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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健康管理背景下眼视光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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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卫生组织及我国“健康中国”战略都将视觉健康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多方位、全周

期保障民众视觉健康，增强人们视觉保健的意识是我国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重点。而人才培养是

行业发展的命脉与基石，因此眼视光人才教育的探索与建设又是重中之重。本文以天津医科大学

眼视光专业为例，就当今社会视觉健康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切实有效地开展眼视光教育、培养与

时俱进的眼视光专业人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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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sual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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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Chines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have elevated visual health management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Ensuring people’s visual health multi-directionally in whole period and enhancing 

people's awareness on visual health care are the strategic focus for us to achieve a healthy China. Talent training 

is the lifeblood and cornerstone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optometry talent 

education is a priority. Taking the optometry department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optometry education and train optometry professionals wh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sual health management in today’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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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6 届 世 界 卫 生 大 会 提 出 了 “ 面 向 普 遍 的

视觉健康：2014—2019年全球行动计划“，其最

终目的是减少可避免的视力损伤，保证视力损伤

者获得康复服务，使所有人都能接受综合视觉健

康服务 [ 1 ]。2 0 2 0年3月5日，国家教育部审批通过

了两所高校的眼视光医学专业，因此，自温州医

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早期开

设眼视光医学专业以来，目前我国已有2 1所院校

获批开设此专业。由此可见，视觉健康管理蓄势

待发，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已然迫在眉睫，眼视光

人才教育培养体系模式的建设正是行业发展的根

本所在。本文介绍了视觉健康管理概述及其教育

范畴，并以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专业为例，就视

觉健康管理背景下如何切实有效地开展眼视光教

育、培养与时俱进的眼视光专业人才进行探讨。

1  视觉健康管理概述

我国“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将健康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其中视觉健康管理作为“健康中国”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样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1]。多方位、

全周期保障民众视觉健康，增强人们视觉保健的

意识，实现人人享有平等的视觉健康服务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

同时，随着信息化的快速进展及视觉虚拟技

术的不断普及，不良的用眼习惯及眼部疾病正在

潜移默化中蚕食人民大众的视觉健康，如何科学

用眼、健康用眼已成为当今民众普遍且急切的需

求。这一需求的不断提升，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眼

视光行业的蓬勃发展，逐渐从传统的验光配镜服

务向眼视光学疾病诊疗等综合性的视觉健康管理

方向快速发展。

因此，覆盖大众全生命周期的视觉健康管理

模式应运而生，成为眼视光专业发展的新趋势，

同时对相关人才培养及教育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2  视觉健康管理背景下的眼视光教育范畴

视 觉 健 康 管 理 以 眼 病 预 防 为 主 导 ， 以 早 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作为基本原则，通过专业而

全面的视觉健康宣教、视觉功能的检查、干预及

定期监测等，进行可持续的视觉健康管理，提高

国民的视觉保健意识及视觉健康水平[3]。因此，视

觉健康管理是一项全方位、多维度的健康理念，

在眼视光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涵盖以下几方

面内容(图1)。

2.1  视觉健康科普宣教

“上医治未病”。视觉健康管理的重点即是

在尚未发生眼病阶段，通过专业化、系统性的科

普宣教，提高大众的视觉保健意识，预防眼病的

发生发展。

首先，科普宣教目标人群需要做到全生命周

期的关注与覆盖。婴幼儿时期( ~ 6岁)应做好遗传

咨询及疾病筛查；青少年时期(7~18岁)以屈光不

正为主，尤其对于发病低龄化、普遍化的近视应

重点关注；青年时期(19~40岁)多以视疲劳、干眼

等功能性眼病为主，应告知大众其可防、可治、

可改善的特点；中老年时期(40岁以上)逐渐发生各

种年龄相关性眼病，通过科普宣教进行疾病预防

及早期干预。

图1 视觉健康管理背景下的眼视光教育范畴

Figure 1 Scope of optometry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sual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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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普宣教的形式应丰富多样，开展综

