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学生和家长，在近视防控中面临哪

些困惑？有哪些经验和建议？近日，本版联合

本报健康客户端，共同发起“防控青少年近视

网络调查”，就近视发生的年龄段、成因和防

控方法向学生和家长征集意见、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轻度近视（近视度数小于

等于 300 度）的人数最多，占到了调查参与者

总数的 38.76%，其次是中度近视（近视度数

为 301 度至 600 度），占比为 29.45%，重度近

视（近视度数大于 600 度）占比 9.32%。值得

注意的是，四成多调查参与者（42.22%）在小

学阶段就已经近视，29.21%的调查参与者在

初中阶段近视，高中阶段为 15.35%。

调查发现，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是导致

近视的主要原因，在所有因素中被选择次数

最多，占比达到 63.16%。其次是看书、写作业

姿势不正确和看书、写作业时间过长，分别占

比 55.05%和 46.51%。此外，户外锻炼时间少

也是导致近视的原因之一，占比为 44.95%。

面 对 近 视 ，大 家 选 择 如 何 进 行 防 控 ？

调 查 发 现 ，控 制 电 子 产 品 使 用 时 间 和 保 证

充 足 睡 眠 是 使 用 比 例 最 高 的 两 种 方 法 ，占

比 分 别 为 76.74% 和 74.82% 。 同 时 ，也 有 不

少 参 与 者 选 择 经 常 做 眼 保 健 操 和 饮 食 改

善 来 防 控 近 视 ，分 别 占 到 了 总 数 的

63.51%、56.19%。

在开展网络调查的同时，本报记者也在

多地采访学生和家长，请他们谈一谈近视防

控的想法、做法。

中小学生——

“我很想守护好这扇
‘窗户’”

这两天，家长王宇有些担忧——学校近

期组织开展了视力检查，孩子王彦博的视力

有所下降，王宇打算尽快带孩子到三甲医院

专门做一次系统检查。

王彦博目前在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小学

读三年级。每半年，王宇都会带孩子到医院

做一次视力检查。“上一次去做检查时，医生

就提醒说孩子的远视储备已经接近临界值，

要 引 起 重 视 ，没 想 到 孩 子 的 视 力 真 的 下 降

了。”王宇说。

王彦博的同学李阳在二年级上学期就

戴上了眼镜。李阳说：“自从戴上了眼镜，上

体育课特别不方便，运动时眼镜经常会戴不

稳，影响上课。一次班上同学一起打篮球，

一个球飞过来直接砸到我眼镜上，不仅砸得

脸很疼，还把我的眼镜砸变形了。我挺担心

眼镜的度数会上升，而且镜托会有压痕影响

美观……”

王彦博和李阳所在班级的 53 名学生中，

有 9 人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说起预防近视

的重要性，王彦博说：“老师和家长都很重视

我们的眼睛保护。学校在每天早上的第三节

课后和下午的第一节课后，都要组织同学们

做眼保健操；每周老师都会给我们调整座位，

也会在上课时提醒同学们注意坐姿。学校开

设了健康课，老师会在课上跟同学们讲授一

些保护视力的内容，让我们意识到保护视力

非常重要。”

刘益帆是北京市石景山区一所中学的九

年级学生，她从小学六年级便开始戴上近视

眼镜。

她坦言，现在班级 30 余人，近视的同学

将近一半。“这几年，因经常线上上课和学习，

电子产品使用更多，感觉更离不开眼镜了。”

刘益帆说着托了托镜架。

对刘益帆来说，戴眼镜给生活带来了许

多不便：“天凉时戴口罩，镜片上总有哈气影

响视线，镜片每天需要清洗也挺麻烦，耳朵和

鼻梁骨也总受压迫，会难受。”

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小学部五年级学生

徐祥谦也感受到近视的烦恼：“我对科技、军

事比较感兴趣，喜欢看这方面的书和影片。

之前看书入迷的时候会一连看上好几个小

时。近视之后，在看书时会更加注意时间和

坐姿，妈妈会提醒我注意阅读时间，常常读到

感兴趣的地方却不得不中断。”

徐祥谦在四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感觉看

东西有些模糊。在医院检查后，眼科医生判

断徐祥谦有近视的趋势，自那时起他就戴上

了眼镜，“最开始检查时医生建议配 50 度的

镜片，现在度数不断增长。半个月前刚去复

查，已经要配 175 度的镜片了。”

如今，徐祥谦按照医生的建议，调整作息

时间，注意用眼时长，每天在校会按时做眼保

健操。但他感觉随着年级的升高，每天花在

学习上的时间逐渐增多，对于如何在保护眼

睛与保证学业之间做好平衡，他还是有些困

惑，“老师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很想

守护好这扇‘窗户’。”

