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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2022〕苏教办复第 131 号 签发：周志芳

对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250 号提案的答复

程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更好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建议”的提

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在提案中所提及的，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

率逐年升高，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近视已成为影响我

国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学习生活和国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中仍有一些重点环节及难点问题需

要更好地完善和解决，具体如：近视防控最有效的户外活动和体

育锻炼不够，主因在于对学生安全的顾虑及压力；“安静的课间

十分钟”现象普遍，教师拖堂、早进或直接占用课间休息也不少

见；新冠疫情以来，儿童青少年学生“停课不停学”进行网络授

课模式，长时间、大规模、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加速了近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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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速度；以及视力监测机构资质水平不一，近视防控产品质

量不一等等问题。

对此，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9年 11月，我局等七部门下发《关于

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的意见》，2021年我局将“开展

中小学近视综合防控工作”纳入每年度市（区）政府教育履职任

务清单。2020年起，中小学校近视综合防控项目连续三年被纳入

政府实事项目，我局会同卫生、市场监督、体育、财政等部门共

同打响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攻坚战。

一是加强视力健康监测工作。严格落实学生健康体检制度和

每学期 2 次的视力监测制度，根据监测情况制定跟踪干预措施，

检查和矫治情况及时记入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2019年

起，在市政府的关心下，全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项目除包含裸眼

视力检查外，增设屈光度检查，加强学生近视检出率和新发率的

统计分析。2019—2020学年开始，建立完善全市中小学生电子视

力档案，目前建档率 100%。此外，2020年起，我们设置专项经费，

对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展视力抽测工作，覆盖十个版块，每年

抽测总人数不少于 15780。

二是实施视觉环境改造升级。2020 年对全市 1407 家中小学

（幼儿园）的视觉环境开展精准全面的排摸，范围涵盖普通教室、

专用教室等，内容涵盖灯光照明，兼顾课桌椅符合度、蓝光等项

目工具。从 2019年开始，通过三年的努力，目前学校教室课桌椅

分配符合率达 95%以上，我们正逐步推进校园灯光改造，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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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增加校园绿色覆盖率。我们要求新建和改造

学校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落实教室、宿舍、图书馆（阅

览室）、实验室等采光和照明要求，使用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

重视对学生书写标准符合性的检查。截至 2021年底，全市中小学

校已完成教室照明改造提升 226所，总投资约 9700万元。其余尚

未改造的学校，拟在五年完成改造提升工作，2022年规划完成 144

所，总投资 4000 万元；2023 年规划完成 126 所；2024 年规划完

成 78所；2025年规划完成 50所；2026年规划完成 17所。

三是强化校医和专家团队保障。全面加强全市中小学的卫生

与健康工作，制定《苏州市中小学校医队伍建设计划（2021-2023）》，

针对目前全市中小学校校医配备不足、流动性相对较大等问题，

根据各校校医配备实际情况和工作需求，通过与社区医院、服务

中心合作等途径，派遣专业医务人员驻校开展工作，解决校医配

备不足问题。自 2018年起，实施政府购买医疗服务项目，并在全

市推广该模式，不断补充和优化人员配置，目前市直属学校外聘

校医 46人。2021年，与市卫健委共同成立苏州市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治基地，共有 9家基地和 8家建设单位，完善近视防控体系。

2022年疫情期间，联合市卫健委、市广电总台等部门启动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云诊疗服务，开通市青少年近视防治系列科普云诊

室，邀请我市知名眼科专家对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进

行专业指导，目前已开播 7场，共收听 64782人次。

四是严格落实“双减”要求。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组织安排教学活动，严格按照“零起点”正常教学，注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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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课堂教学效益，科学布置作业，强化对作业数量、时间和内容

的统筹管理，减轻学生课内外学习负担。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

校级考试次数，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和排名。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定期对学生减负情况进行督查。苏州工业园区

