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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視力保健常見的視力問題

• 近視: 20~90% (黃金期: 幼稚園-20歲)

• 斜弱視: 3% (黃金期: 3-6歲)

2018/7/7 2

學童近視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近視是疾病

近視不會好
一旦近視，終身近視



近視是眼軸拉長變形，不可逆

2018/7/7 4

95%的近視都是眼軸拉長



白內障
Cataract

近視 (600度以上)之眼球併發症
度數越深，眼軸越長，併發症越嚴重

青光眼
Glaucoma

視網膜剝離
Retinal 

Detachment

黃斑出血
Myopic 

CNV

黃斑剝裂
及後眼球後凸
Foveoschisis, 

Posterior 

Staphyloma

黃斑退化
Macular 

Degeneration

所有的併發症將導致失明 (治療效果有限)

•近視者得視網膜剝離的機率高
– 近視300度以上是沒近視者的10倍

Am J Epidemiol. 1993 1;137: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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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病與糖尿病

•近視了

–看近還可以

–看遠模糊

•眼鏡行配眼鏡

•…….多年以後

•眼睛變形，整組壞了

•眼睛死亡(失明)

•運動量減少,慢性病上
身…生命縮短

•血糖高

–沒感覺

–尿桶有螞蟻

•檢驗所驗血

–轉介醫師

•…….多年以後

•全身器官都壞了

•洗腎、失明、中風、
心臟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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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近視(六百度以上)黃斑退化-失明

• 台灣-老年不可治療的失明第一位
• 中國-不可治療的失明第一位

-40-49歲失明第一位

• 日本-單眼失明的第一位
–不可治療的失明的第二位

• 荷蘭、丹麥、洛杉磯拉丁裔
- 失明的第三位

• 美國-失明的第五位

***已超過青光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導致的失明

高度近視人口在一生之中，有10%會有失明的併發症發生

Ophthalmology. 2006;113:1354-62

Ophthalmology. 2006;113:1134.e1-11

Ophthalmology. 2004;111:62-9

高度近視是失明的孤兒 (法國學者2005)

Buch H. et al. Ophthalmol 2001,108:2347-57

Buch H, et al. Ophthalmol 2004, 111:53-61

Klaver CC, et al. Arch Ophthalmol 1998, 116:653-658

Cotter SA, et al. Ophthalmol 2006,113:1574-1582



國防部
找不到飛行員~三總 林樂天醫師

近視是國安問題



近視

–全球重要的公共健康問題。

– WHO：五個刻不容緩的“視覺2020”的優先
事項之一。

–兒童近視發病年紀越小，近視度數增加越快。

–兒童越早發生近視，日後成人發生高度近視
機會越高。

兒少一旦近視，度數增加很快

如果未醫療控制或只配眼鏡(輔具)

國小國中每年增加100度

高中每年增加50度



一旦近視，終身近視

•所有近視病矯正的方法，近視病仍存在
–眼鏡:僅矯正，無法控制度數惡化。

–軟硬式隱形眼鏡

–近視雷射手術:僅矯正，但近視病底還存在

•近視(眼軸拉長)不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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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學童不近視，延後發生
近視的年齡
(視力不良率)

1. 近視度數要控制，加深
速度要慢下來
(就醫控度防盲)



近視的主因

1. 缺乏戶外活動

2. 過多近距離用眼



預防近視的重點方法

戶外活動

13

近距離中斷



Prevalence and risk indicators of myopia among 
schoolchildren in Chimi七美, Taiwan

14

Wu et al. Ophthalmic epidemio 2010

戶外活動為顯著的保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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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教室淨空戶外活動計畫
Outdoor Activity during Class Recess Reduces Myopia Onset 

and Progression in School Children

•新增之近視率(8.41% vs. 17.65%, p<.001) 減少一半以上

•介入組增加25度/年，對照組增加38度/年

•特別在尚未近視的兒童避免近視度數增加，有顯著差異
Wu et al 2013 Ophthalmology

•戶外活動可以降低近視發生，但對於已經近視的度數增加沒
有顯著效果

Mutti et al ARVO 2010

此研究成果刊登於眼科最高等級雜誌Ophthalmology 2013 五月份。

美國眼科醫學會在5月份的官網(WWW.AAO.ORG)將本近視防治研究團隊成果刊載為頭條新

聞版面，刊登時間為一整個月，目前已有多家美國重量級的媒體報導，甚至越洋電話訪

問,包括華爾街雜誌、美國新聞世界報導、Medscape、MedlinePlus等，美國眼科醫學會

為全世界最大的眼科學會，在全世界有三萬多個眼科醫師會員，影響力遍及全球。

法國”科學與生活”2014、國際知名”自然”期刊2015專刊報導

http://www.aao.org/


近視了怎麼辦 ?

