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速达到 4.3, 4.4, 5.2和 5.1倍 , 表现为城市学生肥胖增幅高

于乡村学生 , 但增速低于乡村学生。此研究结果与星一等 [ 3-5]

的调研结果一致。 近 10多年来随着河南农村经济的发展 , 农

村的饮食能量大为增加 , 导致了乡村学生肥胖人数大量增加 ,

增势超过了城市学生的上升水平。

4次调查结果都显示 , 男孩肥胖率显著高于女孩 ,和发达国

家形成鲜明对比。是因为饮食习惯的性别差异 , 还是食物获得

性方面的不同 , 抑或仅仅是肥胖流行早期的表现 , 目前尚无

定论 [ 6] 。

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肥胖流行率分析 , 揭示了小学和初中组

的肥胖率增幅最大 , 可能与小学生 、初中生食量大 , 爱吃甜食及

不爱活动和高中组的学习负担过重 、营养补给不充足等因素有

关。

很多研究证明 , 肥胖儿童是发展至成人肥胖的潜在人群 ,

肥胖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的近期和远期危害也得到证实 [ 7-9] 。

针对调查结果分析 , 应将肥胖的防治纳入河南省学生常见病防

治的工作内容 , 以小学和初中生为重点防治对象 , 同时还应抓

好乡村地区肥胖的防治。

(致谢:谨此向所有参与本课题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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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保护】

北京市东城区小学一年级新生读写姿势现况分析

潘勇平 ,石晓燕 ,高爱钰

　　【摘要】　目的　了解小学生读写姿势现况 ,探讨坐姿对视力的影响 ,为进一步开展干预研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选

取北京市东城区小学一年级学生 365名;用标准对数视力表 ,按照常规方法检查学生视力 ,在自然无干预的情况下检查学生的读写姿势。

结果　有 80.4%的一年级小学生读写姿势不正确 ,人均不正确项数为 1.51。有 1项不正确读写姿势的为 40.19%,以胸桌距离不足一拳为

最多 ,占 37.41%。读写姿势与学生视力存在一定关系。结论　教师及家长应关注小学生的读写姿势问题 ,采取适宜措施 , 帮助其保持正

确坐姿 ,培养良好用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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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 100007。

　　青少年的读写姿势与身体发育 、视力等有密切的联系。随

着升学压力日趋严重和电视 、计算机的普及 , 通过降低学生的

用眼时间改善学生视力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因此 , 研究如何

采取有效的方法调整学生的读写姿势 , 培养学生良好的用眼习

惯 , 避免因长期坐姿不良导致的学生视力下降 、脊柱疾病 ,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小学阶段是培养正确坐姿和良好用眼习惯

的关键时期 , 该研究旨在调查小学一年级新生的读写姿势现

况 , 初步探索坐姿对视力的影响 , 为进一步开展干预研究提供

基线资料及理论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于 2006年 11月选取北京市东

城区 5所小学的 363名一年级新生为研究对象 , 其中男生 200

名 , 占 55.1%;女生 163名 ,占 44.9%。

1.2　方法　采用自编的《小学生读写姿势检查记录登记表》记

录学生的性别 、年龄。 由保健所在小学一年级新生体检时 , 采

用标准对数视力表 , 按照常规方法检查学生视力 , 凡一眼或两

眼视力小于 5.0者即为视力不良。

学生读写姿势的检查由经过严格培训的校医在自然无干

预的情况下 , 检查学生的眼书距离 、胸桌距离及握笔姿势。判

断标准:眼书距离为 1尺 ,胸桌距离为 1拳 , 握笔手指距笔尖为

1寸分别视为正确 ,否则判断为不正确。凡有 1种或 1种以上

读写姿势不正确即为读写姿势不良。

1.3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3.1录入数据 , SPSS11.5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 , 分析方法包括一般频数分布 、 χ2检验。

2　结果

2.1　读写姿势状况　有 80.4%的一年级学生读写姿势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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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从性别看 , 女生略高于男生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1.066, P=0.302)。被调查学生中读写姿势不正确的项数为

548, 平均每人有 1.51项读写姿势错误 , 女生略高于男生 , 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t=0.700, P=0.485)。见表 1。

表 1　东城区一年级不同性别小学生读写姿势检查情况

性别 受检人数 读写姿势不正确 不正确总项数 人均不正确项数

男 200 157(78.5) 295 1.48
女 163 135(82.8) 253 1.55

合计 363 292(80.4) 548 1.51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2.2　不正确读写姿势构成　在读写姿势不正确的学生中 ,

40.1%的人有 1项读写姿势错误 ,有 2项 、3项读写姿势错误的

学生分别为 32.2%, 27.7%;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2。从不正确读写姿势的项数看 , 胸桌距离不正确者最多

