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摘 要院 目的院探究胶板尧砂板乒乓球运动对小学六年级学生裸眼远视力渊SVA冤及

动态视力渊KVA冤的影响袁为体育锻炼促进视力健康水平提供参考遥方法院选取六年级

2 个自然班共 74 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袁分为胶板乒乓球组和砂板乒乓球组袁干预周

期 32 周袁 采用标准对数视力灯箱尧KVA 检测仪对被试实验前尧 中尧 后测的 SVA 及

KVA 进行测试遥 结果院胶板组和砂板组被试的 SVA 和 KVA 均有显著提高渊P＜0.05冤袁
在实验前尧中尧后测水平上袁胶板组与砂板组的 SVA 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渊P＞ 0.05冤袁
在实验后测阶段袁胶板组与砂板组的 KVA 具有显著差异渊P＜ 0.05冤袁砂板组后测近

视人数显著低于前测渊P＜ 0.05冤遥 结论院胶板与砂板乒乓球运动均能提高六年级学生

SVA 和 KVA遥 砂板乒乓球运动改善视力健康水平的效果优于胶板乒乓球运动袁主要

体现在 KVA 上遥 胶板乒乓球运动适合轻度视力不良的儿童青少年袁砂板乒乓球运动

适合重度视力不良的儿童青少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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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able tennis (rubber-board) and ping-pong

(sand-board) on the static visual acuity (SVA) and kinetic visual acuity (KVA) of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visual health in physical exercise. Methods: A

total of 74 students in 2 classes of the 6th grade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able tennis and

ping-pong groups. The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32 weeks. The SVA andKVAmeasur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were tested with standard logarithmic visual acuity chart light box and kinetic visual

acuity detector. Results: SVA and KVA of the subjects in both table tennis and ping-pong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At the pre-test, mid-test and post-test level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V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ut at the post-tes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KV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nd the number of myopes in the post-test of the

ping-po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pre-test. Conclusion: Both of table tennis and

ping-pong exercises can improve SVA and KVA of sixth grade students. Ping-pong exercise has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visual health than table tennis , mainly in KVA. In addition, table tennis is suitab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mild visual impairment while ping-pong is suitab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severe visual impairment.

table tennis; student; vision health; static visual acuity; kinetic visual acuity

胶板与砂板乒乓球运动对六年级学生视力健康
水平改善程度比较
殷荣宾袁郭 敏袁张 萌袁徐建荣 *袁蔡 赓

收稿日期院 2022-02-11
基金项目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19BTY078冤遥
第一作者简介院 殷荣宾袁男袁博士袁副教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运动心理学尧体育课程与教学遥 E-mail院yrb@suda.edu.cn遥
*通信作者简介院 徐建荣袁男袁硕士袁副教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遥 E-mail院xujianrong@suda.edu.cn遥
作者单位院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袁江苏 苏州 215021遥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防
控

殷荣宾袁等. 胶板与砂板乒乓球运动对六年级学生视力健康水平改善程度比较

44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2年 第 43卷 第 3期

人类 80%的信息是通过眼睛获取袁 作为意识感

觉器官袁眼睛是人接受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遥调
查显示袁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 2018要2020 年

逐渐攀升[1]遥 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日益严重袁近视率

居世界第一遥近视的高发低龄化趋势袁不仅影响了儿

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袁 还增加了我国公共卫生工作

的负担遥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袁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叶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曳 [2]袁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上

