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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Guide

家教周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2 邮发代号 61-141 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今日4版 第29期 总第3924期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主办 《教育导报》编辑部出版

七 日

近视需重视，防控需及时

“小学二年级，孩子就戴上了眼镜。现

在初二，近视度数加深到了 300 度。”陈玉

玦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的视力健康问

题令她十分担忧，她略带无奈地表示，“孩

子的同桌、后桌都是‘小眼镜’，近视现象在

班里相当普遍。”为了防止孩子的近视度数

上涨，陈玉玦决定从纠正日常习惯做起，打

响孩子的视力“保卫战”。

孩子的“近视问题”不仅家长担心，老

师也十分忧心。一位小学班主任发文称，

在学校组织的定期体检中，发现班上的“小

近视眼”又增多了。才四年级，班里却有半

数以上的孩子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近视情

况，一些孩子两只眼睛的视力差距还很大，

她深感不良习惯的纠正任重道远。

对此，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眼科中心

副主任白莹指出：“近视在儿童青少年群体

中的发病率很高，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

呈现高发、低龄、深度近视的趋向。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已上升为国家健康战

略，预防、控制刻不容缓。”白莹从自身出

发，积极参与到“校—家—社—医”联合防

控工作中，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做视力监

测，为家长们提供科学指导。

近视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不良用眼

习惯、长时间用眼疲劳、遗传等都是诱发近

视的可能因素。“科学护眼、爱眼，重在平

时。当孩子出现不适症状，而家长早期干

预不足，没有及时进行检查和控制，很可能

使问题加剧。”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党委委员、副校长童欣介绍，儿童健康是评

价学校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2008年，学校

就将近视防控相关工作纳入对教师和学生

的考核之中，通过各种培训指导家长的同

时，将社区、医院作为学校“防近”工作的助

力站，携手共护孩子的“心灵之窗”。

如：联合社区打造近视防控科普基地；

设置视力检测仪器，便于学生随时检测视

力情况；开放学校周边的活动场地，为亲子

户外活动提供场所；邀请眼科专家进校园；

每学期安排学生进行期初、期末两次视力

测试，及时掌握孩子的视力变化情况，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

春假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走出课堂，去寻春赏春，了

解山川之美，是孩子们渴望和向

往的“春天里最美好的事”，也是

越来越多家长正在践行的教育

方式。

近日，湖北省利川市教育局

发布通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 4 月 7 日、8 日放春假 2 天，加

上清明节假期可以连续休假 5

天，让孩子们去亲近自然、参加

劳动和体验生活。通知一出，引

发了家长们的关注和热议。虽

然有部分家长对孩子与家长放

假不同步，不知道如何安排孩子

的假期，以及放假是否会影响课

程进度、耽误孩子学习等表示了

担忧，但大多数家长对此持肯定

态度，他们一致认为，美好的春

天，就应该多给孩子一些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的机会。

其实，利川市的做法并不是

中小学放春假的首次尝试。此

前，浙江省杭州市就推出了中小

学春秋假改革方案，并已实施多

年。春假是孩子们亲近自然、参

与实践的一次宝贵机会，也是对

现行育人模式和教育观念的反

思，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

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在万

物复苏的春天，去观察一草一

木，去聆听花开的声音，不仅能

让孩子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放

松心情，还能开阔视野，释放天

性，让他们以更加积极、乐观的

心态去面对学习和生活。而家

长与孩子一起去探索自然，也能

在此过程中增进亲子关系。

凡事都需要张弛有度，孩子

的学习也不例外。从课堂中走

出来，去感受四季的变化，去接

触广阔的社会，也是成长中的必

修课。最近在朋友圈刷屏的纪

录片《跟着书本去旅行》，也在倡

导这种自然教育。它以中小学

课本或经典名著为线索，带领孩

子们边走边玩边学，身临其境去

触摸历史、感知文化，开启一场

独特的文化探索之旅。在真实

世界中去亲身体验，能收获很多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或许就

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

义。

孩子的成长不能缺少自然

教育。在大自然中去奔跑、撒

欢，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能愉

悦心情。有家长表示，自己小时

候也曾放过农忙假，跟现在的春

假其实是一个性质。虽然那时

候很少有机会出去旅行、踏青，

但回到家和父母一起种地、插

秧、收割谷物，体验丰收的喜悦，

也是一次生动的自然教育。

春假虽好，但我们也必须看

到，要让春假不只是“看上去很

美”，背后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

问题，也需要社会多方发力。一

方面，为了不让孩子在假期处于

“放养”状态，在家“傻玩”或报更

多培训班，家长和孩子假期同步

等配套措施必须跟上。另一方

面，要更好地发挥校家社协同育

人的作用，学校和社区可以多设

计一些丰富、有趣的自然活动，

解决部分家长“看护难”的问

题。目前来看，春假还是少数地

区的尝试，因此，对家长来说，这

是一次转变教育观念的契机，要

让孩子亲近自然，拥抱春天，不

一定非要带孩子去很远的地方

旅行，哪怕是利用周末或休息时

间，带孩子到附近的公园或楼下

的花园，闻闻花香、晒晒太阳，也

能收获对自然和生命的感知。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春天

无处不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为帮助家长增强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