合干预。采用科普讲座、社区筛查、校园宣教、

医院建档等方式，并通过线下科普宣教及线上信

息推广相联动，传统媒体与网络推广相结合，增

加科普项目的趣味性及智能性。

再次，科普宣教应鼓励不同角色人群的广泛参

与。这是一项社会性的公共卫生服务，需要眼视光

医生、教育机构、媒体等多方沟通协作，形成合力

实现视觉健康管理科普工作的有效推进与开展。

2.2  视觉健康的检查

视觉健康的眼部检查是进行评估及干预的基

础，主要包括视觉健康基本检查项目及特殊视觉

质量检测。

视觉健康基本检查项目包括一般眼病诊疗中

涉及到的病史采集、视觉基础检查(视力、眼位、

眼球运动、立体视、瞳孔、色觉及视野等)、眼科

常规检查(裂隙灯、眼底镜)、屈光及双眼视功能检

查(知觉性三级视功能、调节及辐辏等)。尤其是在

目前视疲劳患病率增加、功能性眼病日益增多的

情况下，双眼视功能检查尤为重要。

特殊视觉质量检测则包括光学生物测量仪、角

膜地形图、角膜内皮检测、对比敏感度、像差分析

仪、欧卡斯视觉质量检测、开放视野全自动验光仪

等，针对某些特殊人群选择性地开展检测项目，可

全面综合地反映人眼视觉功能及分辨能力。

2.3  视觉健康的评估及干预

根据视觉健康检查结果，由专业人员进行健

康风险及视觉现状的系统性分析及评估，重点是

要提供综合性、个性化的干预措施。视觉健康管

理的干预主要覆盖以下几类人群。

第一类为以近视、远视、散光、老视为主的屈

光问题，以防控发展及屈光矫治为主。教育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4]于2018年7月共同起草《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规定将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政府考核指标，反映了近视防

控工作的迫切需求与重要意义。第二类为视疲劳等

视觉功能问题，关注视觉训练及视觉功能的改善。

由于并无眼部器质性病变，往往眼部药物、手术等

治疗收效甚微，而应当辅以视觉训练。第三类为需

要早期筛查、诊疗的各种眼病，如白内障、青光眼

等“可避免盲”。需要民众加强视觉健康管理意

识，同时眼视光人员需承接民众视觉保健、疾病早

期筛查需求，完成闭环诊疗。第四类为低视力及视

觉康复，发掘及利用潜在的功能性视力，进行视觉

康复训练。眼视光、康复及教育等多学科专家应多

方协作、密切配合[5]。

2.4  视觉健康档案的建立及定期监测

建立个人的视觉健康档案并定期监测，有助于

帮助大众养成良好的、可持续性的视觉保健意识，

同时可以做到眼病的早期筛查、诊断及干预。

视觉健康档案的建立包括两种形式，即视觉

保健目标人群“走进来”及眼视光专业人员“走

出去”。“走进来”是指国民大众通过科普宣教

等 提 升 视 觉 保 健 意 识 后 ， 来 到 医 院 、 视 光 中 心

等视觉保健机构进行视觉检查及评估，建立个人

视觉健康档案，对潜在风险提高防范意识，对眼

病初期及时治疗，做到个性化的视觉健康筛查及

干预。而“走出去”则需要眼视光专业人员前往

中小学校、社区或公共平台等开展眼部疾病、屈

光及视功能等问题的筛查及评估，并通过定期随

访，动态监测及评估目标人群的视觉健康状况。

这种方式适用于因多种原因不便来医院就诊、且

数量较多的人群，可以更加便捷、高效地享受到

视觉保健服务。

因 此 ， 在 视 觉 健 康 管 理 背 景 下 ， 眼 视 光 专

业人才需要通过全面、专业的眼部健康检查及评

估 ， 对 视 觉 健 康 的 危 险 因 素 进 行 早 期 预 警 及 干

预，并以此为据提供个性化的视觉健康指导，结

合形式丰富的视觉健康科普宣教及档案建立，加

强国民对视觉健康重要性的认知，提高国民的视

觉保健意识。

3  视觉健康管理背景下眼视光教育模式的
探索

人才的培养是行业发展的命脉与基石。目前，

我国眼视光专业的人才培养主要依赖于高等院校眼

视光学教育，相较于基层视觉保健机构人员及社会

从业者，高等教育更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在当今

视觉健康管理大背景下，眼视光高等教育应与时俱

进，探索切实有效的教育模式，以此满足相应目标

人群的视觉健康需求。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成

立于2004年，结合十几年的教学经验与当今社会视

觉健康管理背景，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了眼视

光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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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视觉健康管理背景下眼视光教育模式

