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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严格落实学生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 2 次视力监测制度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近日
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中小学生视力
监测主要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通
知要求，要严格落实学生健康体检制
度和每学期2次视力监测制度。

通知表示，2024年中小学生视力
监测主要信息春季学期报送时间为4
月1日至6月30日，秋季学期报送时
间为9月15日至12月31日。报送项
目包括左眼裸眼视力、左眼屈光度，右
眼裸眼视力、右眼屈光度。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科学有序、组织协调本地区中小学校
落实视力监测主要数据上报工作，及
时掌握和了解学生视力健康状况。近
视防控关口前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和幼儿园开展3—6岁幼儿视力监测，
掌握幼儿视力情况。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严禁无资
质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严厉打
击虚假违法营销宣传行为，严控近
视防控产品和服务质量，严格视力
监测数据安全管理，严格视力检测
与相关服务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
校园视力检测和近视防控相关服务
工作，切实维护儿童青少年健康和
权益。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中小学
生和幼儿视力监测服务保障，依托有
关单位建立统一的监测队伍，落实视
力监测经费和设备。加强中小学校和
幼儿园校医院、医务室（卫生室、保健

室等）力量，按标准配备校医，保障中
小学生和幼儿视力监测工作正常有序
开展。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通过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优化视力监测
工作。

学校和幼儿园要及时通知家长查
阅监测结果，对视力异常的学生和幼
儿，及时向家长反馈，告知家长带孩子
到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检查，做到早
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早矫
治，控制近视发生、发展。

此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
中小学校依托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上报
系统，严格按照报送时间，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各进行1次视力监测相关数
据的录入与上报工作。中小学生视力
监测相关数据录入工作由中小学校校
医或专（兼）职保健教师负责，保证数
据的真实性、严谨性、科学性。

（人民网）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女生盘起腿，跳“编花篮”；男生

快速组队，打三人篮球；乒乓球桌

旁，同学们有序排队、轮番上场。下

课铃一响，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

湾塘小学的操场瞬间热闹起来。用

好用足课间休息时间，以体育锻炼

为抓手防控近视，取得良好效果。

良好的视力，对孩子健康成长

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

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

未来。”中小学生每天上下午各做一

次眼保健操、每月开展一次班级内

视力自测、每季度开展一次近视防

控科普宣教活动；确保课间正常活

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

适量活动和放松，每天统一安排30

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前不久，

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多措

并举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提质增效。

近年来，我国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工作的力度越来越大。国

家疾控局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我

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呈现下降

趋势，近视低龄化态势得到缓解。

着眼未来，仍须坚持系统谋划、科学

施策、久久为功，全力打好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攻坚战。

精准施策，抓实“一加一减”。

在“加”上持续发力，学校应开齐开

好体育课，有序组织学生在课间到

户外活动或远眺，执行并督促做眼

保健操、保持正确坐姿等护眼措

施，确保良好用眼习惯和锻炼习惯

不流于形式；离校后，家长也应鼓

励孩子多参加户外活动，补齐日

间 户 外 活 动 2 小 时 的“ 时 间 缺

口”。在“减”上不遗余力，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严

控书面作业总量，合理分配使用

电子产品的时间，切实降低孩子的

用眼负担。

防控近视，贵在“目光长远”。

远视储备是孩子的“视力银行”，尽

量延长孩子宝贵的远视储备使用

期，孩子未来近视的风险就会降

低。因此，家长应以身作则，引导孩

子从小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合理控

制“视屏时间”。同时，防控近视既

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教育问题，涉

及亲子关系、教育理念等多方面。

让素质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教

育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才能缓解部

分家长的焦虑心态，树立人才培养

的“远见”。

学校是学生活动的主阵地，家

庭是孩子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应加强家校协同，为学生提供符合

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督促孩

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引导孩子成

为个人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相

关部门应履职尽责，关心、支持儿童

青少年视力保护，整治近视防控产

品虚假违法广告，引导规范读写作

业台灯等产品市场，持续拓展儿童

青少年体育运动场地。汇聚众智众

力，才能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专家指导、学校教育、家庭关注的治

理格局，形成共护孩子清晰“视界”