2018/7/7 16



近視的診斷
•準確的散瞳驗光

–短效性散瞳劑

–稍有畏光及看近模糊，約3-6小時恢復

–兒童調節力可達一千多度

–每半年或一年追蹤散瞳度數

2018/7/7 17

高度近視風險個案

近視度數

每年增加100度

每學期增加50度

•國小範例分享



•眼科

•散瞳驗光才能得知正確度數



 度數增加就像爬樓梯很難控制

兒童一旦變成近視

19

大學每年增25度

高中每年增50度

國小/國中每年增100度

年紀越小近視
越容易高度近視

如何教導6~17歲之342萬名學子預防
形成高度近視，將是一重大任務。



•國小、國中有近視，未來容
易高度近視，失明風險高



度數控制-不同治療效果比較

2018/7/7 21Optometry. 2012 May 31;83(5):179-99



•眼鏡無法控制度數加深

•眼鏡只是輔具



雷射近視手術無法治癒近視

•雷射近視手術的方法1,方法2

•美國FDA對於雷射近視手術的風險說明

file:///C:/Users/TOSHIBA/Desktop/lasik_surgery.swf
file:///C:/Users/TOSHIBA/Desktop/lasik_surgery2.swf
file:///C:/Users/TOSHIBA/Desktop/US-FDA-LASIK Surgery and its Risks.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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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近視惡化的治療方面

–1.低濃度阿托平(長效型散瞳劑)仍是唯一有效的藥物

•由於阿托平眼藥水的副作用，實證醫學的推薦等級為B級

•低濃度的阿托平的副作用和療效之間的平衡

–2.角膜塑形術

–需預防感染

近視的控制-實證醫學的結論

Walline JJ, et al. 2011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近視的控制：系統回顧及統合分析



複檢單要落實
案例

裸視 0.8 以下，需轉介眼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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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策略
•近視病的觀念-宣導近視病易失明的認知

•近視預防發生
–戶外防近視-延後近視的發生(黃金十年,高中前不近視)

• 教室淨空戶外活動(節能減碳，減少肥胖)

• 安親班問題-延長課後輔導至六點

• 體育時數不足,落實體育課及SHE150

• 教育政策及增加戶外教學或活動(每週14小時)

–近距離中斷3010
• 家長宣導-電腦、手機、電子書時間控管

• 校園採購增訂停歇軟體規格需求

–近視篩檢

•一旦近視，很難控制

•前近視兒童-加強追蹤,考慮治療計畫

•已近視者控制度數預防失明
–就醫控度防盲-減少高度近視人口

–近視學童（散瞳確定診斷及度數變化)

– -就醫率及治療比率

-成年前需長期控制



兒少近視病易盲

沒近視增競爭力

戶外活動防近視

3010眼休息

眼鏡雷射未治癒

就醫控度防失明

近視防治標語與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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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6至18歲近視盛行率（1986-2010年）

資料來源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最新的近視盛行率資料：
•台北市小學二年級學童近視盛行率竟高達 36%

•國小2年級學童近視比率半年增加6.9%

台北市小2生平均每天新增4名近視學童
(台北市衛生局，2014)



台灣學童近視盛行率

• 低年級新增加的近視比率最多

• 低年級介入的好處

• 低年級主要的危險因子、保護因子

29
Lin LL. Ann Acad Med Singapore 2004; 33: 27



近視在台灣的特點?

