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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学生近视等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 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大健康”工作理念，以

“健康宁夏”建设为主题，以“健康学校”创建工作为抓手，

对学生近视、沙眼、肥胖、营养不良及脊柱弯曲异常等常见

病进行积极预防、有效矫治，扎实有序地开展综合防治工作，

有效控制学生常见病，保障学生身体健康，达到防治目标，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二、组织领导

充分认识到常见病综合防治的重要性,把预防近视等工

作作为推进五项管理、双减工作，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地重要

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在教育教学中要了解学生、关心学生，

给予学生指导帮助，让爱与学生的发展同行。

领导小组：

组 长：达淑宁 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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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吴学峰

成 员：杨冬梅 朱海燕 李丹阳 杨富强 李婷婷

各年级组长、班主任、学科教师、校医

三、工作原则

学生近视防控及常见病综合防治工作是学校的一项常

规工作，伴随着学生的成长和教育教学工作，因此我们要有

一种爱的责任意识，将之纳入教育工作内容，明确工作原则。

1.坚持爱的教育原则

2.坚持预防为主原则

3.坚持综合防控原则

4.坚持全员参与原则

5.坚持阳光体育原则

四、建立健全学校健康卫生档案

1.建立健全学校各班学生和全体教职工的健康卫生档

案，定期健康体检，掌握教师的健康情况，掌握学生的生长

发育与健康状况，并进行健康分析，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卫

生保健措施。

2.定期做好学生健康监测工作，重点要做好学生的视力

不良、沙眼、营养不良、贫血、肥胖、脊柱弯曲异常龋齿、

肠道寄生虫等常见病的监测和预防工作。

3.做好学校常见病防治资料的整理分析工作，统计监测

覆盖率、患病率、防治人数、防治效果评价等指标。

4.大力倡导学校师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防

病能力。以学生近视、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常见病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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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为重点推进学校落实学生健康干预工作，加强对监

测数据的分析与利用，制定以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和学生个

人为主的针对性强的综合干预措施。

五、近视和肥胖等学生常见病干预行动

密切配合卫健部门，全面推进落实“灵动儿童阳光少年

健康行动”，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学习生活方式。

主要措施：以爱眼日、爱耳日、爱牙日、学生营养日等

健康主题宣传日为契机，以近视、肥 胖、脊柱弯曲异常等

学生常见病防控为重点，引导学生形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

方式。主动邀请、积极配合，开展六项重点行动：专家进校

园行动、学校卫生标准普及行动、中小学生健康月活动、学

校教学生活环境改善行动、健康父母行动和重点人群关爱行

动。

（一）专家进校园行动。

参与对象：全体师生。

主要内容：对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开展

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近视、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

病防控知识和技能宣讲。

行动方式：以宣传日为契机，邀请专家专家组到学校开

展技术指导、健康教育和技能宣讲。

落实时间：2021 年秋季开学前后

责任领导：吴学峰

（二）学校卫生标准普及行动。

参与对象：全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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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扎实做好传染病预防及疫情常态化防控、学

校卫生工作制度的宣贯，将学校卫生标准融合到学校卫生管

理制度中，

行动方式：邀请贺兰县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到校指导学校

卫生工作，开展专家讲座和培训等活动。

落实时间：2021 年秋季开学前后

责任领导：吴学峰 朱海燕 李 洋

（三）健康月活动。

参与对象：全体学生。

主要内容：扎实五项管理工作落实落地，把学生近视等

常见病防控作为重点，通过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使广

大学生掌握握手卫生习惯、咳嗽礼仪、正确佩戴口罩、科学

用眼、合理作息、足量运动、良好姿势、均衡膳食等知识和

技能，培养学生自主自律的健康意识和行为。

行动方式：通过专家讲座、主题班会，安全教育平台学

习、微信公众宣传、视频号、体育课程等，开展形式多样的

健康教育活动。以学生近视等常见病防控作为重点，持续开

展面向学生的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落实时间：常态化落实

责任领导：吴学峰 杨冬梅 朱海燕 李丹阳 杨富强

各年级组长 班主任 学科教师

（四）教学生活环境改善行动。

参与对象：各年级组、学科组、各班级

主要内容：积极配合卫健部门对学校饮水、卫生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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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面积、课桌椅、黑板、照明、噪声等环境卫生状况进行