的合力。

儿童身心健康，事关家庭幸福

和民族未来。增进攸关之心、切身

之爱，竭力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保驾护航，就能让明亮的双眼成为

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窗户，让清晰的

“视界”助力孩子们追逐梦想。

（人民日报）

多 一 次 安 全 教 育 ，多 一 份 安 全 保 障

孩子的安全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
心。安全教育是学生教育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3月25日是第29个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教育部从当日起
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
主题活动。活动期间，有关预防溺水、
防学生欺凌、网络安全、交通安全和消
防安全的讲座、预演、课程等丰富活动
在各个学校开启，以期增强广大中小
学生的法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提高
他们在突发安全事件面前的自救自护
应变能力，让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更有
保障、更加美好。

安全教育抓住重要节点

什么是校园欺凌？身边容易忽略
的校园欺凌有哪些？如何应对校园欺
凌？在第29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来临之时，山东省济南高新区海川
中学特邀济南高新区心理健康教研员
曲怀英给孩子们做了题为“对校园欺
凌说不”的专题讲座。

在案例分析和情景化表演中，孩
子们八人为一个小组，分析和讨论“在
案件中作为被欺凌者应该怎么办”。
在回答和展示环节，孩子们纷纷举手
表达自己的看法。曲怀英一一点评，
并提醒他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遇到侵
害时要临危不乱、机警应对，并及时向
家长、老师或警察求助。

在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市第四中
学、朝阳显微外科医院、朝阳市红十字
会联合开展“应急救护安全宣传进校
园”活动。围绕救护概念、海姆立克急
救法、烧伤烫伤急救等内容，朝阳显微
外科医院医护志愿者为学生们进行了
详细讲解，并就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
技能进行现场示范教学，手把手教学
生们急救实操。

安全教育并不单在“教育周”才
有。

“师生的生命安全始终是学校安
全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平时常在班
会上讲，也会组织演练，包括防地震、

防踩踏、防火灾等演练，每月进行一
次。”海川中学学生发展部主任刘琦告
诉记者。

“在安全教育周、全国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
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全国消
防宣传月等重要节点，我们都会广泛
开展防火灾、防欺凌、防交通事故、防
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的教育，定期开
展安全演练，提高中小学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能力。”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
安全和未成年人保护科科长聂荣鑫介
绍，在教育局统筹下，各学校按照要求
配备了公共安全体验教室，相关安全
内容融入体验教室课程教学，安排了
专任老师指导学生开展安全实训。

安全教育课程化

将安全意识的“种子”撒进学生心
田，并非一日之功。一方面，学科教师
需要树立安全教育意识，自觉在授课
过程中渗透相关安全内容，让安全元
素寓于学科教学；另一方面，需要建设
系统化、体系化的安全教育课程，形成
安全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安全教育目
标的实现。

山东日照探索构建由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及主题教育构成的安全课程
体系，配齐安全教育教研员和专兼职
教师，上足安全教育课时，每周不少
于一节课。同时实施“讲验演警赛”
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即讲授、体验、演
练、警示、比赛模式，增强了学生的学
习体验。

在上海市金山区朱泾第二小学，
公共安全教育被列入年度安排课程。
学校注重学科融入，以语文、道德与法
治、自然等学科为重点，挖掘教材蕴涵
的公共安全教育结合点，结合教学内
容，把握教育时机，适当融入公共安全
教育内容。

朱泾第二小学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明：在一年级安全教育计划中的“在学
校”模块，有一项内容“当身体不舒服

时”，相关内容可落实在一年级自然课
讲人体器官的课程中。专题教育也是
进行安全教育的重要手段。学校将
《小学公共安全行为指南》及校本教材
《安全百宝箱》纳入专题教育课表之
中，利用午会课，结合区域、学校和学
生的特点，两周一次定期进行公共安
全专题教育。

公共安全教育能最大限度地预防
安全事故发生、减少安全事件的伤害，
区域安全课程的构建则为教师提供了
明确的方向和有力的支撑，确保公共
安全教育落地生根。

“我们组织专业团队对学校的课
程设计与实施进行了全面评估，根
据学校的具体需求，提供了详尽的
分析报告，帮助学校明确自身的优
势与不足，并为其改进与完善指明
方向。”金山区教育学院教师、区公
共安全教育教研员金丹介绍，评价
特别关注学生的行为表现。在评价
方法上，除了采用传统的自评、互评
和教师评价外，还引入了家长评价。

“通过家长的参与，我们期望在家校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共同提升学生的
安全意识和技能”。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