试点开展“无作业日”行动，探索减负增效新模式。今年疫情期

间，优化教学计划和在线课表，严禁幼儿园开展网上教学活动，

线上教学小学每节课不超过 20分钟，初中、高中每节课不超过 30

分钟，课间休息时间一般为 15分钟。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作业，

小学三至六年级、初中、高中每天作业时间分别不超过 1 小时、

1.5小时、2小时。学校统一管理作业布置、批改、反馈，不得给

家长布置批改作业等任务。

五是组织开展体育锻炼和护眼活动。出台《关于加强苏州市

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持之以恒

地开齐、开足体育课，进一步落实学生每天锻炼两小时（学校锻

炼一小时、居家锻炼一小时），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确保中小

学生在校每天 1 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严格依照国家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组织安排教学活动，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强

化各学段年级组和学科组对作业数量、时间和内容的统筹管理。

今年苏州疫情暴发后，为促进中小学生居家锻炼，我局特举办 2022

年“云端运动会”活动，截至 5月 26日 17点，累计收到作品 51379

个，学生作品观看量 1052395人次，示例视频观看量 405850人次。

严格落实《江苏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实施方案》，自

2021年春季学期起，由市、区教育督导部门牵头组织督学专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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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中小学校开展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计划两年内对全

市中小学进行全覆盖督导检查。全市中小学校严格落实全体学生

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眼保健操，教师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读写姿

势，发现学生出现看不清黑板、经常揉眼睛等现象时，及时关注

了解他们的视力情况。

六是重视视力健康的宣传教育。依托健康教育相关课程，2020

年，编制并下发《苏州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读本》，学生对近视

防控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达 100%；结合全国爱眼日、世界视力日等

开展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与市卫健部门共同组建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宣讲团，成员共 27人，2021年共举办讲座 62场；累计开展

4次全市学校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发布近视防控指导菜单，

大力倡导科学用眼护眼风尚，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的浓厚氛围；

通过家长学校、苏州教育公众号、家长会等载体，强化宣传引导，

形成家校合力，充分发挥家庭的重要作用，避免孩子长时间使用

电子产品，优化家庭视觉环境，保障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

在近视防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

近期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学生居家线上学习时间、看屏幕的时间

增多，再加上久坐，体育锻炼减少，近视率出现反弹。对此，您

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针对性的建议，给了我们很多参考和启发。

我们将结合苏州实际，根据教育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

动工作方案（2021-2025）》要求，持续推进青少年近视防控，关键

要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持续深化落实中央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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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落实中央关于近视防控、“双减”等文件精神，强化考试管理、

睡眠管理、手机管理，继续减轻学生不必要的课业负担，培养青

少年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学生更多地接触自然、接触阳

光。同时制定更加完善的保障制度，建立更加有效的、能够服务

于提高学生视力健康水平的保障体系。

二是持续促进青少年视力健康。进一步加大力度，提供科学、

专业的视力保护指导。科学安排教室灯光照明和儿童青少年看电

子屏幕的时间，及时纠正学生的坐姿、读书写字的姿势。同时，

将进一步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特别是让学生们有充足的户外

活动时间。

三是持续完善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视

力抽测工作，完善排名机制。拟构建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数字

平台，将视力数据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学生体质健康电子档案，动

态掌握学生视力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给予干预建议。

四是持续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高质量开展体育课后服务，支持市域学校全覆盖，引导广大儿童

青少年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促进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要求各校科学规划活动课程内容，坚持面向全体学生，

针对小学低年级、小学中高年级、初中等不同学段和不同水平基

础的学生，分别设计不同的班型和相应的教育教学内容，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既要满足部分学生“零起点入门”需求，又要满

足部分学生提高拓展需求。要求各地要积极推广国家体育总局编

制的近视防控操教学视频，指导学生开展体育锻炼和科学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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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姓名：徐国明

联 系 电 话：65218596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卫健委。

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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