1. 近視盛行率太高 9成大學生有近視

2. 近視的度數太深 2成高中生有高度近視

3. 近視發生太早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近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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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的治療目標

• 在還沒產生近視的孩童

預防近視的發生

• 已經有近視的孩童

抑制/減緩度數的增加;預防進展成高度近視

• 高度近視的孩童

需定期接受視網膜/視神經/白內障檢查，篩
檢高度近視的眼睛併發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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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的預防方法(1)

1.增加戶外活動（白天)

-只要戶外，不論任何活動或運動
• 下課休息時盡量到戶外，不要都留在教室內

• 走路上下學

• 增加下課後戶外活動時間：公園，球場

-每天2小時(120分鐘)
• 未近視或即將近視的兒童

– 非常有效

• 已經近視的兒童
– 戶外活動

– 需加上眼科醫師協助的輔助治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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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的預防方法(2)

2.間斷近距離活動

• 避免長時間，中間沒有間斷

• Eg. 看書、畫畫、看電視、

打電腦/電動

• 30分鐘近距離工作休息

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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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的預防方法(3)

• 每半年定期檢查

• 眼科醫師散瞳檢查度數變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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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
執行與輔導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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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慈善
公益團體

眼科醫學
會等相關
團體

學校護理
人員相關
團體

健康促進
學校計畫
及健體輔
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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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共識推動視力保健政策。1
2

3
4

強化認知、預防與矯治之輔導機制。

教師視力保健知能之標準化訓練。

5

透過多元活動及績優學校遴選，
強化視力保健行為。

提供視力保健新知與資源，加強宣導。

39



近視會失明

兒少近視病

戶外防近視

3010眼休息

就醫控度防失明

眼鏡雷射未治癒

觀念宣導

執行 後勤

• 影片文宣教材
• 輔導委員共識
• 種子教師培訓
• 教室學生家長宣導
• 新聞媒體宣導

• 縣市學校輔導訪視
• 下課戶外&SH150
• 教案課程融入及家長結盟
視保短片競賽

• 績優學校遴選
• 戴帽防曬措施

• 教育醫療衛生共識
• 協助校護研習
• 高危險群追蹤輔導

40



保健政策

•提高衛生委員會視力保健功能運作與預算

•制定下課教室淨空政策

•強化學校課後輔導機制

物質環境
•戶外活動場地及設備

•教具製作

社會環境

•結合衛生與醫療相關資源

•充實輔導網路之視力保健教育資料庫

•培訓種子教師或視力小尖兵及小天使

健康技能

•教師研習課程

•視力保健知識融入課程

•親子共學講座教學並播放近視防治影片

健康服務

•持續追蹤視力不良率狀況

•篩檢、轉介及近視個案管理

•健康中心定期編列視力保健經費

社區關係
•強化家庭參與近視病防治之行為與活動

•助學校與衛生單位、眼科醫學會連結

105學年度學校視力保健
HPS範疇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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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目標期程規劃-(1)

項次 項目 說明 預計期程 備註

一、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理念，結合社區資源，強化學童視力保健在地輔導機制

1.1 中央、地方輔導委
員及地方政府承辦
人共識及增能會議

• 為強化輔導委員對於視力保健計畫

的實證新知，並對今年度計畫輔導

機制進行說明、討論與分享。

• 針對近視病認知、戶外活動與3010

指標、近視個案管理相關健康促進

學校視力保健指標以及輔導策略等

進行討論與共識。

• 說明績優學校、視力保健短片徵選

等競賽的辦理方式，並討論各項策

略推動困難與資源再次整合，進行

評價機制說明。

第1場-
105/10/2
1
第2場-
預計
106/2-3
月



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目標期程規劃-(1)

項次 項目 說明 預計期程 備註

一、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理念，結合社區資源，強化學童視力保健在地輔導機制

1.2 教育及衛生醫療
共識會議

•跨部會溝通、將近視是疾病觀念導入

衛教、落實戶外活動政策

•跨部會合作宣導及眼醫治療指引

•就醫健保問題

第1場-

預計

105/10/2

6

第2場-

預計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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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實施說明與協助角色 說明

二、加強學校師生視力保健觀念，包括下課教室淨空、戶外活動120、規律用眼3010等

2.1 105年度擇5縣
市(宜蘭縣、基
隆市、新竹縣、
新竹市、台南
市)，辦理「高
關懷縣市學校
視力保健輔導
訪視」每縣市
輔導5校，每
校至少輔導3
次(含校群輔導
會議)