升到国家战略遥为落实视力防控袁学校层面通过眼部

卫生宣传袁每日例行眼保健操尧课间操等手段进行干

预袁但近视率仍居高不下袁故当下仍亟待寻找其他途

径以构建更为有效的学校防控近视体系遥
有研究发现袁6~8 岁儿童裸眼远视力 渊Static Vi-

sual Acuity袁SVA冤 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袁8~11 岁呈波

动式变化袁11~14 岁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3]遥 近视率随

年龄增长而上升袁六年级近视率高达 57.4%[4]遥 小学

六年级学生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时期袁 面临升学压

力袁 户外体育活动时间不足等因素导致其睫状肌长

期处在收缩的紧张状态袁无法充分放松袁以致调节功

能异常袁视力水平出现较大波动袁该时期是近视发病

的高峰期袁 应给予特别关注袁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

预袁有效控制近视率的上升遥
目前关于近视形成的原因袁 主要聚焦于长时间

近距离用眼使睫状肌调节功能紊乱袁 而多数实证研

究发现恢复睫状肌调节功能袁可缓解近视症状遥有研

究表明袁 体育运动对于近视的预防与延缓具有积极

作用袁作为防控近视的手段袁代替常规睫状肌调节功

能训练更为有效袁 专门设计的体育活动可改善青少

年的近视袁并将体育活动纳入近视防控干预方案 [5]遥
季浏 [6]也曾提出现阶段防控青少年近视的主要突破

口是促进青少年更广泛尧更充分地参与体育锻炼袁主
张开展形式多样尧 能促进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体

育活动遥
诸多实验研究认为袁 乒乓球运动对目标的捕捉

带有交替视远-视近的调节训练特征袁能改善睫状肌

调节能力袁促进 KVA 的良性发展袁一定程度上对近

视的防控有显著效果 [7-8]遥 金刚等[9]研究结果显示袁大
球类运动改善视力效果优于小球类运动袁 推测其原

因是小球类项目球速快尧旋转多袁人眼在运动过程中

并不能清晰准确地捕捉球的影像袁 与睫状肌调节反

应时间不能充分匹配遥 胶板与砂板乒乓球运动同根

同源袁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遥 从材质方面看袁胶板

乒乓球球拍由底板和胶皮组成袁底板可分纯木底板尧
碳素底板尧纤维底板袁所用胶皮有正胶尧反胶尧生胶尧

长胶尧防弧胶皮遥 胶皮具有一定的变形能力袁在击球

的过程中袁 球落在胶皮上通过击打发力以及胶皮的

弹性将球击出袁球拍胶皮除了能够产生动量袁还能产

生弹力 [10]遥 砂板乒乓球拍木制板表面附着一层薄薄

的砂纸袁其产生的摩擦和蓄能效果逊色于胶板遥从运

动特点看袁 胶板乒乓球拍在击打中产生较多的摩擦

使球产生强烈旋转袁 且速度快从而增加了乒乓球运

动线路的复杂性遥 砂板乒乓球拍在击打中产生的摩

擦小尧旋转弱尧速度慢袁具有门槛低尧易上手的特点遥
本研究采用胶板乒乓球运动和砂板乒乓球运动作为

干预手段遥 胶板和砂板乒乓球同源异流袁 在球的旋

转尧速度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 [11]袁有利于进一步探究

以往研究中的遗留问题遥 通过比较被试参与胶板和

砂板乒乓球运动不同时间点 SVA尧KVA 变化袁明晰

更为合理的练习方式袁 探究更为积极有效的乒乓

球运动防控近视练习方法袁 最终达到以体育与健

康课程为载体袁 充分发挥乒乓球运动防控近视的

目的遥

本实验运用整群抽样方法筛选苏州市科技城实

验小学六年级学生袁采用同年级的组间实验设计袁选
取 2 个自然班袁 将实验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分为胶板

