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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探究强化动态视觉任务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和降低用眼负荷

学习方式袁以及两种方式相结合的干预对小学六年级学生动态视力渊KVA冤与裸眼远

视力渊SVA冤的影响遥 方法院选取苏州市某学校六年级 4 个自然班学生 168 人袁随机分

为降负学习组尧体育干预组尧混合干预组和常规对照组袁通过不同干预方式进行为期

16 周的实验干预袁干预前与干预后测量 KVA 和 SVA遥 结果院降负学习组学生 KVA 和

SVA 较前测均无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学生 SVA 有所提高曰体育干预组学生 KVA
和 SVA 较前测均无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学生 KVA 有所提高曰混合干预组学生实

验后 KVA 显著性提高渊t=-2.268袁P＜0.05冤袁SVA 极显著性提高渊t=-2.718袁P＜0.01冤曰
常规对照组学生 KVA 和 SVA 较前测均无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且 2 种视力均呈下

降趋势遥在性别差异方面袁混合干预组女生 SVA 具有显著性提高渊t=-2.368袁P＜0.05冤袁
常规对照组男生 KVA 出现极显著下降渊t=2.897袁P＜0.01冤遥 结论院强化动态视觉任务的

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与降低学生用眼负荷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改善六年级学生

的 KVA 和 SVA袁对学生的视力水平具有积极影响袁能够有效延缓儿童近视发展进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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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open motor skill exercise and the way to reduce stu-

dents' visual load in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combining the two methods on kinetic visual acuity

(KVA) and static visual acuity (SVA) of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he primary school. Method: 168 students

from4classes inGrade 6ofa school inSuzhouwere randomlydivided into visual load reductiongroup, ex-

ercise intervention group,mixed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ventional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in-

tervention lasted for 16 weeks with different methods. KVA and SVA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KVA and SVA of the students in the visual

load reductiongroup comparedwith the pre-test (P>0.05), but the students' SVAwas increased; There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KVAandSVA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ercise interventiongroup comparedwith

the pre-test (P>0.05), but the students'KVAwas improved. In themixed interventiongroup,KVAwas sig-

nificantly improved (t=-2.268, P< 0.05), and SVA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2.718, P< 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KVA and SVA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control groups

(P> 0.05), and both visual acuity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In terms of gender, SVA of girls in the mixed

intervention group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2.368,P<0.05),whileKVAof boys in the conventional

control groupwas significantlydecreased (t=2.897,P<0.01).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open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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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 exercise to strengthen the kinetic visual acuity with the methods to reduce students' visual load in

learningcan improve bothKVAandSVAofsixth grade students, Themixed intervention has a positive ef-

fecton thevisual acuityof students, and effectivelydelays the development ofmyopia in childre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exercise; static visual acuity; kinetic visual acuity;

open motor skills; visual load

眼是视觉器官的主要部分袁 近视是引起视觉器

官功能质量低下最常见的一种屈光不正类型 [1]遥 据

2018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结果显示袁我国小

学生近视率为 36%袁六年级高达 59%袁儿童青少年

近视呈现低龄化趋势袁2020 年小学生近视率较 2019 年

底上升了 15.2%[2]遥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低下

由诸多因素造成袁多数研究认为早期儿童的近视发

展状况与不良生活方式和阅读习惯有关袁如经常长

时间近距离阅读尧写作尧使用电子产品 [3]和较少的户

外活动与体育锻炼等袁均是不利于眼睛发育和导致

近视的主要原因 [4]遥因此袁采取何种干预手段来预防

和延缓儿童青少年近视已成为现阶段研究的主要

问题遥
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曳 明确指

出袁必须将体育锻炼作为防治近视的重要手段[5]遥 有

研究发现袁 规律的体育锻炼可以降低儿童青少年近

视发生的风险 [6]遥 在体育锻炼中袁动态视力渊Kinetic

Visual Acuity袁KVA冤 和裸眼远视力 渊Static Visual

Acuity袁SVA冤具有重要作用遥 KVA 即眼睛捕捉与感

知以自身为基准前后移动的目标的能力袁SVA 也称

静态视力袁为眼睛识别静止物像的能力袁是判断学生

是否近视的指标[7]遥 KVA 与 SVA 密切相关袁KVA 可

以正向预测 SVA袁且 KVA 的提高有助于改善 SVA[8]遥
开放式运动技能和闭锁式运动技能对视力的影

响效果可能存在差异[9-10]遥 足球尧篮球尧排球是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主要内容袁故本研究选取足球尧篮球尧排
球 3 个典型的开放式运动技能项目袁 设计体育锻炼