(37.4%),其次为握笔姿势不正确(33.8%), 眼书距离不正确

占 28.8%。见表 3。

表 2　东城区一年级不同性别小学生读写姿势不正确项目数构成

性别 人数 1项 2项 3项

男 157 64(40.8) 48(30.6) 45(28.7)
女 135 53(39.3) 46(34.1) 36(26.7)
合计 292 117(40.1) 94(32.2) 81(27.7)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表 3　东城区一年级不同性别小学生不正确读写姿势类型构成

性别 人数 眼书距离不正确 胸桌距离不正确 握笔姿势不正确

男 295 87(29.5) 106(35.9) 102(34.6)
女 253 71(28.1) 99(39.1) 83(32.8)
合计 548 158(28.8) 205(37.4) 185(33.8)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2.3　视力情况　被调查学生中 42.4%的人为视力不良 , 男生

(43.0%)略高于女生 (41.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060, P=0.806)。

2.4　视力与读写姿势　调查发现 , 读写姿势不正确的学生中

视力不良者所占比例(49.0%)高于读写姿势正确者中的比例

(15.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209, P=0.000)。

3　讨论

近年来 , 我国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 2005年全

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全国城市小学生视力不良检

出率为 39.72%,且随年龄增加视力不良检出率明显上升 [ 1] 。

影响学生视力的因素很多 ,不正确的读写姿势是导致学生近视

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次调查小学生读写姿势不正确率高达

80.4%,平均每人有 1.51项不正确。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正

确的读写姿势及良好用眼习惯的关键时期。小学一年级正是

幼儿阶段向学生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 他们要逐渐适应不断增

加的学业负担 , 他们的眼睛也要适应不断增长的视近时期。

一方面 , 由于幼儿手部肌肉发育不完善 , 协调性及灵活性

较差 , 握笔较早 ,导致了执笔姿势不正确。有资料显示:幼儿的

执笔姿势将影响幼儿的视力 、身体发育和行为习惯培养 [ 2] 。另

一方面 , 儿童时期晶状体的弹性较大 , 眼的调节能力很强。刚

开始学习(读写)的儿童 , 为了看清书本或笔记本的字体或笔画

也需要眼与书本距离近些 ,这样可使视网膜上形成的字体影像

更清晰 [ 3] 。如果儿童习惯于这种过近距离读写工作 ,而不加以

纠正 , 加之读写时间过长或光照时间不良等原因 , 就会逐渐形

成近视。目前 , 学前教育已普遍受到社会和家长的重视 , 家长

为了让孩子上一所理想的小学 , 带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 , 过早

写字握笔。而家长和幼儿教师更多关注的是幼儿读写内容是

否正确 , 忽视了其读写姿势 , 因而导致小学一年级新生中读写

姿势不良的发生率极高。

研究发现 , 小学生读写姿势不良构成中以胸桌距离不正确

为最高 , 达到 37.4%;握笔姿势错误和眼书距离不当分别次之 。

幼儿对事物的关注时间较短 , 缺乏耐性 ,要长期保持正确的读

写姿势有一定的难度。小学一年级学生刚度过幼儿阶段 , 虽然

读写时间大大延长 , 但其读写姿势依旧维持在幼儿水平。因

此 , 读写姿势不良的发生率远远高于高年级学生 [ 4] 。

本调查还显示 , 小学生的读写姿势(包括眼书距离 、胸桌距

离与握笔姿势)与学生的视力发育有一定的关系。读写姿势不

正确的学生中视力不良检出率高于读写姿势正确的学生 , 与李

洪伦等 [ 5]的调查结果一致。由于儿童视觉器官的发育是随年

龄的增长而逐步完善的 ,幼儿时期的眼轴较短 , 因此多表现为

生理性的远视 , 以后随年龄增长逐渐发展为正视。因此 , 笔者

认为此次调查小学一年级读写姿势不正确学生的视力不良率

高 , 两者无因果关系 , 而是与幼儿时期的生理性远视有关。如

不及时纠正 , 随年龄增长 , 可导致近视发生。但尚未发现不同

性别学生视力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因所调查学生均为一年级

小学生 , 其看书写字时间不长 , 性别差异尚未显现。也有学者

认为是因为性别在儿童早期对其视力没有显著影响 [ 6]。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 骨骼尚未发育完

全 , 长期的读写姿势不正确 ,不仅影响到视力发育 , 还会影响到

脊柱发育 , 导致脊柱弯曲异常 [ 7] 。小学生读写姿势问题应引起

学校和家长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 , 教师

和家长应采取多种方法随时提醒 、监督和引导处于发育期的小

学生保持良好读写姿势。采取综合性措施 , 合理安排生活制

度 , 限制近距离用眼时间;重视阅读 、书写卫生;在小学一年级

新生中开展读写姿势调查 , 对不良的读写姿势实施干预 , 纠正

不良读写姿势;不断提高小学生对保持良好读写姿势的认识 。

同时 , 还要鼓励学生多参加体育活动 ,体育锻炼时间每天达到 1

h,缓解学生长期用眼的不良因素 ,降低学生近视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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