组和砂板组遥 纳入标准院渊1冤该校六年级在读曰渊2冤没
有病理性眼部疾病曰渊3冤无认知功能障碍袁运动能力

和学习能力正常可参与实验曰渊4冤 实验前家长签署

叶告家长知情同意书曳遥 剔除标准院渊1冤实验中纪律意

识差不配合练习曰渊2冤见习次数较多以及其他原因无

法参与实验曰渊3冤缺少前尧中尧后测数据遥
在实验开始前已对各实验组进行同质性检验袁

2 个实验组无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袁数据符合方差

齐性袁说明分组合理袁可进一步开展实验研究遥
表 1 实验对象基本情况渊X依SD冤

本实验采用体育活动情景下现场实验的方法袁

组别 性别 n 年龄 / 岁 SVA KVA

胶板组 男 18 12.44依0.51 4.68依0.35 0.30依0.25
女 19 12.53依0.51 4.53依0.30 0.27依0.20

砂板组 男 18 12.39依0.61 4.73依0.29 0.33依0.22
女 19 12.37依0.50 4.55依0.31 0.32依0.20

总体 74 12.43依0.53 4.65依0.32 0.30依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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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 2 个六年级自然班遥 按

自然班分为胶板组和砂板组遥 在实验开始前尧中尧后
对被试进行 SVA 和 KVA 的测试并记录遥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计实验方案袁 以乒乓

球运动技能教材为构建基础袁 遵循运动技能形成与

发展规律袁对乒乓球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化编排袁在练

习中加入视标袁突出视力任务遥 教学内容由易到难袁
从简到繁袁 练习运动量及负荷符合六年级学生身体

发育特点遥 课时教学计划围绕野教会尧勤练尧常赛冶设
计袁在掌握乒乓球基本运动技能尧增强体质基础上防

控近视遥
实验初期任务为熟悉球性袁 进行乒乓球自抛自

接球尧接地面反弹球尧持拍对空颠球尧持拍击打地面

反弹球尧对墙击反弹球尧对墙击球等练习曰实验中期

进行乒乓球推挡及发球的练习曰 实验后期在学生具

有一定运动技能水平的基础上袁 进行双人左推右攻

对打的练习遥 乒乓球教学干预包含围绕乒乓球基础

动作展开的热身活动尧个人基本技术练习尧对打技术

练习尧游戏比赛尧放松拉伸遥 练习场地与练习内容保

持一致袁但要求有所不同袁胶板组正常进行练习袁砂
板组采用远台练习方式袁 以更好地极化砂板乒乓球

运动特点遥实验干预周期为 32 周袁每周进行 3 次袁每
次课程时间 40 min袁 人均干预练习时长 20~30 min遥
实验中的课程内容和目标均按照 叶义务教育体育与

健康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曳 所规定的水平三学生体

育活动锻炼标准进行干预袁 同时确保各组人均活动

时长达到课程规定和学校要求遥 考虑到该阶段学生

身体生长发育迅速袁在一次乒乓球教学干预中袁满足

机体工作能力袁逐渐增加运动量达到较高水平后袁再
降低运动量袁使身体逐渐恢复到相对平静状态遥

在实验期间袁 为控制其他变量对实验过程与结

果产生的影响袁保证实验顺利完成遥由 1 人担任 2 个

实验班体育教学工作袁确保除干预内容不同外袁练习

场地尧人均活动时长尧运动次数尧运动量尧运动负荷尧
练习频率尧击打次数以及任课老师的同一性遥乒乓球

干预方案示例见表 2遥
表 2 乒乓球干预方案示例

注院* 练习密度 = 实际练习时间 / 总时间伊100%遥

列项 干预方案

练习名称 双人接地面反弹球练习

练习目的 发展学生击球尧接球能力袁提高控球能力袁改善视力水平

练习器材 乒乓球拍尧乒乓球尧视标

练习方法 学生两两面对面袁间隔 1~2 m袁将球拍放在身体前袁发球方抛球将球击出袁球落于地面并反弹袁接球者接球并将球击出袁来回往
复遥 在练习初期袁为降低难度采用蹲立姿势进行练习袁手腕灵活及时调整球拍角度遥 随着掌握程度提高袁可慢慢站立练习袁并适

