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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办眼视光学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可行性

刘红，俞晓艺，阳艳，廉丽华，罗英子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广州 510405)

[摘　要]	 本研究从目前国内外眼视光教育开展情况来探讨开办眼视光专业本科教育的必要性及社会需求

性。从学校师资力量优，教学模式多样性，实习基地广及办学经验丰富等方面来探讨广州中医药

大学开办眼视光学本科专业的可行性；并探讨以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专业理论培养、实践技能培

养为基础的适合眼视光学四年制专业发展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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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social demand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optometr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optometry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easibility of setting up the four-year under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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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视 光 学 是 一 门 现 代 光 学 技 术 和 现 代 眼 科

学相结合，并运用光学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解

决视觉障碍的新兴、交叉学科。眼视光学专业在

发达国家已成为眼科学领域眼保健的必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我国与视觉健康和视功能有关的眼

病患者日益增多，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已高居世界

第一，且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视觉

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治疗到预防的不断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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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视光学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目前中国眼

科医师和视光师人才缺口还很大，国内多所院校

已相继开展视光学教育以满足视光人才需求，在

我国，这个专业将成为一个新兴的热门学科。

1  国内外眼视光学教育现状

眼视光学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有150年的历史，

已经形成较严格的、完整的教育研究体系。目前

主 要 有 “ 北 美 模 式 ” 和 “ 英 联 邦 模 式 ” 。 在 美

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眼视光学专业的学生首

先完成四年本科学习，然后再接受四年的视光学

专业教育，顺利毕业之后再通过美国统一的视光

学资格职业考试，可获得眼视光学博士学位，并

有权开普通眼科药物和眼镜，这就是所谓的“北

美模式”。在澳大利亚、欧洲、中国香港等地，

眼视光学主要基于理工模式，视光学教育由理工

类大学提供，学生完成四年本科教育，毕业后可

获得视光学本科学位。没有开处方的权力，主要

在视光诊所和眼镜店工作，这种模式称之为“英

联邦模式”[1-3]。

我国眼视光学教育起步较晚，从上个世纪末

开始慢慢生根发芽，1988年温州医学院在国内借

鉴国外眼视光学发展模式，结合我国特色，率先

成立了以临床医学为教育背景的眼视光学专业，

开创了“温州模式”的中国眼视光学教育，促进

了我国眼视光学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眼视光学

教育模式主要有商校类的高职高专教育和高校的

四年制、五年制本科教育以及视光学硕士博士研

究生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学

习 2 ~ 3 年的眼视光专业知识，考取眼镜验光员职

业资格即可上岗从业，甚至还有短期眼镜从业人

员培训班，毕业后可颁发眼镜行业相关证书。目

前眼视光学高等教育以四年制眼视光学本科理学

教育和五年制本科眼视光医学教育为主，前者培

养的是无手术权和处方权的专业视光师，可以从

事医疗辅助特殊检查及眼视光相关工作；后者培

养的是有处方权和手术权的具有眼视光和医学背

景的眼视光医学人才，可从事视光相关疾病的防

治、手术等临床工作。目前我国招生四年制本科

教育高校约10余所，各大院校毕业生调查问卷[4]显

示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比较乐观。某些高校

已相继培养出多届眼视光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等视光学高端人才，教学模式也逐渐与国际

并轨，如温州医科大学与美国英格兰眼视光学学

院联合培养视光学博士，毕业后可考取美国视光

师职业执照[5]。

2  培养眼视光学人才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活

方式的改变、对教育的重视、人口老龄化等都促

使了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逐年增加，年龄相关性眼

病逐渐增加，眼病谱也发生了改变。因此，防盲

工作已从治疗向眼健康管理、眼病的预防进行转

变。“十三五”期间，眼健康规划的实施将成为

“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6]。在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报告[7]中，大健康、提升人民群众眼健康

水平已被提至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紧接着，孩

子的眼健康问题也被国家重视，近3年爱眼日主题

均围绕青少年近视防控。8月2日，教育部、卫生

健康委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

核指标。青少年近视防控、眼保健、眼病的预防

都是眼视光学的研究内容，目前这些工作已经被

提高到国家战略、政绩层面，这就需要更多的眼

视光学专业人才来完成这个任务。我国目前眼视

光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教育的院校共1 0余所，年招

生规模较小，完全不能满足国内的视光学市场需

求 [ 4 ]。由于我国培养眼视光学专业人才高校数量

有限，每年培养的眼视光学专业人才有限，在视

光学市场需求增加而相关人才培养不足的大环境

下，加快培养我国眼视光学优秀专业人才的任务

刻不容缓。

3  开办眼视光的可行性分析

3.1  师资力量

广 州 中 医 药 大 学 ( 以 下 简 称 我 校 ) 目 前 拥 有

教 职 员 工 5  0 0 0 余 人 ， 其 中 双 聘 院 士 2 人 、 国 医

大 师 3 人 、 全 国 名 老 中 医 学 术 继 承 工 作 指 导 教 师 
40余人、正高职称500余人、副高职称600余人、

博士生导师近200人、硕士生导师近800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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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学院对现有教师实行多形式、多渠道、多层