大学生——

“本以为成年后近视程度
不会继续增加了”

吴倩（化名）和刘叶都是武汉大学的大三

学生，两人都已经习惯了戴眼镜。

刘叶读中学时，不少同学牺牲户外活动

和休息时间来埋头读书，戴眼镜也成为普遍

现象。刚上高中时，刘叶还是班级里少数不

近视的同学，“后来升学压力更大了，我慢慢

发现自己看不清黑板上到底写的什么。”最

终，刘叶戴上了一副一两百度的眼镜。吴倩

则是因为从小近距离看电视，在小学一二年

级时看远处的东西就渐渐吃力，四年级开始

佩戴近视眼镜。

上大学后，没了家长和学校的监督，刘叶

有时一天超过 12 小时都在使用手机和电脑，

看书、写作业、追剧、聊天……吴倩也坦白，自

己习惯了在熄灯的宿舍熬夜摸黑看手机。读

大学不到三年，刘叶和吴倩的近视度数都涨

了一两百度。

“本以为成年后近视程度不会继续增加

了。”北京城市学院学生潘小羽也没想到读大

学后近视程度居然加深了。

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潘小羽认为保护视

力不只是中小学生的事，任何年龄段的人都

需要重视起来：“对大学生来说，现在就业压

力大，一些行业对视力会有特殊要求。如果

因为近视导致无法从事某种职业，确实比较

遗憾。还有一些同学认为戴眼镜会影响自己

的颜值、形象，会选择佩戴隐形眼镜，虽然美

观了，也给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在武汉大学就读的罗莹（化名）和白露没

有近视。谈起预防的秘诀，两人分享了从小

学习的“加减法”。

“加法”加的是护眼行为。得益于罗莹和

白露父母的言传身教，无论是看书还是写字，

两人都习惯了坐直身子拉远距离。晚上需要

使用手机时，罗莹会开着寝室灯或床上夜灯

用眼，平时看见一些爱眼小贴士也会默默记

在心里，有意识地在用眼 20 分钟后眺望远方

与绿色。

“减法”减的是用眼时长。大学前，白露

就习惯早睡早起，按时按质完成眼保健操与

户外体育活动。上大学后，手机成为生活的

必需品，用眼负担也大幅增加。为了预防近

视，除了时常做眼保健操，白露还有意识地减

少了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带手机上床睡觉，

尽量不做“低头族”。

学生家长——

“保护孩子视力需要家
长、学校、社会多方努力”

如 今 ，家 长 们 愈 加 重 视 孩 子 的 视 力 保

护。在王彦博家中，王宇和妻子严格限制孩

子看电视的次数，每周只能在周末两天看电

视，每天不能超过 40 分钟。此外，王宇还给

孩子购买了学习桌、护眼学习台灯、坐姿矫正

器等，从“硬件”和“软件”方面来做好孩子的

视力保护。

医生建议要加大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

避免长时间学习和使用电子产品。但王宇也

坦言，随着孩子升入高年级，学习时间的增

长、一些学习任务也需要借助电子产品来完

成，孩子近视的风险还是会增加。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的赵海洲发现孩子近

视后，随之而来的困扰越来越多。“现在孩子学

业压力不小，每天需要看大量的书籍、资料，我

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既希望孩子有个好成

绩，也希望孩子有好视力。平时尽可能地提醒

孩子注意用眼卫生，要适当休息，要注意坐姿

等等，但提醒多了，孩子也有点不耐烦。”

孩子近视往往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销。

赵海洲告诉记者，不仅有定期检查、更换眼镜

的费用，现在为了让孩子在上网课时看更大

的屏幕，他还特意购买了平板电脑。考虑到

孩子佩戴眼镜进行运动的不便，他还想给孩

子配一副专业的运动眼镜。

北京家长李英的孩子在四年级时视力

出现下降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微，眼

睛偶尔出现酸涩感，随后是上课时看黑板有

模糊的情况，为了看清楚而揉眼或者将眼睛

眯成一道缝。随着近视程度的增加，去医院

检查视力后，配了近视镜。刚开始，李英的

孩子因为担心戴眼镜不好看而被同学取笑，

有时宁可看不清黑板的板书也不戴眼镜，后

来才慢慢适应。

对孩子近视的情况，李英有些惭愧：“当孩

子出现视力下降的时候，作为家长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认为孩子之前视力一直没问题。直到

孩子视力进一步下降，才去医院做了检查。”

