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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主城区中学生近视相关知识认知水平及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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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主城区中学生近视相关知识水平及行为现状，为预防中学生视力不良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

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调查对象１７７２名，按统一的自制问卷进行现场调查。结果　重点中学学生的知晓率高于普通

中学，普通中学学生的行为形成率高于重点中学，对预防近视的知识而言，女生的知晓率高于男生，预防近视的卫生行为而言，女

生的行为形成率低于男生（犘＜０．０５）。结论　重庆市主城区中学生的近视相关知识水平仍有待提高，行为正确拥有率严重偏低，

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协调合作，提高中学生对预防近视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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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视是中学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近年来，中国的中小学

生近视率及高度近视所占比例均呈逐年增高趋势［１５］，其患病

率已居中学生常见病的首位［６７］。因此，加强学校近视防治工

作是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８］。为了解中学生对预防近视

知识的认知和行为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近视防治措施，

现将重庆市中学生近视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行为现状及其影

响因素的调查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３月采用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的

方法抽取重庆市主城区中学６所，其中，重点中学２所，普通中

学４所，再从抽取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共抽取中

学生１７７２名，发放问卷１７７２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７３７份，其

中，男９０７名，女８３０名；年龄１０～２０岁。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被调查者每人１

份，现场由被调查者自填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前向同学们说明

调查目的、问卷填写注意事项及方式后，调查员将问卷分发给

班上所有学生自行填写。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ＡＳ９．１２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收回有效问卷１７３７份（９８．０２％）。近视相关知识的来源

于家长、老师、同学、讲座、广播、咨询、书本、报纸、传单、宣传

栏、电视、电脑、电影分别为 ６１．１４％、６１．８３％、４３．０６％、

２３．４３％、２１．７％、２５．９６％、６３．２１％、４６．０６％、３２．６４％、

２５．２７％、６３．２７％、４８．８２％、１６．７５％。重点中学学生的知晓率

高于普通中学学生，普通中学学生的行为形成率高于重点中学

学生，对预防近视的知识而言，女生的知晓率高于男生，预防近

视的卫生行为而言，女生的行为形成率低于男生，见表１～４，

犘＜０．０５。

表１　　重庆市主城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预防近视

　　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较［狀（％）］

序号预防近视相关知识 重点中学 普通中学 χ
２ 犘

１ 躺在床上看书易致近视 ５３３（９６．７３）１１３６（９５．７８） ０．９００．３４２５

２ 台灯光线应从左面入射 ２２９（４１．５６） ３１０（２６．１４）４１．８１０．０００１

３ 书与眼距（２５～３０ｃｍ） ９６（１７．４２） ２２１（１８．６３） ０．３７０．５４３０

４ 每次看书时间（＜１ｈ） ３１８（５７．７１） ６９６（５８．６８） ０．１５０．７０２３

５ 坚持每天做眼保健操 ５１５（９３．４７）１０７９（９０．９８） ３．０８０．０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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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重庆市主城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预防近视

