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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眼视光学院院长朱守群———

爱爱眼眼护护眼眼，，打打了了一一辈辈子子交交道道

投身眼视光领域30年，一手创办眼视光学
院，朱守群对这一行仍然十分痴迷。除了对验
光配镜方面的技术精益求精，他还总结出了预
防近视的小妙招，并将自己所得传授给学生。

本报记者 贾凌煜

“眼镜”越来越多

趴着看书是祸根

记者：下决心研究眼视
光，您的初衷是什么？

朱守群：从青岛医科大
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济宁
市防疫站工作，2002年调至
学校卫生科，我也是从那时
正式接触学生用眼卫生。走
在校园里，才看见戴眼镜的
学生居然这么多，让我十分
意外。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
带来的种种便利时，没意识
到一场视觉危机正悄然逼
近。青少年近视发生率之高
人尽皆知，近年由高度近视
而致盲的青少年也日渐增
多，令人震惊。

记者：为什么近视的学
生这么多？

朱守群：趴着看书学习
是学生近视形成最危险的因
素。我们对学生健康体检结
果分析时发现，济宁一中和
济宁育才中学成绩好的学生
视力下降反而更慢，近视率
很低。学习努力的孩子，如果
有良好的坐姿，不一定会近
视。

其实，学生近视发生的
环节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家
里。学生近视的责任学校家
庭“三七”开，学校占三成，家
庭占七成。家长普遍缺乏近
视预防相关知识，没能使孩
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
习惯，平时又缺乏对孩子用
眼习惯的监管。

远近交替用眼

就不会发生近视

记者：听说您总结了一
套预防近视的小妙招？

朱守群：眼保健操其实
非常实用，我在眼保健操的
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用五个
手指头同时按住眼部五个穴
位，轻轻按摩揉压一段时间，
能很好地缓解视疲劳。其次，
每个人都应养成一个良好的
用眼习惯，端正坐姿是基础，
如果已经近视，我认为最好
配备两副眼镜，一副用来看
近物，一副看远处。另外还应
该保证睡眠时间，不偏食，养
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定期检
查视力，早发现才能早预防
或进行矫正。

记者：远近交替用眼应

该如何进行？
朱守群：一般来说，眼

睛 只 要 远 近 交 替 运 动 起
来，就不发生近视。学生在
课堂上不停交替看书和黑
板，眼睛不断在作调节运
动，实际上这个过程不容
易引起近视。而在家里做
作业时，有的学生一晚上
不出房间，中间不休息，眼
睛的活动范围很小，疲劳
得不到缓解，再加上用眼
距离小于 3 3厘米，久而久
之便会导致近视。

所以说，家长应该提醒
孩子每学习一个小时左右要
休息10到15分钟，并监督孩
子改掉趴着看书的习惯。

不光教验光配镜

还要会预防矫正

记者：为什么要创办眼视
光学院？

朱守群：2004年我就有了创
办大学专业的念头，后来与济宁
职业技术学院一拍即合。那时全
国开设眼视光技术专业的大学
不多，基本上都是针对眼科和视
光学医生进行培养。眼镜行业当
时属于半医半商，需要大批一线
验光技术人员和眼镜企业的管
理人才，创办这个专业，就是想
为整个眼镜行业培养人才。

到北京考取了验光国家培
训师和国家验光评审员证书，回
来后我开始对济宁的配镜企业
和店主进行培训，发现配镜还处
于“文盲验光”年代，很多人根本
不懂验光配镜的专业知识。

记者：听学生反映，您的课
程特别实用？

朱守群：除了基础课程，
眼视光学院还开设有《工商管
理》、《疑难验光和技术提升》
课程，这和当初创办专业的初
衷是相符的。我有一个学生毕
业后，经常是公司销售的第一
名，他给我电话说，多亏了《疑
难验光和技术提升》这本书，
遇到不会的就翻翻课本，疑难
问题在里面全都有解答，技术
越来越好，销售成绩当然就上
去了。我们现在实行校企合作
办学，我教学生，不能光让他
们会验光配镜，还要学会近视
预防和视力矫正知识，这才是
完整的眼视光专业。

记者：现在眼视光行业是什么
状态？

朱守群：我国的眼镜行业仍停
留在验光配镜这个阶段，缺少的是
预防和矫正，这也正是行业未来发
展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肯定
要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说，行业人才
缺口刚刚打开。单是验光配镜一项，
目前基本已告别“文盲验光”年代，
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也
彰显出人们对配镜的质量要求越来
越高，对眼部卫生越来越重视。

记者：为什么招生计划相比其
他院系较少？

朱守群：一方面，社会对眼视光
专业的认识不到位，导致验光师或
者说验光师的社会地位不高，家长
不愿意让孩子从事这个职业。记得
第一年开学时学生只有十几人，我
既教学生，还得教老师。慢慢这个专
业有了影响力，现在每年招生在100
人左右，相对全院其他院系人数较
少，尤其是传统优势专业更是没法
比。

行业人才缺口大

但学生一直偏少

个人简介▲朱守群
近照。

朱守群
正在为学
生讲课。

朱守群，教育部职教委眼视光
教育专家组成员，济宁市政协委员，
国家高级验光技师、验光评审员、培
训师，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眼视光系
创办人，山东省眼视光教育的学科
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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