遴選方式

• 輔導
委員

• 學校

1.委員須協助學校規畫專家進行輔導，規劃輔導
時程，進行方式除校群輔導外，亦輔導學校於校
內邀請各處室主任與教師組成團隊，進行校內需
求評估，需求評估內容建議包含：
學幼童視力保健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知能，特
別是3010行為與戶外活動時間、健康與體育課
程分析等。
2.專家輔導針對需求評估結果提出校本、家庭與
行為學童行為改變等策略。
3.校群定期與專家委員討論各項策略困難與解決
方式。
4.協助問卷前後測之施測。

預計
105/10
啟程

• 縣市
承辦

1.協助與中央輔導委員進行輔導規劃與討論
2. 提供近三年全縣(市)與各校視力不良率資料給
委員，以利各校需求分析與討論
3.協助今年度計畫辦理規劃
3-1視力保健增能會議
3-2績優學校遴選

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目標期程規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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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實施說明與協助角色 預計期程

二、加強學校師生視力保健觀念，包括下課教室淨空、戶外活動120、規律用眼3010等

2.2 追蹤輔導
104學年度
視力保健高
關懷縣市學
校
（5縣市:台
北市、桃園
市、嘉義市、
嘉義縣、屏
東縣
）每縣選一
校至少輔導
1次

遴選方式

• 輔導
委員

• 學校

1.委員須協助學校規畫專家進行輔導，規劃
輔導時程，進行方式除校群輔導外，亦輔導
學校於校內邀請各處室主任與教師組成團隊，
進行校內需求評估，需求評估內容建議包含：
學幼童視力保健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知能，
特別是3010行為與戶外活動時間、健康與體
育課程分析等。
2.專家輔導針對需求評估結果提出校本、家
庭與行為學童行為改變等策略。
3.校群定期與專家委員討論各項策略困難與
解決方式。
4.協助問卷前後測之施測。

預計
105/10
啟程，詳
見流程圖
-p22

• 縣市
承辦

1.協助與中央輔導委員進行輔導規劃與討論
2. 提供近三年全縣(市)與各校視力不良率資料
給委員，以利各校需求分析與討論
3.協助今年度計畫辦理規劃
3-1視力保健增能會議
3-2績優學校遴選

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目標期程規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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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說明 預計
期程

備註

三、辦理國中小視力保健績優學校遴選訪視及創意短片徵選活動

3.1 國中小視力保健績優學校
遴選訪視

協同主持人：羅凱暘老
師說明

協同主持人：羅
凱暘老師說明

四、提升學校教師及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及資源運用能力

4.1 辦理教師與學生（分為國
小組、國中組、高中高職
組）視力保健宣導創意短
片徵選活動

內容包涵下課淨空、規
律用眼3010、戶外活
動120、定期就醫控度
防盲等護眼措施

1.縣市推薦：依
各縣市教育局規
定時間辦理。
2.縣市推薦績優
教案，資料繳交
日期105年01月
31日

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目標期程規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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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說明 預計
期程

備註

四、提升學校教師及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及資源運用能力

4.1 協助地方政府分區辦理教
師視力保健研習

1.研習課程之教學為一結

構式之課程，包括理論與

實證以及教案經驗及影片

分享等。

2.以簡單、有效及實用之

視力保健知識為原則，讓

教師更有效吸收課程內容，

並進而應用於實務教學。

1.至少辦理4場次，每場預
計人數60人（課程應涵蓋
視力保健生活技能融入課
程教學並著重教師經驗分
享與演練）
2.預計安排縣市：
基隆市、宜蘭縣、新竹縣、
新竹市、台南市、台東縣

預計105年
12月開始

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目標期程規劃-(3)



眼鏡僅輔具，雷射未治癒

戶外防近視、3010眼休息

近視是疾病，失明風險高

定期看醫生、控度來防盲

近視防治標語與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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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 支持

感謝104學年度
績優學校成果資料分享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
新竹縣新社國民小學
新北市立大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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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力保健計畫團隊製作近視防治影片專區
一、104年