全面摸排，并落实整改。

行动方式：依据依托监测评价结果，对学校教学生活环

境和学校卫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全面落实整改。班级教室

全部安装窗帘、定期更换饮水机滤芯、及时更换教室中不亮

的灯管、及时修剪教学楼前遮挡窗户的树木、全面加强卫生

间的常态化保洁，严格落实学校卫生各项制度，加强学校传

染病报告、晨午检、因病缺课/休学登记和追踪随访等工作。

改善学校视觉环境，提高课桌椅符合率，降低近视、肥胖和

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的发生风险。

落实时间：2021 年 9 月底

责任领导：吴学峰 杨富强 各年级组长

（五）健康父母行动。

参与对象：学生家长。

主要内容：促进家长重视学生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治工作,

学习掌握传染病、近视、肥胖、旅病、脊柱异常弯曲等学生

常见 病的防控知识和技能。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引导 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或体育锻炼，保证足量体力活动时

间，养 成终身锻炼习惯。

行动方式：以健康主题宣传日和各类家长活动等开展宣

贯活动。通过家长课堂、主题家长会、直播课堂、微信公众

号等形式宣教，引导家长和孩子增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用

眼习惯，科学安排膳食，保障充足睡眠时间。及时将监测结

果家长告知单，让家长及时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及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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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控制和延缓疾病的

发生发展。

落实时间：常态化落实

责任领导：吴学峰 朱海燕 李丹阳 各年级组

(6)重点学生关爱行动。

参与对象：各班新发现的近视、肥胖、脊柱异常弯曲的

学生。

主要内容：对各班近视、肥胖等学生进行全面摸排

行动方式：制定干预方案，建立健康管理制度，实行分

级管理，采取个性化、针对性干预措施。每学期开展两次视

力监测活动，及时反馈监测结果。

落实时间：常态化落实

责任领导：吴学峰 朱海燕 李丹阳 杨富强 各年级组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儿童青少年健康是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做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及干预是保障儿

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措施。各部门分沟通协调到位，任务落

实到位，督促指导到位，统筹做好近视等学生常见病和健康

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扎实推进健康学校创建工作。

（二）加强责任落实。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

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医务室完成监测和干预工作。

（三）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电子屏、校园广播、微

信公众号、直播课堂移动终端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广泛宣

传卫生科普知识，普及学生常见病防治知识，营造全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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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考核评估。学校加强对近视等学生常见病和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指导检查、考核评价，对于工

作落实效果差的年级、班级给予通报批评和问责， 并与绩

效工资挂钩。

七、具体方案、措施见附件

附件一：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方案

附件二：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沙眼防治工作方案

附件三：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营养不良综合防治方案

附件四：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肥胖防治方案

附件五：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脊柱弯曲异常防治措施

附件六：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龋齿防治措施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

二〇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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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方案

为了加强保护学生视力的工作，切实关爱学生健康，降

低我校近视发生率，特制定本方案。

一、加强保护视力的宣传教育，制定有保护视力的规章

制度，并认真执行。

1. 加强健康教育，将近视的原因、危害、预防和矫治

等方面的卫生知识，各有侧重地进行教育，以增强学生的自

我保健能力。

2. 按照学生不同发育阶段的生理、心理特点，将保护

视力的有关内容及培养学生用眼卫生习惯，作为学校卫生保

健教育的重要任务，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落实。

3. 教师要懂得有关防治近视眼的知识，熟悉学校的有

关规章制度和措施，人人担负起教育和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

用眼卫生习惯的责任。

4. 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开展矫治学生近视眼的工作。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

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5. 定期检查学生的视力，并将检查结果通知家长。认

真做好患病率、发病率等各类情况的统计分析。

6. 敦促近视学生进行配镜等科学的矫治，注意卫生习

惯的养成，控制视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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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学习环境条件。

1. 按照国家制定的学校卫生标准要求，努力改善校舍

环境及教室的采光照明条件，积极争取资金为班级教室更换

护眼灯。

2. 逐步配齐和调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规定的可升降课

桌椅，依据学生身高及时调整课桌凳高度。

3. 学校新建教学设施（教室、功能室等）的采光照明，

要符合国家规定的学校卫生标准。

附件二：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沙眼防治工作方案

一、沙眼发生原因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沙眼

感染在卫生条件差的地区较易流行、蔓延，造成危害。沙眼

晚期由于受累的睑结膜发生瘢痕，以致眼睑内翻畸形，加重

角膜的损害，可严重影响视力，甚至失明。感染沙眼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不良的卫生习惯引起病原体的传播。

二、防治策略与措施：

（一）策略

以健康教育为主要手段，向学生传授沙眼防治知识，培

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根据患病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的采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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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措施。