能力，《教育导报·家教周刊》联合新华文轩

“优学优教”公众号推出“父母‘家’油站”栏

目，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名师名校长做客访

谈，对家庭教育中的疑难杂症进行解答，帮

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实

用的家庭教育技能。

本期专家

南充高级中学数学正高级教
师、四川省优秀教师 魏扬

如何帮孩子更好地融入集体？
在团体中，受欢迎的孩子大多表现出

得体、自信、谦逊、稳重的特质，这些孩子

的共性是阳光大气、尊重他人、维护集体、

包容心强、做事落落大方。相反，那些人

际关系出现问题的孩子，主要有以下两

类：一类是表现冷漠，集体事务不主动，甚

至推诿，怕吃苦，这类孩子在集体中会逐

渐失去自己的位置，从而成为集体中的边

缘人物；还有一类是看似外向，却自信心

爆棚，稍有成绩就目中无人，从内心瞧不

起别人，这类孩子往往会成为同伴中受排

挤的对象，进而出现人际关系问题。当孩

子出现人际关系问题时，如果老师和家长

不及时纠正和引导，他们很容易在孤僻的

道路上渐行渐远，严重的还会引发心理问

题。

和谐的人际关系，绝不是强制性的规

章制度可以建立的，而是孩子在长期自由

交往、平等对话的活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

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引导很关

键。比如，幼儿阶段的孩子往往会以分

享、交换或赠送玩具的方式来建立与他人

之间的亲密关系，父母要做的就是陪伴、

接纳与正确引导，而不是过度参与，更不

能用成人的眼光去责怪孩子，或者比较交

换是否值得，要对孩子的行为给予肯

定。当孩子发生冲突时，父母不要急于

插手，也不可指责、讽刺孩子，更不能

为了维护自己的孩子去指责别人，应在

客观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教孩子一些基

本的交往技能，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去

解决问题。

父母应教给孩子哪些交往技
能？

想让孩子成为团队里受欢迎的人，家

长要有大气、沉稳的性格，在家里营造平

等对话的氛围，这会给孩子良好的示范，

让孩子体会到尊重和被尊重带来的角色

感受。同时，要引导孩子有爱心、有慈善

之心，让帮助别人成为一种自然状态，这

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去引

导。其实，培养孩子的爱心可以通过一些

小事来实现。比如，用餐时对服务员表达

感谢，接过街边人发的传单等，都是爱心

教育的好时机。

家长还要教孩子正确地认识自己，让

孩子持有宽容、理解的心态，有换位思考

的意识、主动担当的品质。这样，孩子在

别人需要的时候才会自然地去提供帮

助。而这样的训练要从家庭内部开始，让

孩子在家庭对话中不断地学习，进而在朋

友聚会等场合与更多的人交流，实现沟通

能力的提升。要带着欣赏的眼光去发现

别人的优点，对于别人取得的成绩是赞

美，而不是嫉妒，对于别人出现的错误可

以善意地提醒，而不是嘲讽，更不能落井

下石。

社交能力、沟通能力是陪伴孩子一生

的硬技能，让孩子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处

理问题，是父母

给孩子最好的礼

物。

（更多精彩
内容请关注“教
育导报”视频号）

科学防科学防科学防近视近视近视
告别告别告别“““小眼镜小眼镜小眼镜”””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2024年3月以“有效减少近

视发生 共同守护光明未来”为主题，开展第8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同时，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儿童

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问题，用眼健康问题，也被多位代表委员提及。

如何科学防控近视，让青少年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本期，我们结合家长关心的眼健康问题，采访了成都市近

视防控点位学校——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有效做法，并邀请到成都市成华区“健康副校长”、成都市第六

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白莹分享实用建议，在“校—家—社—医”的协同共育中，守护孩子的清澈明眸。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随着社会对儿童青少年

健康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家长、学校对视力健康的科普

需求也愈发广泛，从“医校合

作”延伸到更低龄段的“医园

合作”。白莹指出：“近视筛查

的关口前移是一个可喜的现

象，不少家长在孩子上幼儿园

时就开始注重孩子的眼健康

问题，主动带孩子来做定期的

视力筛查，而不是出现问题才

就诊。”