当增加 2 人的距离

练习要求 2 人传递时只能在地面反弹 1 次遥 胶板组学生面对面间隔 1~2 m曰砂板组学生学生间隔 2~3 m遥 练习做到努力追踪并看清球上
的视标遥

练习时长 20~30 min

练习密度 * 50%~75%

击打次数 每组每人至少完成 150 次曰个人练习 300 板左右袁双人练习 200 板左右遥
运动负荷 中等强度

SVA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灯箱进行检测袁检测

方法及流程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遥被试站于距灯箱 5 m

处袁先后测量左眼尧右眼曰若被试佩戴眼镜则须摘下

眼镜稍作休息后再测量遥
KVA院使用动态视力检测仪渊XP.14-TD-J905袁上

海冤检测 KVA遥 被试坐于仪器前袁上体直立袁双眼贴

近视物孔并向内看袁贴紧后测试人员点击测试键袁仪
器内出现一个从 50 m 外向被试者靠近的野C冶型视

标袁速度为 30 km/h遥 被试单手握住摇杆袁当看清野C冶
型缺口方向后迅速向缺口方向掰动摇杆袁 完成 1 次

测试遥 测试 3 次取平均值遥

采用 Excel 进行数据录入袁借助 SPSS23.0 对实验

数据进行分析袁不同组之间视力情况差异采用重复测

量方差和独立样本 T 检验袁各组内学生不同视力水平

变化情况采用配对卡方检验和重复测量方差遥

实验后胶板组和砂板组的平均 SVA 均有提高遥
为进一步观察胶板和砂板乒乓球运动对六年级学生

SVA 的影响袁本研究对胶板组尧砂板组在不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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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KVA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尧独立样本及配对样本 T 检验渊X依SD冤

时间点的 SVA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袁发现时间主

效应具有显著性 渊F=14.433袁P＜ 0.05冤袁 说明 2 组

SVA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遥 实验干预后 2 组 SVA

均有显著性提高渊P＜ 0.05冤袁由偏 Eta 方可知砂板组

SVA 提高效果优于胶板组遥
对实验组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袁 胶板组

SVA 实验后测较前测有显著性提高渊P＜ 0.05冤袁较中

测无显著性提高渊P＞ 0.05冤遥 砂板组 SVA 实验后测

与前测尧中测比较均有显著性提高渊P＜ 0.05冤遥 独立

样本 T 检验显示袁实验前测尧中测和后测袁胶板组与

砂板组的 SVA 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 0.05冤
渊表 3冤遥

组别 前测 中测 后测 F P 偏 Eta 方

胶板组 4.60依0.33 4.62依0.30 4.66依0.32* 3.32 ＜0.05 0.09

砂板组 4.66依0.31 4.66依0.31 4.76依0.31*# 12.66 ＜0.05 0.26

t -0.48 -0.57 -1.29
P -0.64 -0.57 -0.22

表 3 SVA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尧独立样本及配对样本 T 检验渊X依SD冤

为考察胶板和砂板乒乓球运动对六年级学生

KVA 的影响袁本研究对胶板组尧砂板组在不同测试

时间点的 KVA 测试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袁结
果发现时间主效应具有显著性渊F=15.851袁P＜ 0.05冤袁
说明学生 KVA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遥 胶板组

和砂板组 KVA 均有显著性提高渊P＜0.05冤袁由偏 Eta 方

可知砂板组 KVA 提高效果好于胶板组遥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袁 胶板组 KVA 实验

后测较前测有显著性提高渊P＜ 0.05冤袁较中测无显著

性提高渊P＞ 0.05冤遥砂板组 KVA 实验后测较前测尧中
测均有显著性提高渊P＜ 0.05冤遥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显示袁在后测水平上袁胶板组与砂板组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渊P＜ 0.05冤渊表 4冤遥

