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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学校发倡议：让孩子多出去玩
本报报道引起关注，学校和家长纷纷想办法保护孩子视力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 (记者
徐洁 实习生 韩静静 ) 《城里
娃49%近视，乡村娃仅8%》的报道
(22日A13版报道)在学校和家长
中引起共鸣。3月22日，济南市甸
柳第一小学向学生和家长发出倡
议，家长们多带孩子走出家门，多
点户外活动时间，有节制地使用
电子产品，让孩子们的眼睛更明
亮。

“今天你读《齐鲁晚报》了吗？

我们城市的小学生近视率高达
49%，而乡村小学生仅为8%。数数
看，我们身边有多少同学都戴上
了眼镜，不得不为这扇心灵的窗
户安上厚厚的玻璃，和这个五彩
缤纷的世界有了距离，成了近视
眼。”甸柳一小在给学生的“爱眼
倡议书”中说。

在倡议书中，甸柳一小为学
生和家长提了5点建议：请父母监
督，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和

次数，做言而有信的人；紧张用眼
时，望远、转动眼珠缓解视疲劳；
坚持做眼保健操、不应付；连续看
书0 . 5—1小时要休息片刻或向远
处眺望一会；该校格外倡议，学生
和家长应尽可能地走出教室、家
门，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如打篮
球、踢足球、踢毽子、跳绳等项目。

“多去户外、大自然玩耍，比如爬
山、郊游、野餐……你会觉得世界
原来如此美妙！”

“相比城里的孩子，放了学
就呆在房子里，实在不利于身心
的健康成长。”3月2 2日，读者李
燕打来电话说，看来我们城里的
家长们也该更新一下观念了。但
她同时感慨，要是城里有更多的
绿 地 、公 园 及 活 动 场 地 就 更 好
了。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鹿萍说，如今，小学二三年级开
始佩戴眼镜已不是个例，真正遗

传因素导致的很少。鹿萍认为，近
视眼的发生与个人体质有很大关
系，因此“户外活动”对近视预防
有重要作用。“眼睛虽小，但周围
肌肉特别多，缺乏锻炼、体质不好
的孩子，眼睛周围的肌肉也不会
很强壮。”鹿萍说，长时间近距离
用眼使眼球周围的睫状肌长期处
于紧张状态，失去灵活伸缩的能
力，眼球前后轴变长，因而直接导
致近视。

共青团山东省委下属的山东
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一项调查问卷
认为，近半数学生户外活动时间不
足。在组织中小学生进行户外拓展
运动中，山青世界执行主任王晓炜
看到，“有些城市孩子10分钟军姿
站不下来就有晕倒的，体力和身体
协调性都较差。”

3月22日，济南家长李女士读过
本报报道后表示，一是自己工作忙，
没时间陪着孩子户外运动，孩子自
己也不注意，才四年级眼镜就到200

度了，“孩子三年级时配的眼镜，当
时的度数是150度，真不敢想以后会
成什么样。”

她坦言，户外运动确实对孩子
健康和视力很重要，然而，孩子太
忙了，在家的时候，做完作业就看
电视，而周末两天，孩子要去上培
训班，根本没有时间去玩、去休息。

不少家长表示，别的孩子都上
辅导班，自己的孩子没法做到“淡
定”地出去玩。一位不愿具名的家
长说，她为孩子报了五个辅导班，
周六周日全程陪同。“有的孩子放
了学还要去上辅导班，因为周六周
日的班根本报不上。”济南某热点
小学班主任老师说。

此外，还有的家长认为，城
市公园、运动场所少，孩子户外
运动没地方也是造成这种现状
的原因。

王晓炜认为，客观条件是最容
易克服的，恰恰意识问题是最大的
拦路虎。“许多家长认为素质就是
学习成绩+特长，其实意志品质、身
体协调性、与他人的融洽程度，却
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而这些长
期以来被忽视。”王晓炜说，户外运
动不仅能预防近视，而且对培养孩
子素质至关重要。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 (记者
徐洁 实习生 韩静静) 中

小学生近视不良率近年连续上
涨，教育部门也非常重视。去年9
月，山东省教育厅发文要求，中
小学校除了保质保量上好体育
课外，还应保证每天一小时锻炼
时间。刚刚开始的这个学期，济
南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中推
广亮眼操，提出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保证学生户外运动时间。

目前，亮眼操在济南市南上
山街小学试点后，正在济南市所
有中小学校推开。为保护视力，南
上山街小学每天近20分钟的眼保

健操和亮眼操早已成为孩子们大
课间的重要活动，学校还在部分
教室安装了无眩光护眼灯。

记者在亮眼操教学视频中
看到，“亮眼操”分六节，主要通
过上下左右转动眼球，锻炼和放
松眼部周围肌肉，达到预防近视
的效果，整套做下来约花9分钟。
甸柳一小相关负责人说，学校正
在组织学生练习，他们打算，让
学生在户外做亮眼操，与四肢运
动结合起来。

南上山街小学在试点了一
个学期的亮眼操后发现，学生的
近视率有所下降，比如，六年级

学生近视率下降了9%。此外，该
学校还印发了预防保健手册，发
到家长手中，“预防近视需要学
校和家长一起努力。”该校有关
负责人说。

去年9月份开始，山东省教
育厅要求学校，严格执行每天一
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规定，体育课
小学1-2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3
-6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
每周2课时；没有体育课的当天，
学校必须在下午课后组织学生
进行一小时集体体育锻炼；每天
上午统一安排25-30分钟的大
课间体育活动。

没有时间

让孩子玩耍
本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韩静静

推亮眼操，保证锻炼时间
保护孩子视力，有关部门已出招不少

到户外运动，不仅能让孩子
的眼睛得到休息，还能锻炼孩子
们的体魄和意志品质。明明是学
校和家长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
在城市里这么难做到？记者采访
了济南市多所小学，听到校长们
倒了一大堆苦水。

每当上学、放学以及大课间
等集体活动，济南东部某热点小
学3000多名学生就会让老师们绷
紧神经。做早操时，狭小的操场容
不下如此多的学生，六年级学生
得到四楼顶部平台做操，学校在
楼顶平台周围安装了栅栏，保证
学生安全。

户外运动，对位于市区的学
校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要抬腿就跑，在楼道以及
上下楼梯，走路要贴着墙根，以免
与高年级学生发生碰撞受伤。”这
是济南市市中区一所热点学校对
低年级学生反复嘱咐过的“安全
准则”。据了解，学校每个学期都
会发生学生碰撞后受伤的事件，
学校对此颇为头疼。

在中小学校，“安全”一直是
每个校长最担心的问题，有校长
无奈地称为，身边的“火药桶”。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城市中，
有的热点学校蜗居闹市，众多的
学生超出了校园面积承受能力。

在一年一度的冬季长跑中，
因为操场面积难以容纳全校班级
同时跑操，有的学校发明了“零距
离跑”，学生同时迈步，可谓“摩肩
接踵”。

“在有些学校，老师一下课就
把学生赶到操场上运动，而我们做
不到，担心太拥挤，学生安全无法保
障。”济南某热点学校负责人坦言，
由于操场站不开，连大课间都是各
班轮流下来做操。

济南南上山街小学试点亮眼操一个学期后，学生近视率明显下降。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没有场地

给学生活动
本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韩静静

家长很无奈： 学校倒苦水：

城里“小眼镜”

多于农村娃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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