赵海洲在与其他家长交流中还发现，不少

家长是在得知孩子视力下降后觉得不是啥大

事，直接带孩子上眼镜店配眼镜，“这反映出部

分家长对防控近视的重视不够，希望能加强关

于视力保护的宣传，比如线上线下的科普讲座

等，提高家长和孩子对保护视力的重视程度，

知晓更多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

“保护孩子视力需要家长、学校、社会多

方努力，例如学校在教学设备采购中可尽量

选择护眼不伤眼的电子设备，政府可以出台

相应政策，对于正规科学的护眼项目进行引

导推荐。”王宇说。

（鲁思佳参与采写）

部分中小学生、大学生、学生家长一席谈——

防控近视，需要多方努力
本报记者 罗阳奇 沈靖然 潘俊强 郑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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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⑥R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

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各种

形式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 。 教 育 部 门 通 过 哪 些 有 力 举

措，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方面取得实效？对于推动人口

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的现有条件如何？对此，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大良接受记

者采访。

问：高校分类发展是社会、教

育 、人 多 样 化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

近年来，我国在高校分类管理体

系建设上做了哪些探索？

答：“十三五”时期，我国以人

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将高校划分

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术型，初步

形成国家层面的高校分类体系指

导框架。“十四五”时期，教育部印

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

审 核 评 估 实 施 方 案（2021—2025
年）》，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

校办学目标和服务面向，实行分

类施策、精准评价，引导高校科学

定位、特色发展。

近年来，各地依据高校分类

发展政策导向，不断完善分类管

理体系，引导高校办学合理定位、

各安其位、各展所长、特色发展，

大力培养主动适应、积极支撑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和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急 需 的 各 类

人才。

问：推动部分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变，是党中央、国务院重

大决策部署，是教育领域人才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重 要 内 容 。

请 谈 谈 加 强 应 用 型 本 科 高 校 建

设的举措。

答：教育部等三部门出台《关

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对高校

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进行了顶层

设计，推动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

转 到 服 务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上

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

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

人才上来。

此 后 ，广 东 、河 南 等 20 多 个 省 份 出 台 引 导 部 分 普 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文件，从专业设置、招生计划、

教 师 聘 任 等 方 面 制 定 了 相 关 政 策 ，为 这 批 高 校 深 化 改

革 、转 型 发 展 提 供 了 支 持 。 300 所 地 方 本 科 高 校 参 与 改

革试点。

问：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重点学科专业

建设取得哪些突破？

答：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建好

建强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

才能助力形成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近年来，理工农

医类学科专业建设不断发力。“双一流”建设中，理工农医类

学科占比达 78.5%。2022 年本科招生中，理工农医的招生

比例已经过半；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阶段，理工农医类的

招生规模分别接近 60%和超过 80%。超常规布局集成电

路、公共卫生等人才培养专项，有目标、有重点、成建制地培

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紧缺人才。

问：近年来，教育部门聚焦关键环节，打造人才培养新

格局。其中，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育人方面有何经验？

答：近年来，教育部相继出台了“拔尖计划 2.0”“强基

计划”“101 计划”等政策举措，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基

础学科培养的生态环境和有效的支撑机制。培养上，探

索实施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小班化教学、本硕博贯通

培养。评价上，坚持长周期、过程性、科学性评价，完善学

生自我评价和导师、学校、社会、行业评价等相结合的多

元主体评价机制。据统计，“强基计划”录取新生超 1.8 万

人。“拔尖计划 2.0”实施以来，培养出 1 万多名拔尖学生，

其中 96%的毕业生坚持在基础学科领域继续深造和从事

研究工作。

问：卓越人才、紧缺人才培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人力智力支撑。相关人才培养取得哪些进展？

答：截至去年底，教育部积极鼓励支持并批准有条件的

高校培育建设 12 个未来技术学院、50 个现代产业学院、18
个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33 个示范性软件学院、28 个示范

性微电子学院。这些国家重点支持建设的学院，在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培养国家急需的创新型拔尖人才、高端人才、

关键领域紧缺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去年

9 月，教育部、国资委共同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明确

建设首批 18 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着力解决关键领域高

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工程教育与工程能力培养脱节等突出

问题。

问：如何继续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更好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答：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创新，强

化校际合作、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国际合作，构建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育人联盟，促进学

科链、专业链、人才链、科技链、产业链、创新链紧密对接互

动，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资源配置、绩效评估等各

种方式，推动高校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全面提高人才自

主培养质量。

完善体现“点、线、面”结合的高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

在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加快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巩固地

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成果。在调整结构、提升层次的同时，

着力培养紧缺型、实践型、应用型高端人才，尤其要培养能

够解决重大技术问题和技术攻关的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

人才。

加快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专业体系、教材教学体系

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中国特色、世

界水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持续提升高等教育人

才自主培养质量，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人口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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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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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保护好儿童青少年的视力，是全社会必须答好的一道考题。学生和家长对近视