注院* 与前测比较 P＜ 0.05曰# 与中测比较袁P＜ 0.05遥

组别 前测 中测 后测 F P 偏 Eta 方

胶板组 0.28依0.22 0.32依0.27 0.38依0.20* -3.84 ＜0.05 0.10

砂板组 0.32依0.21 0.38依0.23 0.49依0.20*# 11.69 ＜0.05 0.25

t -0.85 -0.99 -2.38*

P -0.47 -0.32 -0.02*

注院* 与前测比较 P＜ 0.05曰# 与中测比较袁P＜ 0.05遥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的 叶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适宜技术指南曳提出袁近视率是指近视人群的

占比袁而筛查近视的标准为 SVA 低于 5.0 [12]袁又称

视力不良 袁 其中视力 4.9 定义为轻度视力不良袁

4.6臆视力臆4.8 为中度视力不良袁视力臆4.5 为重度

视力不良遥
对不同组别进行近视人数的配对卡方检验 袁

McNemar 检验结果显示袁胶板组实验前后近视比率

无变化渊P＞ 0.05冤袁砂板组后测近视人数显著低于前

测渊P＜ 0.05冤渊表 5冤遥
表 5 不同组别学生近视率的配对卡方检验

组别 变量 合计 / 例 近视 /% 非近视 /% P
胶板组 前测近视 37 28渊75.7%冤 -9渊24.3%冤 1.00

后测近视 37 28渊75.7%冤 -9渊24.3%冤
砂板组 前测近视 37 30渊81.1%冤 -7渊18.9%冤 0.03

后测近视 37 24渊64.9%冤 13渊35.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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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研究两种乒乓球运动对不同视力程

度学生 SVA 的影响效果袁 对各实验组不同视力程

度学生的 SVA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遥 由表 6 可

知袁 实验后胶板组视力正常学生 SVA 有显著性提

高渊P＜ 0.05冤袁轻中度视力不良学生 SVA 有显著性

提高 渊P＜ 0.05冤尧 重度视力不良学生 SVA 无显著

性提高 渊P＞ 0.05冤遥 砂板组视力正常学生 SVA 虽

有提高但无统计学意义渊P＞ 0.05冤袁轻中度视力不

良学生尧 重度视力不良学生 SVA 有显著性提高

渊P＜ 0.05冤遥
表 6 不同视力程度学生 SVA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渊X依SD冤

组别 视力程度 实验前测 实验中测 实验后测 F P 偏 Eta 方

胶板组 正常 5.06依0.09 5.00依0.12 5.08依0.07 4.52 ＜0.05 0.36

轻中度 4.68依0.11 4.68依0.13 4.78依0.16 8.00 ＜0.05 0.50

重度 4.34依0.13 4.41依0.21 4.43依0.22 2.93 ＞0.05 0.14

砂板组 正常 5.06依0.08 5.07依0.15 5.14依0.08 4.52 ＞0.05 0.28

轻中度 4.75依0.12 4.75依0.17 4.82依0.21 3.58 ＜0.05 0.22

重度 4.35依0.17 4.39依0.17 4.53依0.26 6.70 ＜0.05 0.49

近视与睫状肌调节功能密切相关遥 睫状肌属平

滑肌袁因其纤维排列呈现格子状袁由横行肌纤维和纵

行肌纤维组成袁使其具备横纹肌的特性袁可进行收缩

舒张[13]遥睫状肌的调节功能是眼的一项重要功能袁是
屈光系统调节的关键遥 正常的眼睛在捕捉视觉目标

时袁视网膜上将形成一个斑袁此斑刺激中枢神经系统

后袁中枢神经系统会进行分析并抽取出误差信号袁睫
状神经根据该信号产生脉冲袁 使睫状肌进行调节以

调整晶状体曲率袁最终在视网膜上呈现出清晰的像[14]遥
近视儿童的睫状肌调节功能通常较弱袁 调节灵敏度

和准确性较低袁协同功能出现紊乱袁易导致视网膜成

像模糊袁因此袁锻炼睫状肌调节功能是改善儿童视力

水平的重点遥
小学高年级阶段是近视的高发期袁 诸多因素会

导致学生的 SVA 水平下降遥 六年级学生课业繁重袁
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放学后会在家长的要求下额外完