干预方案袁同时采用降低学生用眼负荷的学习方式袁
以及体育锻炼与降负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对六年级学

生展开实证研究袁 进一步明晰何种干预手段能使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达到最优化效果遥

2020 年 9 月袁 运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苏州市吴

江区八都学校六年级 4 个自然班学生 168 人袁 其中

男生 104 人袁女生 64 人袁样本分布详见表 1遥
表 1 实验对象基本情况渊X依SD冤

组别 平均年龄 SVA KVA 男生 女生 合计

六年渊1冤班渊体育干预组冤 10.52依0.51 4.62依0.36 0.45依0.25 28 16 44

六年渊2冤班渊混合干预组冤 10.45依0.50 4.68依0.44 0.45依0.22 27 17 44

六年渊3冤班渊降负学习组冤 10.56依0.50 4.76依0.36 0.55依0.29 24 15 39

六年渊4冤班渊常规对照组冤 10.63依0.49 4.74依0.36 0.54依0.31 25 16 41

合计 10.54依0.50 4.70依0.38 0.49依0.27 104 64 168

纳入标准院渊1冤 六年级在读曰渊2冤 无散光袁 非远

视袁 未佩戴角膜塑型镜袁 无病理性眼部疾病曰渊3冤无
认知障碍尧 运动功能障碍和其他不宜参加运动的重

大疾病遥
实验前对学生发放叶告家长知情同意书曳袁经监

护人签字允许且本人自愿参加遥 本研究取得苏州大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渊SUDA20201010H01冤遥
实验分组院 实验采取每 1 自然班为 1 组的分组

方法袁 随机抽取将各自然班分为 3 个实验组和 1 个

对照组遥 实验 A 组渊降负学习组冤参加正常开放式运

动技能体育活动和采取在教室听书尧 默背等学习方

式降低用眼负荷曰实验 B 组渊体育干预组冤进行强化

动态视觉任务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和正常的

学习活动曰实验 C 组渊混合干预组冤进行强化动态视

觉任务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和采取在教室听

书尧默背等学习方式降低用眼负荷曰对照 D 组渊常规

对照组冤 参加正常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活动和正常

的学习活动遥
各组根据不同干预方式袁 分别在体育与健康课

和阅读课上进行实验干预遥 正常开放式运动技能体

育活动和强化动态视觉任务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

锻炼在活动时长尧强度及频次上均保持一致遥 其中袁
除体育课程内容有所不同外袁各组每周 3 次课程袁每
次 40 min袁持续干预 16 周袁确保学生每次人均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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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15~20 min遥 具体参照国家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

康课程实施方案曳 所规定的水平三学生体育活动锻

炼标准遥 各组学生均正常参与除实验外的其他校内

体育活动袁每天人均活动时间不低于正常学校标准遥
运动干预强度均为中等强度袁分组详情见表 1遥 在实

验开始前袁 对各实验组与对照组 KVA 和 SVA 进行

同质性检验袁 各组组间 KVA 和 SVA 均无显著性差

异渊P＞ 0.05冤袁保证实验分组的合理性袁可进一步开

展实验研究遥

本研究依据开放式运动技能操作的环境线索可

预测程度低袁动作技能不稳定袁需要与外部环境相适

应袁 且运动动作需要根据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来进

行调节和控制的特点袁选取足球尧篮球尧排球 3 个典

型的开放式运动技能项目袁 进行强化动态视觉任务

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干预方案设计遥
设计思路与原理依据学生学习各项运动技能由