（二）措施

1. 健康教育：开展对学生、家长有沙眼防治知识宣传，

采取干预措施改变学生的不卫生行为。提倡一人一巾，用流

动水洗脸，避免交叉感染。

2. 改善卫生条件：按照《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要求，

不断提升完善学校卫生设施。

3. 治疗：根据每年学生体检的结果，对患病学生建档，

并将体检结果及时通知家长，敦促患病学生进行治疗，以取

得家长的理解和配合。

附件三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营养不良综合防治方案

一、营养不良产生原因

营养不良有多种，各种营养素的缺乏都会导致营养不良。

蛋白质－能量缺乏型营养不良（以下简称营养不良）是常见

的营养不良之一，主要表现为低体重。学生中出现的营养不

良以轻型为主。营养不良的危害很多，除使学生的学习能力

降低外，还降低身体的其它功能。学生时期正是身体的生长

发育高峰期，若出现营养不良，会严重阻碍学生的正常生长

发育，甚至影响一生的身体健康。 导致学生营养不良的原

因，在城市主要为缺乏有关的营养知识，膳食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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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食、挑食及吃零食过多。另外部分女学生中的心理障碍，

过度节食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防治策略与措施

（一）策略

以宣传、普及营养知识为主要手段，采用群体宣传教育

等多种形式，改善学生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提高学生的自我

保健能力；

（二）措施

1. 健康教育：将合理营养的知识纳入《体育与健康》

工作计划。

2. 合理安排膳食；

3. 防治指导：定期查治患病学生，观察疗效。 体检结

果应及时通知家长，以取得家长的理解和配合。对患有轻度

营养不良的学生，与家长合作，进行膳食指导，对患有重度

营养不良的学生，通知家长，去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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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肥胖防治方案

一、肥胖产生原因

儿童少年时期发生的肥胖绝大多数属于单纯性肥胖，其

发生原因既有环境因素又有遗传因素。 环境因素：营养过

剩是儿童青少年肥胖的最重要原因，吃进去的食物过多，以

致使多余的热量转变成脂肪，在体内蓄积，同时，又缺乏足

够运动，那么，缺乏运动也是造成儿童少年肥胖的最重要因

素。饮食习惯与肥胖密切相关，有人研究，大量吃甜食、动

物性脂肪和油腻食物的人容易发生肥胖。主食吃得过多，吃

饭速度过快也是造成肥胖的原因。医学认为，肥胖与遗传因

素有关，主要原因是父母子女同在一个家庭，他们的饮食方

式和活动方式相同，而且父母不正确的饮食习惯可以影响后

代，那么从小继承下来的饮食嗜好还很难纠正，如从小爱吃

油腻食物的人，往往到了青少年时期还不会改变。

二、防治措施

1．认识肥胖对机体的危害，肥胖产生原因及防治方法，

提高预防肥胖的知识和能力。

2．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进食量适中，不过饱，为了

增加饱腹感，餐前可先吃水果和汤类。少吃糖果、点心等甜

食，少吃油腻食物，吃饭要细嚼慢咽，防止狼吞虎咽，两餐

间的零食可以以水果和玉米花一类的小食品来代替糖果糕

点。

3．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合理安排作息制度，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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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过多，饭后不要马上看书或看电视，晚饭与上床睡觉之

间最好有 3 小时的间隔。

4．如果已发胖，千万不要强行采取饥饿疗法或减肥药

物来降低体重，这样会影响青春期正常发育甚至发生青春期

厌食症，应该及时进行饮食成分的调整，如减少主食，限制

吃肥肉、奶油、精制糕点、糖果；多吃含纤维素多的食物，

如新鲜蔬菜和水果；瘦肉、鸡蛋、黄豆，则不宜减少。

5．加强体育锻炼，增加热量消耗，如做减肥体操、游

泳、跑步等各种活动。应有一定的运动量，并坚持锻炼持之

以恒，这样既可增强体质，提高身体抵抗力，又可起到减轻

体重的作用。

附件五：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脊柱弯曲异常防治措施

一、加强全面系统的体育锻炼，保证每天坚持“两操两活

动”尤其是加强躯干肌肉的锻炼，使各肌肉能均衡发育。

二、加强学校课桌椅管理，做到按学生身高配套使用。

三、从一年级入学抓起，培养学生正确的坐、立、行走姿

势，保证身体正直。

四、提倡双肩背式书包或两肩轮换背书包。

五、发现脊柱弯曲，要及时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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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学生龋齿防治措施

一、通过爱牙日、爱牙周活动，广泛宣传口腔卫生知识，

养成人人刷牙、天天刷牙、正确刷牙、用保健牙刷刷牙、食后

漱口的良好习惯。

二、控制糖食，临睡前更不要吃甜食；提倡吃杂粮、蔬菜、

水果、肉类、豆类等食物。

三、定期检查，早期发现，及时与家长联系，由牙科医生

对龋齿学生进行龋洞充填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