成作业遥小初衔接阶段袁网课等学习方式导致学生视

近时间增加袁家长和学生爱眼护眼意识薄弱袁使用电

子产品时间较长袁 且学生空闲时间多用于电子游戏

或其他持续用眼的活动袁参与户外体育活动较少袁因
而大多数六年级学生都面临着视力危机遥

以往研究表明体育活动与近视之间存在反向关

系袁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以锻炼睫状肌调节功能袁延
缓近视进程 [15]遥 不同的体育活动对视力的影响程度

不同遥 乒乓球运动被认为是极佳的改善儿童视力水

平的体育活动袁但练习的具体设置安排袁如球速尧难
易程度等是否会影响最终的干预效果尚不清晰遥

本研究中实验组学生除参与乒乓球教学干预

外袁均正常参与学校组织的体育大课间活动尧体育社

团活动尧运动会等其他课外体育活动遥 同时袁与家长

和任课老师协商袁 实验期间保持正常课外及校外体

育活动量遥 询问后发现能自发进行校外体育活动的

学生较少袁 也印证了当下儿童青少年难以充分意识

到体育锻炼在改善视力健康水平方面产生积极效益

的现状遥学校作为近视防控的主阵地袁只有承担起主

体责任袁采取防控措施袁才能有效控制近视率遥
本研究显示袁 胶板乒乓球与砂板乒乓球均对六

年级学生 SVA 和 KVA 有积极影响遥 对于小学阶段

的儿童青少年而言袁视力具有可塑性袁体育活动可以

一定程度地降低眼压袁并提高脉络膜的血流速度袁为
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血液供应 [16]袁不仅如此袁有研究表

明体育活动过程中袁 参与者的眼睛在追踪观察移动

物体时袁睫状肌不停舒张和收缩袁调节功能获得充足

的锻炼袁提高了 KVA袁进而裸眼视力得以改善袁最终

实现提升视力水平的目标 [17]遥 本研究结果也侧面印

证了这一观点袁 乒乓球运动过程中能够实现睫状肌

视远-视近的调节训练袁对打过程中眼对球的追踪可

以促使参与者主动地使用 KVA袁提高睫状肌的调节

幅度和灵活性遥
本研究实验后测砂板组 2 种视力提升的幅度均

大于胶板组袁可能有两方面原因遥一方面在进行砂板

乒乓球对打时袁因球速慢尧距离远能给予睫状肌足够

的时间进行视远-视近的调节袁Tsotsos 等 [18]认为每

个行为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过程袁 睫状肌接受信号

并调节也需要时间袁换言之砂板乒乓球运动视远-视
近的时间间隔可能更符合睫状肌调节特质遥 本研究

还野嵌入冶了视标袁旨在让学生眼盯球的同时袁捕捉球

上视标袁提高学生使用 KVA 的主动性和意识性遥 胶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防
控

殷荣宾袁等. 胶板与砂板乒乓球运动对六年级学生视力健康水平改善程度比较

48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2年 第 43卷 第 3期

板组进行练习时球速快尧旋转多袁学生仅能看到球上

视标的颜色袁调节准确性不高遥砂板组进行远台的练

习袁速度慢尧旋转少袁学生能看清视标的颜色及形状袁
睫状肌得到理想的调节深度袁 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聚

焦优化的目的袁 从而提高睫状肌的调节准确性遥
Huang 等 [19]研究发现袁近视的主要原因是调节滞后

导致周边视网膜远视型离焦袁Edwards 等 [20]认为调节

准确性的提高可减少调节滞后遥 在进行砂板乒乓球

运动过程中袁慢球速有利于学生捕捉球的移动轨迹袁
看清球上视标袁提高调节准确性袁减少滞后状况袁改
善睫状肌调节功能袁从而预防和延缓近视遥所以在进

行乒乓球运动时不仅要强调看得见袁 更要求在练习

中看得清遥另一方面袁砂板乒乓球门槛较低尧易上手袁
学生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乒乓球运动技能袁增
加对打回合数袁 在短暂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中给予睫