简到繁尧由易到难的运动技能学习过程原理袁通过在

运动过程中嵌入数字及字母视标等方式增加 KVA 干

预次数袁强化动态视觉任务袁如足球和篮球项目中的

运球技术练习袁学生在运球前后移动的同时需不断观

察卡片上的数字或字母视标内容曰 又如篮球和排球

项目中的传接球与垫球技术练习袁 学生需不断观察

球上远近距离变化的视标内容曰 再如足球和排球项

目中的射门与发球练习袁 学生需不断追踪球由近到

远的移动轨迹袁 促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通过不断交

替视近-视远袁对睫状肌产生更大刺激遥 最终结合比

赛袁在提高学生运动技能的同时袁锻炼与改善睫状肌

的调节功能袁 从而达到改善学生视力健康水平的效

果遥 足球尧篮球尧排球具体项目实验方案举例见表 2遥
表 2 足球尧篮球尧排球项目干预方案

注院* 练习密度 = 实际练习时间 / 总时间伊100%遥

项目 列项 干预方案

足球 练习目的 提高学生对足球球性尧球感及对球的控制能力袁提高学生 KVA

场地器材 10 m伊10 m 足球场一块袁足球尧标志桶尧标志盘若干

练习方法 将学生分为 5 组袁每组 8 人袁每人 1 球袁从起点出发通过两脚交替踩球尧脚内侧拨球方式向前行进袁行进过程中教师
在终点位置不断出示手中带有数字尧字母内容的卡片视标袁提醒学生抬头看教师手中卡片并大声报出卡片内容袁到
达终点后下一名同学出发袁率先完成的一组学生获胜

练习时间 20~25 min

练习密度 * 50%~62.5%

练习要求 渊1冤直线向前行进袁控制好球并抬头观察视标内容曰渊2冤注意球在脚下的位置袁在可控速度下向前行进曰渊3冤注意安
全袁避免摔倒

篮球 练习目的 提高学生篮球传球技术熟练程度和快速传球情景下方向与力量的掌握袁提高学生 KVA

场地器材 5 m 等边三角形篮球场一块袁篮球尧标志桶尧标志盘若干

练习方法 将学生分为 3 组袁并平均分至三角形场地的 3 个顶点袁在学生身前与篮球上都设有数字或字母视标袁从第 1 组开始
按顺时针方向传球袁传球前大声报出接球人身前视标内容后传球袁接球人尽可能看清传球人球上视标内容并大声

报出袁传球人传完后跑到接球组队尾等待下一次练习袁依次进行

练习时间 20~25 min

练习密度 * 50%~62.5%

练习要求 渊1冤所有同学需注意力集中曰渊2冤控制传球方向与力度袁避免砸伤接球同学

排球 练习目的 提高学生排球发球熟练度与准确度袁培养接发球意识袁提高学生 KVA

场地器材 排球场一块袁排球尧标志桶尧标志盘若干

练习方法 将学生分为 2 组袁每组 20 人袁每组人数平均分于场地两侧底线处袁由一侧排头同学在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袁拿球同
学开始向对侧下手发球袁对侧学生需观察并接住来球袁发球同学则迅速跑至对侧队尾袁接球同学继续发球至对侧袁
依次循环袁接球同学可使球最多落地 2 次袁第 3 次必须将球抱于手中袁率先完成组获胜渊可由教师设置发球线袁由近
至远进行冤

练习时间 20~25 min

练习密度 * 50%~62.5%

练习要求 渊1冤控制发球的方向与力量袁尽可能将球发至对侧队友身前袁力量为刚过球网为宜曰渊2冤接球同学如遇来球力量过大
可放弃接球袁慢跑捡球至发球线继续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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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降低学生用眼负荷的学习干预方式主要是

通过转变阅读课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袁 如由学生阅读

转变为学生闭眼听书或闭眼背诵袁 学生集体朗读转

变为教师一人领读尧学生闭眼跟读等方式袁以达到降

低学生用眼负荷的目的遥

为控制实验中随机变量与无关变量对实验过程

与结果产生的影响袁保证实验变量的唯一性遥在实验

干预期间袁 由 1 名体育教师担任 4 个班级体育教学

工作袁确保教学及实验环境尧教学内容及运动时间尧
体育教师的同一性遥

使用动态视力检测仪渊XP.14-TD-J905袁上海冤检
测 KVA遥 测试开始前向学生讲解测试方法及流程袁
具体方法为院被试坐于仪器前袁上体直立袁双眼贴近

视物孔并向内看遥 测试人员点击测试键后袁仪器内

出现模拟的从 50 m 外向自身靠近的野C冶型视标袁模
拟接近速度 30 km/h遥 看清野C冶型缺口方向后迅速向

判断的方向掰动摇杆袁完成 1 次测试遥每人测试 3 次袁
以 3 次测试均值作为最终 KVA 结果遥 于实验前

渊0 周冤和实验后渊16 周冤分别进行 KVA 测试遥

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对数视力表灯箱渊GB11533冤

进行测试袁测试环境干净尧整洁并保持安静袁面积大

小及光照强度满足国家标准关于视力表使用的检查

距离及照明要求袁 测试方法及流程严格按照标准进

行遥 取左右 SVA 最小值袁于实验前渊0 周冤和实验后

渊16 周冤分别测试 SVA遥

采用 SPSS23.0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对
各组被试实验前采集的数据运用单因素方差的多

