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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多媒体教学在各中小学校中日
渐普及，据黄慧敏粗略估计，市实验小学
的学生平均每天在教室里通过多媒体液
晶屏学习的时间就达两个多小时，还不包
括他们使用其他电子设备的时间。

在去年发布的《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
近视防控卫生要求》中，对教学多媒体显
示技术中的亮度、屏幕尺寸等提出明确
要求。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学校在实行
多媒体教学时，对屏幕的亮度并没有明
确标准，老师主要根据画面色彩调节亮
度。坐在教室两侧的学生还会面临屏幕

“反光”的状况，而直射的光束容易引起学
生眩光。

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医院副主任
医 师 吴 强 说 ：“ 多 媒 体 教 学 设 备 亮 度 过
高、对比度过强，会使学生眼睛肌肉长期
处于紧张状态。此外，多媒体教学设备都

有频闪，人眼必须适应不同的频闪才
能看清屏幕，学生长时间专注闪烁的
显示屏，就容易造成眼睛疲劳而引发
近视。”

在部分学校的教室里，还有学生
“加塞”在讲台两侧，与屏幕的距离不足
一米远，即便是坐在第一排的学生，与
多媒体屏幕的距离也只有一米左右。吴
强建议，教室多媒体屏幕与前排课桌应
有两米以上距离，与后排课桌距离小学
生不超过八米，中学生不超过五米。

黄慧敏在今年的市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上提交的提案中提出，要积极引导
教师合理使用多媒体，在课堂上采取板书
与多媒体结合的原则，严格把控多媒体的
使用时间，同时科学设计教室课桌的高
度、黑板的弧度，避免出现屏幕光直射眼
睛造成眩光，保护学生用眼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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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青少年近视率不断升高，呈低龄化发展趋势。究其原因，不良

的教室照明环境便是其中之一。在校期间，学生每天有近 6个小时在教

室中度过，在此期间学生的用眼强度较高，因此教室照明光环境格外重

要。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我市部分学校教室多为标准化建造，并未根据

不同的学龄层的生理条件对教室光环境进行相应调节和控制，缺乏对

教室整体光环境要素的综合考量。因此，研发应用教室护眼灯具，并对

教室照明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提升成为保护孩子视力的必然要求。

教室照明只要够亮，就不容易近视？
这是部分学校和家长的认知误区。事实
上，教室的光环境要综合考量亮度、照
度、灯具频闪等各种因素，过亮或过暗都
会诱发学生近视。

在漳州八中最近的学生体检报告显
示，学生近视率达到了八成左右。而从去
年 11 月漳州市小学四年级视力屈光度检
测结果来看，随机抽取的 100位学生中，近
视率达到了 57.45%。学生近视率居高不
下，与教室照明光环境不无关联。

记者走访漳州八中、市实小、市巷口
小学发现，教室都采用荧光灯、普通 LED
灯管作为照明灯具，照射均匀度较低。漳州
八中一间教室大概 70 余平方米，教室内学
生座位设置了 9 盏双管 LED 日光灯，配有
两盏黑板灯；市实小和巷口小学一样，一间
教室约为 50 平方米，配有 6 盏 40 瓦的双管
荧光灯。

“随着使用时间变长，这类照明灯具会
出现光衰减，亮度变暗。在替换新的灯管
后，还会由于新旧灯管照度不均匀，形成明
暗分区。此外，教室灯具若未进行定期清
理，蒙尘的灯具也会使亮度降低，加大学生
用眼负担而诱发近视。”市政协委员、市实
验小学教师黄慧敏还注意到，一些学校教
室照明灯具安装朝向也不合理，“有的日光
灯与黑板方向平行，使光线直射入眼产生
眩光，损害学生视力健康。”

教室内光线分布不均也是造成学生用眼
疲劳的原因之一。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普通教
室一般都会在两侧开放两扇长宽约为 2米的
大面采光窗。“在白天，自然光对教室光环境
的影响远大于人工光源。”据黄慧敏介绍，教
室内靠窗一侧往往比靠内墙一侧的桌面照度
来得更高，这就容易导致靠窗一侧亮度太强，
靠内墙一侧亮度太低。一些教室外有建筑物
或树木遮挡，抑或只有一面采光窗户，整体亮
度就比其他教室来得更低。还有一些教室的
承重房梁正好夹在两盏照明灯之间，也会造
成灯光分布不均。遇到阴天或傍晚等自然光
源不足的情况，教室亮度分布不均的现象就
更为明显，学生长时间处于其中学习，容易造
成眼睛疲劳，久而久之造成各种视力问题。而
记者发现，目前该学校并未对采光条件相对
较差的教室增设日光灯数量，提高教室亮度。

相比于城市中的学校，硬件设施更不完
备的乡村小学的教室照明条件更令人担忧。
此前，黄慧敏在云霄的乡村小学支教中看到，
一些乡村学校由于建筑老旧、教室采光窗户
较小，很难引入自然光，教室配置的日光灯数
量也明显不足，甚至一些教室灯具损坏了也
未能进行及时更换修理。教室时常处于昏暗
的状态，孩子们学习时只能向光而坐，学习环
境急需改善。“相关部门应该多关注照明基础
薄弱的乡村学校，积极开展乡村教室照明设
备改造，为农村孩子的视力健康提供坚实保
障。”黄慧敏说道。

教室照明够亮就行？

根据教室条件设置灯具

如何判断一个照明场景是否“健康”？相
关研究资料显示，教室光环境科学的评价体
系主要包括采光条件、教室建筑环境、人工照
明、节能指标、照明控制系统等方面。在中国
照明学会颁布的《中小学教室健康照明设计
规范》中明确提出，教室的光环境主要由自然
光源和人工灯源组成，照明设计中应优先利
用天然光。

今年 3 月，关于普通教室照明灯具的强
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其中，要求采用质量认证
手段推动近视防控工作，积极开展教室照明
和读写台灯等健康照明产品、桌椅人体工效
学产品、眼视光产品、学习用品、验光配镜服
务等认证工作，提升近视防控相关产品质量
和视觉健康服务水平。

在黄慧敏看来，单纯关注照明灯具并不
能根本解决学生用眼疲劳问题，还需要科学
制定基于我市市情的中小学教室照明管理规
范，形成教室照明及多媒体使用的统一“护眼

标准”。同时要针对不同学龄儿童的眼睛
生理状况，细分教室照明标准体系，为青
少年不同年龄层制定更符合生理特点的
照明灯具照度指标。

提升教室照明智能化管理水平，也将
成为教室照明的发展趋势。在《中小学校普
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中，明确鼓
励采用调光系统，使用可调节照度的照明
设备。与此同时，《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
照明设计规范》中也提出，要考虑光生物效
应进行照明设计，引导动态照明和情景照
明。黄慧敏认为，结合不同的教学场景需
要，在教室照明设备实行智能调光、区分照
明控制或将成为优化教室照明条件的必然
要求。“也就是通过传感器感知室内照度，
当天然光强烈时，控制遮阳装置减少室内
天然光照度，当天然光不足时，开启人工照
明补充，达到保护学生视力又节能高效用电
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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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学日均时长超两小时

科学使用电子教学设备

教室照明智能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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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某小学教室一瞥，近视的学生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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