问题有哪些困惑？各地相关部门出台了哪些防控近视的政策措施？学校如何在防控青少

年近视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版今起推出“防控青少年近视大家谈”系列报道，邀请学生、家

长、政府部门和学校负责人、医疗与教育专家一起探讨，对近视防控建言献策，共同呵护好

孩子的眼睛。 ——编 者

“近年来近视患者发病年龄明显提前，目

前的研究表明，近视发展有两个高峰时段，一

个是 7—8岁，一个是 13—14岁。”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李莉告诉记者。

一般而言，遗传因素、用眼习惯不良、眼

部基础疾病等都会影响儿童青少年视力。近

视的发展和近距离用眼时间久、户外运动少

有很大关系。科学预防近视，要从良好的用

眼习惯、均衡饮食、充足睡眠上做文章。

保证户外活动。李莉表示，有研究表明，

增加每天日间户外活动时间，能够延缓眼轴增

长、延缓近视出现。阳光下的户外活动可以有

效提高眼部多巴胺的含量，增加脉络膜厚度，

抑制眼轴增长，控制近视的发展。因此最好在

阳光充足的时候进行户外运动。建议青少年

每天坚持至少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学龄前

的儿童，可以增加到三四个小时的户外活动。

减少近距离用眼和电子产品使用。3 岁

以下儿童建议尽量避免使用电子产品。3—6
岁儿童如需使用电子产品，要减少近距离用

眼时间，每次不要超过 15 分钟，每天控制在 1
小时以内。

远眺是常见的缓解眼疲劳方法，双眼可以

望向窗外的绿色植物、望向尽量远的地方。每

次近距离用眼 20分钟，要让眼睛远视 6米外不

少于 20 秒。此外，眼保健操、干净的毛巾热敷

等 方 式 ，也 可 以 帮 助 缓 解 眼 部 干 涩 疲 劳 的

症状。

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还要培养个人卫

生意识和习惯，在学校、家庭勤洗手，避免接

触感染。保证充足睡眠和饮食均衡，每天睡

眠不少于 10 个小时，可以多食用胡萝卜、蓝

莓等有益于眼健康的蔬菜水果。

李莉建议，儿童青少年每间隔 6 个月左右

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在不同阶段，儿童眼健

康筛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0—6 岁是近视防

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做眼健康筛查

的时候可以了解孩子是否有远视储备以及远

视储备量是否足够。一般在 3 岁时，如果有

175 度到 200 度的远视储备属于正常。如果在

6 岁时有 125 度到 150 度的远视储备，8 岁有 75
度到 100 度的远视储备，可以延缓孩子出现近

视甚至不出现近视，降低近视发生率。

“眼部健康检查对儿童青少年十分重要。”

李莉说，如歪头、眯眼、斜眼看东西等异常表现，

可能会伴有弱视、斜视等视力问题，以及其他潜

在的眼底病变，这些都需要尽早通过眼部筛查

发现，以减少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的发生。

专家指出，一旦孩子近视，一方面要根据医

生和验光师的建议，为孩子及时配戴眼镜，另一

方面要注意日常用眼，延缓近视发展。每 3—6
个月复查视力、眼轴和屈光情况，动态了解孩子

的近视进展情况，及时给予干预控制措施。

如何科学预防近视
本报记者 杨彦帆

■服务窗R

浙江省湖州市爱山街道根据辖区特色，将“一老一小”作为重点服务群体，建设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切实满足市民生活需求。图为 5 月 29 日，

在爱山街道利民社区儿童之家，工作人员带着孩子玩积木。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本报天津 5月 29日电 （记者龚相娟）近

日，天津市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计划启

动仪式暨养老人才共建基地揭牌仪式在天津

理工大学举行。活动由天津市民政局与天津

理工大学共同举办。

此次活动标志着天津市培养高层次社

工人才培训计划正式启动。培养计划聚焦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重 大 需 求 ，着 力 培 养 民 政 领

域 高 层 次 社 会 工 作 人 才 和 养 老 人 才 ，助 力

养 老 服 务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更 好 地 增 进 民

生福祉。

天津市养老人才共建基地作为高层次社

会工作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老年学专业资

源，天津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究等

学科优势，共同培养养老领域专业人才，推动

养老服务行业科技创新，打造养老工作领域

产教融合新范式。基地的功能包括本科层次

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养老院院长培训、养

老产业管理人员培养、老年社工人才培养等

多方面工作。

天津养老人才共建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