重比较进行同质性检验遥 实验前后各组数据变化

运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袁 男女生间比较运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袁 各数值均以 X依SD 表示袁 显著性水平

琢=0.05遥

如表 3 所示袁 经为期 16 周不同干预方式对各实

验组进行实验干预后袁降负学习组尧体育干预组尧常规

对照组实验后 KVA 较前测无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
混合干预组实验后 KVA 较前测具有显著性提高

渊P＜ 0.05冤遥降负学习组尧体育干预组尧常规对照组实

验后 SVA 与前测相比未产生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曰
混合干预组实验后 SVA 与前测相比具有极显著提

高渊P＜ 0.01冤遥
表 3 实验前后各组 KVA 与 SVA 变化情况渊X依SD冤

注院* 表示实验前后 KVA 差异显著袁P＜ 0.05曰** 表示实验前后 SVA 差异非常显著袁P＜ 0.01遥

降负学习组渊n=39冤 体育干预组渊n=44冤 混合干预组渊n=44冤 常规对照组渊n=41冤
KVA 实验前测 0.55依0.29 0.45依0.25 0.45依0.22** 0.54依0.31

实验后测 0.53依0.28 0.46依0.28 0.52依0.27** 0.47依0.27
SVA 实验前测 4.76依0.36 4.62依0.36 4.68依0.44** 4.74依0.30

实验后测 4.77依0.40 4.60依0.30 4.74依0.39** 4.73依0.37

经 16 周不同实验方式进行干预后袁 降负学习

组尧体育干预组尧混合干预组男生 KVA 与 SVA 均未

产生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曰常规对照组男生 KVA

具有极显著下降渊P＜ 0.01冤袁SVA 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渊P＞ 0.05冤遥降负学习组尧体育干预组尧常规对照组女

生 KVA 与 SVA 均未产生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曰混
合干预组女生 SVA 有显著提高渊P＜ 0.05冤袁KVA 不

具有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渊表 4冤遥

儿童青少年在不同年龄段具有不同的视力发育

特征袁SVA 发育的关键期在 0~6 岁袁6 岁时 SVA 的

发育已基本成熟袁6 岁以后儿童 SVA 与 KVA 的发

展变化幅度不大袁 直至 11~14 岁时随年龄增长呈明

显下降趋势 [11-12]遥有研究表明[13]袁儿童青少年 11 岁的

近视患病率明显增加袁 且近视程度发展较之前更为

迅速袁12~13 岁阶段近视新发率更高遥 本研究以六年

级阶段即 11~12 岁学生为实验对象袁 其近视检出率

呈明显的快速上升趋势 [14]遥 结合本研究被试实际情

况袁 近视检出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可能与六年级处于

小学毕业阶段袁学业负担不断加重等有关遥小学阶段

是近视防治的重要阶段袁 而六年级是近视防治的关

键期遥在这个时期如果能采取必要的综合防控措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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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表示实验前后差异显著袁P＜ 0.05曰** 表示实验前后

差异非常显著袁P＜ 0.01遥

表 4 实验前后各组男生尧 女生 KVA 与 SVA 变化情

况渊X依SD冤

学生近视率就可得到有效控制 [15]遥 本研究针对六年

级学生视力健康水平现状袁 通过专门设计的不同干

预方式对六年级学生实验后 KVA 和 SVA 的影响进

行分析与讨论遥

KVA 是由眼外肌对移动的物体进行跟踪袁同时

通过睫状肌的调节功能袁 使移动的物体落在视网膜

上遥 同眼睛观察静止的物体不同袁KVA 需要眼睛作

出更多的调整袁而 KVA 水平越高袁说明睫状肌调节

功能越强[16]遥 Troilo 等[17]的研究表明袁调节不良与近

视之间存在联系袁调节不足尧调节过度尧调节准确性

和灵活性降低及协同功能紊乱等睫状肌调节异常问

题会模糊视网膜图像并导致近视遥有研究表明袁所有

运动中均包含 KVA 和 SVA 的使用袁 但在进行不同

运动时所需的视觉需求有所不同 [18]遥 在运动所需的

视觉功能中袁除光感度外均能通过训练加以改善[15]遥
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袁 经不同干预方式进行为