Figure 2 Education mode of optome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sual health management

3.1  不同学制联合培养

视觉健康管理的广泛开展需要不同层次、不

同角色专业人员的共同参与。因此，为了契合社

会对视觉保健人才的大量需求，需要多种视光教

育培养模式及体系的共同努力[6]。目前，天津医科

大学通过5年制、4年制及3年制的眼视光教育，各

有侧重，有的放矢地培养专业人才。

其 中 ， 5 年 制 眼 视 光 教 育 强 调 眼 科 医 学 与 视

光学的互补统一，属于医学教育体系，毕业后取

得医学学士学位，并可考取医师资格证书，具有

手术权和处方权；可以承担眼科医生、眼视光医

生的角色，进行眼科的综合性服务，隶属卫生部

管辖。以5年制医学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课程设计，

应在医学相关课程的基础之上，侧重临床医学核

心课程及眼视光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例如其课

程内容既包含了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医学基础课

程，又涵盖了内科、外科等临床重点课程；同时

在此过程中穿插眼应用光学、眼镜学、眼科学基

础等眼视光学基础课程及眼病学、屈光验光学、

双眼视觉学等眼视光学临床应用课程，由此达到

医学课程与眼视光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及知识难

度的循序渐进，兼顾了医学知识的广度与眼视光

学专业培养方向的深度。

4 年 制 眼 视 光 教 育 属 于 理 学 教 育 体 系 ， 毕 业

后取得理学学士学位，不能考取医师资格证，但

可以考取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业资格证

书，属于专业技能证书，可从事眼视光技师、验

光师等工作，隶属人社部管辖。其课程设置与5年

制的区别在于临床核心课程有所削减，但视光专

业课程的设置差异不大。例如将内科、外科、妇

科、儿科及其他临床课程整合为一门课程“临床

医学概论”，课时大幅度减少，教学目标也有所

调整，要求学生对临床常见疾病的诊疗大致了解

即可。但是眼视光专业课程的课时数量、教学内

容等与5年制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在教学目标上稍

微弱化了眼病学等眼科疾病治疗方法的要求，更

侧重于视觉功能检测评估及视功能异常的诊断思

维的培养。

3年制眼视光教育属于高职大专类院校，同样

只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可从事验光员、眼镜加工

等工作岗位，隶属人社部管辖。其课程设置以视光

技术操作类为主，其教学过程中并不包含医学基础

学科及内外科等临床学科，而是在入学之初直接进

行眼视光相关课程的学习，且重点培养应用型技术

人才，因此更侧重于眼视光相关检查及视功能评估

的实践操作，对于眼视光疾病临床诊疗思维培养的

要求相较于5年制及4年制有所降低。

采 用 不 同 学 制 联 合 培 养 的 教 育 模 式 ， 使 得

其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各有侧重，分别承担不同

的 工 作 角 色 ， 互 相 协 作 配 合 、 相 得 益 彰 。 这 是

根据我国国情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案，

不同国家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最

早开展眼视光教育的国家之一，自1872年I l l inoi s 
College of Optometry成立以来，其教育制度逐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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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充实，形成了全美统一的眼视光教育模式，即