　　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较［狀（％）］

序号预防近视相关知识 重点中学 普通中学 χ
２ 犘

６
每天使用电视、

电脑时间（＜２ｈ）
２９７（５３．９０）５３７（４５．２８） １１．２１０．０００８

７ 合理营养有助于预防近视 ２７０（４９．００）５０９（４２．９２） ５．６３０．０１７６

　　：犘＜０．０５，与重点中学比较。

表２　　重庆市主城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预防近视

　　　正确行为拥有率比较［狀（％）］

序号 正确行为 重点中学 普通中学

１ 不躺在床上看书 ８２（１４．８８） ２４８（２０．９１）

２ 台灯光线入射方向为左边 ２４４（４４．２８） ３７９（３１．９６）

３ 书与眼距（２５～３０ｃｍ） ４８（８．７１０） １０７（９．０２）

４ 每次看书时间（＜１ｈ） １８１（３２．８５） ４７０（３９．６３）

５ 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 ２０（３．６３０） １０５（８．８５）

６ 每天使用电视、电脑时间（＜２ｈ） １９１（３４．６６） ４０６（３４．２３）

７ 不挑食 １５４（２７．９５） ３３６（２８．３３）

　　：犘＜０．０５，与重点中学比较。

表３　　重庆市主城区不同性别中学生预防近视相关

　　　　知识知晓情况比较［狀（％）］

编号 预防近视相关知识 男生 女生

１ 躺在床上看书易致近视 ８６６（９５．４８） ８０３（９６．７５）

２ 台灯光线应从左面入射 ２５９（２８．５６） ２８０（３３．７３）

３ 书与眼距（２５～３０ｃｍ） １７０（１８．７４） １４７（１７．７１）

４ 每次看书（＜１ｈ） ５２４（５７．７７） ４９０（５９．０４）

５ 坚持每天做眼保健操 ８２６（９１．０７） ７６８（９２．５３）

６ 每天使用电视、电脑时间（＜２ｈ） ４０７（４４．８７） ４２７（５１．４５）

７ 合理的营养有助于预防近视 ４０５（４４．６５） ３７４（４５．０６）

　　：犘＜０．０５，与男生比较。

表４　　重庆市主城区不同性别中学生预防近视

　　正确行为拥有率比较［狀（％）］

编号 正确行为 男生 女生

１ 不躺在床上看书 ２１０（２３．１５） １２０（１４．４６）

２ 台灯光线入射方向为左边 ２９９（３２．９７） ３２４（３９．０４）

３ 书与眼距（２５～３０ｃｍ） １０２（１１．２５） ５３（６．３９）

４ 每次看书时间（＜１ｈ） ３６４（４０．１３） ２８７（３４．５８）

５ 每天做眼保健操 ５８（６．３９） ６７（８．０７）

６ 每天使用电视、电脑时间（＜２ｈ） ３０９（３４．０７） ２８８（３４．７０）

７ 不挑食 ２６７（２９．４４） ２２３（２６．８７）

　　：犘＜０．０５，与男生比较。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重庆市主城区中学生对视力相关知识认知

有不对称性。从表１可以得知，本次调查的预防近视的知识

中，重点中学学生的知晓率高于普通中学，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与姜渝萍［９］做的调查相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中学生的近

视相关知识来源缺乏，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且老师和家长在

监督时，不能对知识进行深入和具体指标的传授。因此，中学

生知识深度欠缺，有些知识还存在模糊和错误现象。其次，中

学生学习压力大，学习紧张，课余时间都不愿意学习其他枯燥

乏味的知识。

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关于近视相关知识的正确回答率有

明显差异，重点中学学生的认知水平高于普通中学学生。主要

由于重点中学的中学生近视比例高［１０］，使其更加重视近视的

相关知识学习。重点中学的中学生知识面广，认识知识更加全

面深入。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加注重课外知识的了解，学习能力

强，获取知识的途径较多。虽然男生、女生接受的教育知识是

相当的，但由于女生更加刻苦努力学习，知识接受更为宽泛，所

以女生在某些方面的预防近视相关知识掌握水平上要略显

优势。

本次调查还显示，重庆市主城区中学生预防近视正确行为

拥有率较低，本次调查的各项行为的正确率均在５０％以下，甚

至有的低于１０％。与李美红
［１１］的研究相符。但是并不完全由

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如：对“躺在床上看书容易患近视”、“做眼

保健操有助于保护视力”等知识认知水平较高且正确认知率均

在９０％以上，但是相应行为的正确拥有率却低于２０％，甚至有

的仅７．２％。且重点中学学生高于普通中学学生，女生高于男

生，但行为正确率却相反。这可能是由于中学生学习压力较

大，学习任务繁重，在课后的时间就希望通过躺在床上看书来

减轻压力和缓解疲劳。同时，由于学习任务繁重和自身自控力

的不足，导致躺在床上看书的人的比例大大增加。对于没有每

天坚持做眼保健操，可能是因为学生之间的一种风气。不少学

生认为不做眼保健操也是一种张扬个性，这种风气在同学之间

不断强化，成为一种叛逆行为［１２１３］。

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在预防近视卫生行为正确率存在统

计学差异，且重点的学生的行为正确率明显低于普通中学的学

生，主要是重点中学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他们躺在床上看书，长

时间用眼及眼睛疲劳后不能得到及时休息，没有坚持做眼保健

操。这些行为使他们拥有更多学习时间，但视力水平却很

低［１４１６］。不同性别中学生对相关的卫生行为存在统计学差

异，且女生正确率要明显低于男生。由于女生学习比男生刻

苦，学习时间更长，学习带来的疲劳使她们对于预防近视相关

行为的保持时间缩短，另外，女生往往较男生更具有好静的心

理特点，更少参加体育锻炼，花在看书和看电视等项目的时间

相对增加，使预防近视日常行为欠佳。

重庆市主城区中学生近视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家长、老

师、书本和电视等，中学生知识来源范围狭小。主要是中学生

学习压力大，学习时间紧［１７１８］。对其他预防近视相关知识来

源的接触机会少，且其他途径知识的宣传力度欠缺。从一定程

度上父母的文化程度也影响着中学生相关知识的获得［１９２０］。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显示重庆市主城区中学生的近视相关

知识认知水平仍有待提高，且行为正确拥有率严重偏低。中学

生预防近视相关知识来源狭窄。为提高中学生近视相关知识

水平及行为正确率，改善中学生视力水平，建议大力推广健康

素质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协调合作，提高中学生对预防

近视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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