认可，然而，想让孩子走到

户外却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众所周知，体育课能够进行户外活动，而且孩子们

都很喜欢。然而，自从上了三年级以后，于先生就经常

听到儿子抱怨体育课被占。“本来年级高了体育课就

少，可一到天气不好或面临考试，体育课就会被其他老

师占用，而且是有占无还。”于先生说，也能理解老师的

心情，希望孩子们的语文、数学、英语成绩能好点，可孩

子们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啊。

而随着孩子们年级越高，楼层越高，课间10分钟去

操场的孩子也不多了。“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课间经常

往外跑，现在不想出去了，就想在教室里聊会天。”五年

级的小高说。

除了在学校户外运动减少，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

也不愿出门了。今年暑假，小高进行户外运动与去年

相比明显减少。“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课外班，根本没

有小伙伴玩，一个人出去实在没意思。”小高说。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采访中，诸如看书写字姿势不

正确，爱吃甜食等原因也被提及，但大家普遍认为，沉

迷电子产品、课业负担重，户外活动少这些是最主要的

原因。

中小学生近视日益严重，让家长和老师都很忧心，

然而解决起来似乎很难。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财政部、人社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八部门联合下

发正式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

了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政府相关部门应采

取的防控措施。提出增加孩子户外活动和锻炼，减轻

孩子课外学习负担，确保中小学生每天1小时以上体育

活动等多项要求。

“这次看起来力度很大，希望能落到实处，救救孩

子们的眼睛。”于先生满怀希望地说。

暑假期间省会共有暑假期间省会共有1313万中小学生接受视力检查监测万中小学生接受视力检查监测

沉迷电子产品、课业负担重、户外活动少

三大诱因导致中小学生近视
“我们班又有好几个同学戴眼镜了。”刚刚开学，五年级女生刘晓晓回家跟妈妈“报告”班级里的新情况。日前发布的首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

告显示，我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36.5%和65.3%。而此前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初高中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已

超过七成。那么，造成中小学生近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痴迷游戏，
沉溺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绝对是导致孩子近视的头号杀

手。”对于这个结论，石家庄市民于先生说得斩

钉截铁。

于先生的儿子小于今年上六年级，已经戴

上了500度的眼镜。“去年暑假，我和爱人上班

顾不上管他，他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每天用手

机玩游戏。老人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

管他。结果一个暑假下来，孩子近视达到400

度。”说起儿子近视的成因，于先生显得无可奈

何。

其实，说起导致近视的原因，很多人第一

个想到的都是电子产品。从王者荣耀到各种

吃鸡游戏，很多孩子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孩子们课下谈论的经常是各种游戏。虽

然三令五申不让带手机，但仍有高年级的孩子

把手机带到学校，趁着中午的时间偷偷凑在一

起玩游戏。”作为石家庄一所小学的老师，王晓

娟（化名）对孩子们迷恋手机游戏的情况，也是

深感无奈。“这些年，小学阶段就近视的孩子越

来越多，用手机或ipad玩游戏、看视频是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可还是有家长对此持放任态

度。”

因为不让孩子玩游戏，市民王女士还受到

了小学四年级儿子的抱怨。“班里的同学都玩

游戏，只有我不玩。可他们平时谈论的都是这

些，我根本都插不上嘴，我觉得自己都落后于

时代了。”理解儿子的孤单，但王女士却不知该

怎么解决，同时也很疑惑，“为什么那么多孩子

都玩游戏呢？他们的家长不担心孩子的眼睛

会近视吗？”

老师留的电子作业
让家长很纠结

电子产品对眼睛的伤害目前已经基本成

为共识，但除了孩子们痴迷手机游戏而造成的

主动接触电子产品外，老师留的需要在手机或

电脑上完成的作业也造成了孩子们被动接触

电子产品。

对此，石家庄市民焦艳华深有感触。“去年

暑假，孩子的视力突然从1.0下降到了0.6，把

我吓得不轻。后来仔细想想，就是暑假里英语

老师留的一项作业需要每天在手机上完成，对

视力造成了伤害。”焦艳华说，找到原因后，她

就去跟老师沟通，停掉了孩子需要在手机或电

脑上完成的作业，又到医院进行治疗，孩子的

视力果然有所恢复。

对老师留电子作业的问题，市民李娟也有

一肚子话要说。李娟的儿子今年上四年级，暑

假期间，老师留的暑假作业中，有好多需要在

手机上完成，“孩子在手机上做作业本身就伤

眼睛，再加上趁大人不注意悄悄玩个小游戏，

到8月初一测，孩子的视力又下降了，我只好

让他把需要在手机上完成的作业都停了。”然

而，对接下来的学习，李娟仍显得很烦恼，“上

三年级的时候，数学和英语都有需要在手机上

完成的作业，每天都要至少40分钟才能完成，

新学期来临估计还得继续，担心孩子的眼睛，

但也不能不完成作业，真是让人纠结。”

此外，一些家长对课堂上使用的投影设施

也颇有微词。“投影大多都不是特别清楚，孩子

们老看这个费眼睛，时间长了也影响视力。”焦

艳华说。

“现在的孩子太累了，每

天做那么多作业，上那么多

课，眼睛多累呀，想不近视都

难。”与很多家长的想法类似，

市民李娟认为，孩子近视，学

习负担太重是其中的重要原

因。

如今的教育，“剧场效应”

之下，不论家长还是老师，都

绷紧了神经，生怕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而重重压力之下，带

来的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负

担过重。

10岁的李蓓蓓（化名）开

学上六年级，上个学期老师每

天留的作业加上课外辅导班

的作业，每天要做到晚上9点

多，周末也被作业和各种课外

班占满。好不容易放了暑假

想休息一下，可是一想到小升

初，成绩差了去不了好学校，

妈妈又给报了好多个课外

班。“我最多一天要上 5 个课

外班，从早上一直到晚上。”说

起这些，李蓓蓓显得很平静，

她已经习惯了。而每天穿梭

于各种课外班的教室之间，埋

头于各种作业之间，带来的后

果是，李蓓蓓的眼镜度数又增

加了。

而已经上初中的马晓豪，

每天不但在学校里满负荷，回

到家做作业也要家长随时跟

老师沟通情况。“老师特别认

真负责，孩子一点懒都偷不

了。长时间写作业肯定对眼

睛不好，但也没办法，反正大

家都一样。”马晓豪的妈妈说。

与李蓓蓓、马晓豪相似的

情况并不鲜见，但家长们似乎

又无可奈何。市民刘女士也

是一位处于困惑中的家长，

“我也知道这么重的课业负担

会加重孩子的近视，可有什么

办法呢？片内的学校风气和

师资都不好，她要上好学校，

不这么学怎么行？权衡再三，

也只能牺牲视力了。”

本报记者 卢伟丽/文 记者 赵海江/图

作业负担太重，眼睛易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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