在大学4年预科的基础上，再经过4年的眼视光研

究生教育，既可以获得眼视光博士学位(Doctor of 
O p to m e t r y) [ 7 - 8 ]。4年期间学习内容包含了医学基

础课程、眼视光基础及临床课程等，全面系统且

循序渐进，学生毕业后可以作为眼内科医生开展

临床诊疗，也可以开展验光配镜、视觉训练等视

觉保健工作，类似于我国5年制眼视光教育涵盖的

范围[9-11]。

3.2  强化临床实践，理论实践相结合

眼视光教育是医学、理学等多门学科综合应

用的交叉学科，涉及到眼科学、眼视光学及其他

多门相关知识，不仅需要夯实的理论基础知识，

同时更加需要全面综合的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相

辅相成[6]。

目前一些视光院校仍延续了以教师理论授课

为主、学生被动学习的传统教学方法，学生缺乏

实践操作机会，参加工作后对于临床技能的掌握

有待加强[12-14]。为了使眼视光专业学生加深对视觉

健康管理及本专业发展前景的理解与认识，天津

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组织学生在低年级早期即接

触临床，以见习、参观等形式初步了解视觉健康

管理范畴及内容；在高年级则进入眼科门诊、眼

视光门诊、验光配镜部门等机构实习，通过操作

实践掌握基础、规范的检查手段及诊疗原则。

在进入临床实践之前，通过分站式模拟就诊

对 于 学 生 的 理 论 知 识 及 常 见 临 床 操 作 进 行 评 估

与 综 合 考 核 ， 考 核 合 格 后 方 可 正 式 进 入 临 床 实

习 。 在 临 床 实 践 过 程 中 ， 可 采 取 多 种 形 式 加 强

理 论 知 识 与 临 床 实 践 的 结 合 ， 强 化 实 习 效 果 ：

如 临 床 实 习 导 师 制 可 实 现 带 教 老 师 与 学 生 “ 一

对 一 ” 精 细 化 培 养 及 师 徒 传 承 的 精 益 化 管 理 ；

又 如 多 科 室 轮 转 可 帮 助 学 生 们 将 不 同 学 科 的 知

识 融 会 贯 通 ， 避 免 “ 只 见 树 木 、 不 见 森 林 ” 局

部 诊 疗 思 维 的 限 制 ； 再 如 通 过 病 例 汇 报 评 比 将

其 临 床 所 见 所 学 进 行 提 炼 总 结 ， 培 养 学 生 对 病

例 综 合 分 析 的 诊 疗 思 维 及 沟 通 技 巧 。 在 各 科 室

实 践 结 束 后 ， 通 过 出 科 专 业 知 识 考 核 、 带 教 老

师 与 学 生 互 评 等 形 式 ， 对 实 践 效 果 进 行 总 结 与

反馈，教学相长，持续改善 [ 1 5 ]。

因此，在理论学习基础之上强化临床实践，

培养学生对于视觉健康管理的相关理念及内涵融

会贯通、求真务实的能力及品质。最终对于临床

技能的实践考核中所有学生的平均分都可达到9 0
分以上，毕业后无论是参加工作还是考研继续深

造，都得到患者和带教老师的一致好评。这一教

育 模 式 也 推 广 应 用 于 其 他 院 校 ， 有 研 究 表 明 增

加实践教学课程的学生在职业技能实践考核、学

生自我评价调查问卷及实习带教教师的反馈评分

中，均明显优于单纯理论教学的学生( P < 0 . 0 5 )，

如 专 业 技 能 反 馈 评 分 两 组 分 别 为 2 1 . 8 7 ± 1 . 8 5 和

17.95±1.53(P<0.001)[14]。在另一项研究[15]中，75%
的学生认可病例导向的实践教学对于提升自己专

业水平大有裨益。

3.3  积极参与科普宣教

行动在后，理念先行，积极参与科普宣教也

是 践 行 健 康 管 理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1 6 ]。 天 津

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多年的教育经验提示我们，

要使视觉健康管理模式真正落地、切实推广，就

必须转变核心理念，将“治已病”转化为“治未

病”，将人民大众被动的疾病诊疗转化为主动的

健康维护，因此对视觉健康管理的科普宣教也应

渗透于视光教育中。 
首先，鉴于视觉健康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需

要建立在大众正确的保健常识上，眼视光教育过

程中应对此进行鼓励与引导，秉承“理念先行”