状肌足够的训练次数袁练习量的增加使得 KVA 产生

了量变到质变的累积效应袁 睫状肌的调节功能得到

一定程度的恢复袁而后 SVA 水平相应提升遥Yuda 等[21]

也曾发现频繁的调节训练可以提高近视学龄儿童的

视力遥 本研究 2 组 SVA 和 KVA 的进步趋势几乎一

致袁都表现出前测到中测提高幅度小袁中测到后测提

高幅度大袁 这跟后期练习频率和乒乓球运动技能掌

握程度都有所提升有关遥
本研究发现袁 参与砂板乒乓球运动对于近视人

数比率的改善作用更佳遥其中袁参与胶板乒乓球运动

能显著提高视力正常尧 轻中度视力不良学生 SVA袁
参与砂板乒乓球运动能显著提高轻中度视力不良尧
重度视力不良学生 SVA袁该结果提示胶板乒乓球运

动更适合视力不良程度较轻的学生袁 视力不良程度

较高的学生更适合进行砂板乒乓球运动遥 由于不同

运动项目对视觉识别有不同的要求 [16]袁睫状肌对外

界视觉刺激所产生的调节反应不同遥 由于不同视力

程度学生的睫状肌调节灵敏度不同 [22]袁雷朝霞等 [23]

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袁视力越好调节功能越好遥胶板乒

乓球运动球速快袁视力不良程度越深袁其调节灵敏度

越差袁不能适应球的移动速度袁无法清晰捕捉球的移

动轨迹及球上的视标袁 致使练习中睫状肌调节深度

不足袁准确性不高袁其 SVA 改善效果不佳遥 Fong[24]认

为对于睫状肌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在视物时会更多

地调动调节储备袁无法迅速对事物距离尧移动等变化

做出反应遥砂板乒乓球运动球速较慢袁能给予调节灵

敏度较差的重度近视学生更充足的调节反应时间袁
实现在练习中视标的精准捕捉袁 提高其自身睫状肌

调节准确性袁达到有效改善视力健康水平的目的 [25]遥
砂板乒乓球运动有利于轻中度尧 重度近视学生提高

睫状肌的调节准确性袁进而延缓近视进程袁提升视力

水平遥

砂板和胶板乒乓球运动均能改善六年级学生

SVA 和 KVA袁砂板乒乓球的效果更佳遥 胶板和砂板

乒乓球运动对不同视力程度学生的 SVA 影响不同遥
胶板乒乓球运动改善正常视力和轻中度近视学生

SVA 的效果较好袁 砂板乒乓球运动则是对轻中度尧
重度近视学生 SVA 的改善效果更佳遥

建议在学校体育课程中增加砂板乒乓球教学袁
也可根据砂板乒乓球运动球速慢尧旋转少的特点袁在
进行胶板乒乓球教学时强调减小挥拍力度袁 降低球

速袁使学生在打球时从看得见向看得清转变袁有效进

行睫状肌视远-视近调节练习遥 针对不同视力程度

的学生袁 有针对性地设计合适的乒乓球运动练习方

案袁实现学校体育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有效防控遥
本研究仍存在部分局限遥 首先袁由于家长意愿袁

未涉及胶板尧 砂板乒乓球运动对六年级学生其他眼

部参数指标的影响袁如等效球镜度数等遥 其次袁仅对

六年级学生实施了乒乓球运动干预袁对其他学段尧水
平学生的 SVA尧KVA 有何种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究遥
今后袁将扩大样本量袁对各年龄段儿童展开进一步的

相关研究袁 以明晰体育锻炼调节睫状肌改善视力的

更深层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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