次的培训，建立常规化的师培制度和行之有效的

经费投入制度，实施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培

育工作，每学期均组织“杏林春晓”教师培训、

示 范 教 学 、 公 开 教 学 、 教 学 观 摩 ， 有 听 课 有 评

议，互促互学；另一方面积极推行“内培外引”

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适当引进急需的高学历、

高层次的优秀人才。

视光学专业开办由我校第一临床医学院眼科

教研室负责，公共课程由大学统一安排，眼视光

学专业课程部分由眼科教研室教师1~2名专职老师

担任。其余8~10名老师兼职担任部分学时，几何

光学理论及医用物理学由我校信息工程学院物理

光学老师负责。

3.2  实训基地

专业承办所在学院为第一临床医学院，负责

协调联系的临床实践教学基地，总数3 7间，其中

附属医院 1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 1 1 所，教学医院 
4所，实习医院21所。一些与眼视光学相关合作的

医疗机构及外企正在开拓中，每个基地有实践经

验丰富的老师负责带教和管理工作，医院设备先

进、技术均能够满足视光学专业实习要求。

3.3  实验室与仪器设备

加 大 专 业 教 学 投 入 ， 实 现 优 质 教 学 资 源

共 享 ， 重 点 建 设 学 校 现 有 的 广 东 省 教 学 示 范 中

心——“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购买眼

视光学相关设备，成立眼视光学教学实验室3间，

为学生专业技能训练提供优质的实验条件。

3.4  办学经验

我校成立于 1 9 5 6 年，为我国首批建设 4 所中

医药院校之一，属广东省“211工程”重点建设高

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次均为优秀。

2017年中医学专业被评为双一流大学学科。学校

开设本科专业18个，横跨7个学科。现有各类在校

生2万多人。学校占地面积1 377亩，总面积80多万

平方米，现有广州三元里、大学城2个校区，下设

学院14个、研究所(研究中心)14个。

专业承办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自建校伊始就

承担临床教学任务，目前每年承担近250个班次的

13 000多教学时数，每年均有超过400名本科生在

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毕业实习。学院注重抓好专业

与课程建设，制定了专业与课程建设规划及落实

措施，将专业和课程建设当作深化教学改革、提

高教学质量的一项根本措施来抓，效果显著。

4  四年制眼视光学培养模式

结合我校特色，借鉴兄弟院校眼视光学培养模

式，我校四年制本科培养模式将以人文素质教育培

养、专业理论培养、实践技能培养模式为主。

4.1  人文素质教育培养

人 文 素 养 是 通 过 对 人 文 知 识 、 思 想 及 方 法

的学习、熏陶以及实践等，表现为人的气质、人

格、修养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8]。人文素质教育

的根本在于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

自然、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的情感、意志等方面

问题。在医学上人文素质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对

生命的关切，对人类精神文化的认知，对理想人

格的培养和塑造。眼视光学专业学生在培养专业

知识的同时必须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9]。

4.2  专业理论培养

眼视光学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医学和光学的

交叉学科，专业理论培养主要在传统的理论式讲

解教学基础上，将问题式(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学、案例式(case-based lear ning，CBL)教

学、情境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用于专业理论培养

上，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学习，熟

练 掌 握 专 业 知 识 。 专 业 理 论 内 容 主 要 以 视 光 学

相关课程如眼视光光学基础、验光学、眼镜学、

角膜接触镜学、双眼视与斜弱视学、低视力学等 
为主。

4.3  实践技能培养

实践性强是眼视光学的主要特点，实践技能

的培养在视光专业中显得尤为重要。经过四年大

学教育，培养出的眼视光学专业人才必须有较强

的实践技能，毕业后直接上岗上线。实践技能的

培养主要是课内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实习基地培

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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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我校经过前期教学经验的积累，积极的对外

学习交流，培养眼视光学教师团队，2017年顺利

通过教育部眼视光学新专业的认证，经过前期的

筹备工作，目前具备开设眼视光学专业的条件，

再加上中山大学眼科中心视光专家的大力支持协

助，相信在未来的专业开办中一定能为社会输送

合格优秀的眼视光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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