期 16 周实验后袁降负学习组 KVA 呈缓慢下降趋势袁
SVA 略有提高遥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虽然学生仍参与

正常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活动袁 但在运动过程中未

强化 KVA 任务袁动态刺激强度低袁对睫状肌调节功

能训练不足袁导致 KVA 未能得以发展遥 而降低学生

用眼负荷学习方式能减少用眼时间袁使睫状肌得到充

分放松与休息袁从而对 SVA 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遥
体育干预组通过专门设计的强化动态视觉任务

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方式干预实验后袁KVA

呈上升趋势袁SVA 有所下降遥 有研究显示袁在体育活

动干预方案中追加视觉任务能有效提高儿童青少年

KVA 和 SVA 水平袁 并且呈现了 KVA 的提高先于

SVA 的趋势袁 初步证明了 KVA 是体育活动改善

SVA 的中介变量之一 [19]遥 与本研究结果中袁被试参

加专门设计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干预后

KVA 有所提高相符遥 但不相符的是 SVA 有所下降袁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袁 可能是学生虽然通过参与强

化动态视觉任务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提高了

KVA 水平袁但仍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处于视近时间过

长尧 用眼负荷较大的状态袁KVA 提高的幅度尚未达

到促进 SVA 发展的程度遥
混合干预组通过专门设计的强化动态视觉任务

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方式和降低学生用眼负

荷的学习方式共同干预后袁KVA 有显著提高袁SVA

较 KVA 提高幅度更大遥 有研究显示袁增加户外体育

锻炼时间已被证实可以防止近视袁 体育锻炼能够代

替常规睫状肌调节功能训练 [0]遥 眼睛观察移动物体

主要依靠睫状肌的调节尧 眼外肌的集合以及瞳孔的

直径 3 个部分的共同变化遥 体育活动通常伴随着观

察移动物体的需求袁 能够对 3 个部分变化过程起到

较好的锻炼效果袁 改善调节尧 集合功能袁 从而提高

KVA[21]遥因此袁在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中嵌入具

有变化的视标以增加学生视远-视近交替的频率袁增
强对睫状肌的刺激袁能够充分训练睫状肌调节功能袁
促使调节和聚散系统及两者间相互作用正常化袁从
而促进 SVA 的发展遥 随着升学压力的增大袁学生课

业负担加重袁不能做到科学用眼袁导致学生视力不良

率逐年上升 [22]遥因此袁较重的学业负担是导致儿童青

少年近视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2018 年 12 月教育部等

九部门联合印发实施 叶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曳渊减负

三十条冤袁其中学生书面作业量的控制尧电子产品的

合理使用尧培养良好的生活与习惯尧指导学生每天确

保 1 小时体育锻炼及认真做好眼保健操等内容措施

都与近视的防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3]遥 叶野健康中

国冶行动渊2019要2030 年冤曳要求小学一尧二年级不布

置书面家庭作业袁 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

间不得超过 60 min[24]遥 高鑫等 [25]研究认为虽然我国

教育的高参与率和完成率与西方国家相同袁 但由于

我国特殊的情况决定了学生在升学上必然会存在激

烈竞争袁从而使学生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袁

性别 组别 项目 实验前测 实验后测

KVA 0.61依0.29 0.53依0.27**

SVA 4.84依0.28 4.85依0.33**

KVA 0.46依0.28 0.47依0.33**

SVA 4.59依0.36 4.55依0.32**

KVA 0.49依0.24 0.55依0.28**

SVA 4.75依0.44 4.79依0.40**

KVA 0.58依0.31 0.44依0.25**

SVA 4.78依0.38 4.77依0.37**

KVA 0.46依0.27 0.54依0.29**

SVA 4.63依0.45 4.63依0.47**

KVA 0.44依0.19 0.44依0.18**

SVA 4.68依0.35 4.68依0.33**

KVA 0.38依0.17 0.49依0.24**

SVA 4.57依0.41 4.65依0.36**

KVA 0.47依0.32 0.53依0.30**

SVA 4.67依0.33 4.66依0.37**

女 降负学习组

体育干预组

混合干预组

常规对照组

男 降负学习组

体育干预组

混合干预组

常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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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我国近视患病率的逐年升高袁 且出现低龄