高度近視影片
高度近視影片
-新生家長座談篇-正常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az6xryib0

高度近視影片-濃縮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PMMvLfDMc

高度近視影片-行動篇
http://youtu.be/0sPtQiGDE5w?list=UUwqRSBp5vup6qcQEd__B_DQ

高度近視影片-手術經驗篇
http://youtu.be/D9gzcDCYy3M

二、105年
近視防治宣導影片

完整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zfFqEPQOI

精華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boqfgvxgY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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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計畫健促網路平台建置成果

績優學校
推動分享

教案分享

教師研習
講師簡報

評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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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輔導過的縣市

•104年視力不良率

排名前50%

•103至104年視力

惡化率排名前五

遴選縣市

基隆市

宜蘭縣

新竹縣

新竹市

台南市

5縣市

•104年視力不良率

排名前50%

•103至104年視力

惡化率排名前5

中心或

校群學校

全國22縣市

各縣市排定

輔導委員
與團隊
給予協助 資源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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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1至103

學年縣市視力不

良變化趨勢

•小四升小五視力

不良率與增加率

遴選縣市

台北市

桃園市

嘉義市

嘉義縣

屏東縣

5縣市

各別縣市選定

104學年度之中

心學校或擇定1

校由輔導委員進

行追蹤輔導

中心或

校群學校

全國22縣市

輔導委員
與團隊
給予協助

協助
資源整合

評價輔導後鼓勵中心學校
當未來縣市視力保健模範
校園將有效策略與校本特

色推廣至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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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群輔導會議

1.擬定介入學校視力保健方案

2預計期程：105年11月-12月

期中委員到校訪視

1.預計期程：106年1月-3月，

(配合委員與學校時間調整)

問卷(後測)

1.預計施測時間：106年4月-5月

成效評價

1.完成問卷前後測資料建檔統計

2.委員至校園訪視與成果回饋座談，

檢核計畫執行情況

3.預計時間：106年4月-6月

問卷(前測)

1.對象-1：全校抽樣班導師、學校衛

生組長、護理師(不納入統計)

2.對象-2：學童，施測方式：每年級

各抽1班，人數25人

3.施測時間：預計105年11月-12月

前後測問卷實施方式
施測時間、方式將預計發文說明並執行，
問卷紙本資料將由團隊準備並統一寄至學
校單位，測驗結束後由學校單位或各縣市
承辦協助回收寄回本團隊，以利資料建檔

縣市單位、委員、學校
共同協助執行

縣市單位、委員、學校
共同協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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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視力不良率排名

前50%

• 103至104年視力惡化

率排名前5

中心或

校群學校

各縣市學校
排定

輔導委員
與團隊
給予協助

協助
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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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績優保健學校
新竹市大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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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績優保健學校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小 59



健康課程-愛眼體驗自我覺察

體驗高度近視、視力模糊、失明時的感受

怎麼都看不見，感覺紅豆好少又好小，戴眼鏡真麻煩！

視力『溜滑梯』了-眼濛濛體驗
體會視障人士生活，感受視力減退生活的不便

新竹縣新社國民小學

DSCN2335 00_09_54-00_11_12 00_00_00-00_30_00.mp4
06_02 00_01_54-00_02_15.mp4


健康課程-愛眼競賽目標設定

迷人的璀璨視力趣味競賽-誰的眼睛最厲害？看出遠方數字！

孩子們集中“眼力”，努力的看著遠方的符號牌，答對給獎鼓勵

挑戰關卡越來越難，孩子也越發感覺視力保健的重要

新竹縣新社國民小學

望遠競賽2 00_02_42-00_03_11.mp4


104學年度績優保健學校
新竹市大觀國中 62



104學年度績優保健學校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小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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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績優保健學校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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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港國小



104學年度績優保健學校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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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績優保健學校
新竹市大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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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四月辦理視力保健-愛眼主題活動

學校視力政策-3.4月愛眼主題活動

愛眼
護照

愛眼
教學

愛眼
講座

愛眼
體驗

愛眼
競賽

愛眼
挑戰

愛眼
關懷

愛眼
餐

新竹縣新社國民小學



71

為了孩子的視力及國家未來，一起努力!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