在白莹的临床接诊中，

“屈光不正”和“干眼症”是儿

童青少年的常见病症。“近年

来，干眼症患者越来越多，如

果孩子频繁眨眼或揉眼睛，家

长应警惕干眼症的可能。”白

莹说。

而这些视力问题几乎都与

长时间、近距离过度用眼有关，

白莹指出：“近视大多数都是病

理性的，如果眼轴已经变长，无

法再回到原状，同理，度数的增

长也是不可逆的。”有家长寄希

望于成年后带孩子去做“近视

矫正手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

决问题。这样的想法在医生看

来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无论

哪种近视矫正手术，都是治标

不治本，并不能让已经产生病

变的眼球康复如初，只是让患

者可以不戴眼镜视物而已，如

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复发。”白

莹提醒道。

还有一部分家长因过于

焦虑孩子的眼健康问题，病急

乱投医，带孩子做各种理疗、

按摩；给孩子买叶黄素、鱼油、

蓝莓粉等营养品；或是“着急

配镜”，在尚未区分孩子是“真

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时，

过早给孩子戴上眼镜，反而

“弄假成真”。

“假性近视是睫状肌调节

痉挛所致，只要让眼睛得到充

分 的 放 松 和 休 息 就 可 以 恢

复。”白莹建议家长，在配镜

前带孩子去正规医院做全方位

的眼健康检查，平时让孩子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学习姿

势，做到劳逸结合。任何类似

“康复”“降低度数”的产品都

有夸大宣传之嫌，家长切不可

抱有侥幸心理。

虽然“近视”不可逆，但可

防、可控。当孩子已经戴上了

眼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预防

度数大幅上涨。白莹建议家

长将功夫下在日常，保证孩子

的睡眠时长与质量；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多做户外运动，

哪怕是阴天，也应出门“晒太

阳”。

“有些家长觉得阴天户外

没有太阳，索性就用室内运动

代替。”白莹指出，“户外活动

的目的是让眼睛接受自然光

照，刺激多巴胺的生成，从而

抑制眼轴的增长。在动态光

下，眼球肌肉可以得到调节，

有助于近视的预防和控制。”

走出误区，近视防控更有效

“孩子平时很少玩手机、

看电视，家里也没有近视遗

传基因，可他还是小小年纪

就戴上了眼镜。”“我们发现

时，孩子已经近视了，为什

么平时看不出来呢？”“看

书、做题、上课都要用眼，

强度那么大，怎么才能做到

不近视？”……在孩子的眼健

康问题上，家长们迫切地想

拥有一份“参考答案”。

在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

验小学，学校和教师用“健康

第一”的理念与举措，回应了

家长的困惑。“视力水平不仅

是一个身体健康指标，它的高

低关乎每一个学生的整体发

展和未来生活。”电子科技大

学附属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康

永邦认为，近视防控首先要对

“重学业轻体质”的观念进行

纠偏，不能让家长觉得“学生

近视是一件普遍的、正常的

事”。他表示，“用度数换分

数”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要做

好近视防控必须要有一个大

的健康观，在多方共同努力和

多种健康生活方式的真正践

行中才能收获实效。所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近视防控做

好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也

会随之提升。

为此，学校从硬件设施到

制度建设，从校内到校外，从

师生到家长，制定了详细的近

视防控体系，明确提出了做好

近视防控的相关要求。“每逢

家长会，老师们基本都会跟家

长们做‘防近’工作。”成都市

优秀班主任、电子科大附小三

年级年级主任丁洁谈道，“我

们会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给

家长，如正确读写姿势、缓解

视疲劳的‘20-20-20’法则、

利于调节眼睛的户外运动、食

谱的营养搭配等，为孩子建立

起家校统一的视力健康‘防护

墙’”。

此外，班主任还会对家长

进行“一对一”的提醒。丁洁

曾多次就孩子的视力检测结

果与家长进行沟通。她说：

“拿到数据后，不能直接交给

孩子带回家了事，我们会进

行挑选、比对，发现有视力

波动的情况要叮嘱家长带孩

子去医院复查，并对复查结

果进行追踪，确保孩子的视

力问题得到及时干预。”这样

的工作常常需要反复进行多

次，通过不断提醒引起家长

的重视。

“想让孩子不近视，家长

首先要不‘近视’”是学校对家

长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做到这

点才能家校合力对孩子的健

康负责。丁洁谈道：“孩子没

出生时，父母对他唯一的期盼

就是健康，可随着孩子越长越

大，父母变得‘贪心’起来，想

要他出类拔萃。‘健康’的初心

不能丢，不论是孩子的视力问

题，还是体质问题、睡眠问题，

我们都应以‘爱子，则为之计

深远’的态度进行权衡，让孩

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健康第一，家长不能“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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