化趋势遥 Morgan 等 [26]研究认为儿童青少年于 11~13

岁出现野获得性冶高度近视的患病率较高袁近视的主

要因素源于高教育压力和有限的户外活动时间袁而
减少学业负担与增加学校户外活动时间能够防止与

减缓近视率遥因此袁教育减负的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

用眼负荷袁 对学生视力健康水平具有一定的调控作

用遥 虽然 SVA 与 KVA 高度相关袁但是 SVA 不能正

确预测 KVA袁运用 SVA 来预测 KVA 会使结果产生偏

差[27]遥 通过降低学生用眼负荷学习方式能够直接对

学生 SVA 产生积极影响袁但对学生总体视力健康水

平影响效果稍显薄弱袁 降低学生用眼负荷学习方式

无法对学生 KVA 产生积极影响遥研究认为通过 2 种

干预方式交互产生的累积效应能够使学生 KVA 与

SVA 水平达到最佳效果遥 本研究显示袁学校层面的

教育减负结合体育锻炼的增加对学生视力有一定改

善作用袁 单一的降负学习和体育锻炼无统计学显著

差异遥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未能对家庭尧课外的用眼渠

道进行干预控制遥 对处于小初衔接的六年级学生而

言袁 日常体育锻炼多依靠以学校体育课程为主的校

内时间袁难以满足此阶段儿童的需求遥 此外袁课外休

闲时可能存在由于视屏时间长袁 睫状肌无法得到放

松和调节的情况袁 学校教育减负和体育段炼的增加

难以抵消学生日常长时间用眼导致的视力不良遥

实验后不同干预方式对男尧 女生 KVA 和 SVA

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遥 总体而言袁 各组女生较男生

KVA 均有所提高袁 混合干预组女生 SVA 具有明显

提高袁这可能是由于较男生而言袁女生在实验前除体

育课外参加体育锻炼较少袁体育锻炼水平较低袁在接

受不同干预方式体育锻炼后袁 女生更易受到干预的

积极影响袁加之女生在实验干预中更为认真袁能够按

照教师相关要求更好地完成实验任务袁 从而导致所

有被试女生整体 KVA 提高幅度较大遥 除混合干预

组外袁其余各组女生 SVA 基本维持原状袁这可能是

由于 KVA 的提高能够促进 SVA 的发展遥 提示不仅

应在实验中关注女生视力健康水平发展情况袁 还应

在日常体育教学中提高女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与运

动强度遥
校外用眼情况的不同也可能是导致男尧 女生视

力影响效果有所差别的原因遥 通过调查访问六年级

各班的教学过程得知袁 多数男生存在过度使用电子

产品的情况袁尤其是长时间看电视与玩手机游戏遥有
研究发现袁男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袁且普通学校较优

势学校具有更多日常娱乐时间袁 普通学校六年级及

周末无中高强度运动的男生近视程度与小学生累积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过长呈正相关 [28]遥因此袁长时间使

用电子产品可能是影响男生视力水平的原因之一遥

强化动态视觉任务的开放式运动技能体育锻炼

与降低学生用眼负荷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改善六

年级学生的 KVA 和 SVA袁女生 SVA 水平提高更为

显著遥 双管齐下对抑制六年级学生近视发展进程具

有更为积极的作用袁 是遏制和扭转学生近视发展的

有效手段遥

建议在儿童青少年眼发育过程中多进行开放式

运动技能的学习和练习袁同时袁学校教育还应适当减

少近距离用眼时间袁 以达到更加高效的视力促进作

用遥此外袁近视防控措施要注重学生的性别差异和个

体差异袁不同学生可塑性有所差别遥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遥首先袁由于实验器

材的限制袁并充分考虑到家长的意愿袁未能采集学生

的调节灵敏度尧 等效球镜度数等视力相关指标遥 其

次袁仅对小学六年级学生进行了校内课程干预袁未能

结合家庭尧 校外的体育锻炼与降负学习情况进行进

一步的调查分析和深入研究遥 今后将考虑纳入更多

视力相关指标袁 尽可能控制校外因素袁 并扩大样本

量袁 探究强化动态视觉任务的体育锻炼和降低学生

用眼负荷学习方式袁 以及 2 种方式相结合的干预对

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视力水平的影响袁 为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提供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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