的教育观念，将科普宣教的重要意义在潜移默化

中渗透入眼视光教学过程中去，通过形式丰富多

样、内容专业全面的宣教活动，开展全面综合干

预，促进视觉健康管理工作的稳步开展。

其 次 ， 在 引 导 学 生 进 行 科 普 宣 教 的 教 学 过

程 中 ， 我 们 开 设 了 相 关 课 程 并 不 断 完 善 ， 通 过

教 师 引 导 、 小 组 讨 论 、 课 堂 演 示 、 社 区 实 践 等

环 节 ， 循 序 渐 进 地 对 学 生 视 觉 健 康 管 理 科 普 宣

教 的 意 识 培 养 及 科 普 形 式 进 行 指 导 与 提 高 。 例

如 ， 鉴 于 日 益 加 剧 的 近 视 现 状 及 国 家 对 于 近 视

防 控 的 高 度 重 视 ， 鼓 励 并 引 导 学 生 采 用 科 普 讲

座 、 校 园 宣 教 、 医 院 建 档 等 方 式 全 方 位 开 展 宣

教 活 动 ， 强 调 屈 光 发 育 档 案 建 立 的 重 要 意 义 ，

遵 循 “ 防 近 视 、 控 加 深 ” 的 防 治 目 标 ， 普 及 近

视防控及视觉健康知识。

此外，天津医科大学利用学生的各级各类课

题、项目等形式对此进行积极引导与支持。如大

学生创新课题、暑期社会实践课题等，提供一定

的资金、资源支持与专业技术指导，培养学生的

科普宣教意识，建立一批富有经验、积极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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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队伍，并对优秀成果给予肯定与推广，以此

形成学生主导、老师指导、高年级带动低年级、

统筹协作的良性循环。近3年来，天津医科大学眼

视光学院学生积极申报各级各类课题百余项，如

“公众对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认知情况的调查

及相关知识普及”“老视的社会认知程度调查和

知识普及”等项目，通过科学调研与科普宣讲等

形式，普及、宣传了视觉健康知识，也可以锻炼

并提升自己的社会实践水平及科研能力。

3.4  “互联网 +”视觉健康管理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技术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2015年7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17]，意见中提出：推广

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

服务，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医疗的便捷服务。该

模式已应用于医学相关专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中[18]。

在眼视光教育教学过程中，应积极顺应当今

社会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将互联网+视觉健康管

理协同结合，培养学生将二者紧密结合的观念与

意识，并学习相关必需的技术知识。

天津医科大学将相关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的

学习过程中，在低年级将互联网应用技术渗透入

计算机基础课程，学习必要的技术手段；高年级

通过开设互联网+视觉健康管理选修课、开展学院

内“互联网+”项目实践等形式丰富学习内容，加

强学习效果 [19]。例如，在课程开展过程中基于互

联网云端的构建，引导学生应用技术手段采集院

系同学的视觉数据，并以此模拟人群视觉健康大

数据，通过记录、储存及动态变化的监测，发掘

潜在变化趋势，预警并遏制视觉健康危险因素，

对个体进行动态性、实时性、持续性的“过程管

理”[20]。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遵循“互联网+”是

形式和手段，“视觉健康管理”是内容和目的，

重视二者的有机结合，在加强传统卫生健康人才

建设的基础上，培养具有“互联网+”诊疗思维眼

光、掌握“互联网+”应用技术能力的视觉健康管

理人才。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为保障学生的学

习进度，各大高校都调整了教学方式，开展线上

教学、答疑等学习指导 [ 2 1 - 2 3 ]。我们应用雨课堂、

腾讯会议等形式，利用信息化技术、网络资源和

平台，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设置、师资在线教学能

力培训及优质教学资源遴选等一系列的措施，确

保眼视光专业课程在线教学的质量 [24]。这也是将

“互联网+”与“视觉健康管理”紧密融合、统筹

兼顾的成果体现。

4  结语

综上，在视觉健康管理背景下，眼视光院校

应积极探索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的眼视光教育模

式，培养德高医粹、知行合一的视觉健康管理专

业人才，以满足当今“健康中国”战略下民众对

于视觉健康的普遍需求，进一步保护和改善国民

的视觉健康，为国民视觉健康状况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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