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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以“腾讯会议”教学为例)在医学教育

中的利弊及其与医学生眼表疾病的相关性，为改进线上教育方案、预防干眼提供依据。方法：以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使用问卷星收集数据，研究

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的效果及对眼表疾病的影响。结果：共收集到131份有效数据，绝大多数学生

(84.73%)认为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是有效的，96.18%的学生认为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达到或部分达

到了学习的目的，但是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的师生互动与课堂氛围有待加强，另外网络设备问题也

是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调查显示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参与学生的干眼患病

率达66.41%，家庭所在地、家庭人均月收入、使用设备、是否全程专注听课与干眼患病率之间无相

关性。结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在医学教育中是有效的，但是师生互动不

足、课堂氛围不够活跃、网络连接不稳定是其主要问题。此外，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会增加干眼的

发病率，需要提高护眼意识，积极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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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爆发，随后肆虐全球，对医

学教育造成了极大影响[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

据，由于COVID-19而关闭的学校已经影响到世界

各地超过15亿儿童和年轻人 [2]。这其中包括2.7亿

中国大陆学生，他们无法按计划在校园开始他们

的春季学期(2020年2月至8月)。国家教育部门要求

高校在疫情防控的严肃时期全面展开线上教育，

以确保师生安全，杜绝传染可能[3]，鼓励广大师生

群体利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采用全新的形

式进行“教”与“学”的改革。中南大学因疫情

防控，在2019至2020年第二学期开展以互联网为

媒介的教学模式。

线上教育具有灵活的教学方式与丰富的教学

资源，势必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4]。利用线上

教育平台，如“腾讯会议”“钉钉”“超星学习

通”等，教师通过直播与录播功能进行教学，学

生通过回放、暂停与倍速功能进行复习与巩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在网

络 学 习 方 面 获 得 了 广 泛 的 经 验 。 在 线 教 授 与 网

络学习结合，使现代化课堂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

限制，师生可以足不出户，满足了疫情防控的要

求，实现了高度自由的教授与学习。

但是，面对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线上教学，

师生不可避免与电脑、手机或平板长时间接触。

有研究[5]表明：电子产品的使用可加重干眼，出现

眼部干涩、异物感、烧灼、眼红、畏光甚至视力

下降。目前把因电子产品所导致的干眼称为视频

终端综合征(computer v ision syndrome，CVS)[6]。

一项研究 [ 7 ]表明在大学生中 C V S 的发病率显著高

于其他人群。现在普遍认为注视电子屏幕时间过

长会出现调节能力下降、瞬目减少和泪液分泌减

少，使眼表暴露时间延长，泪液蒸发加速，泪膜

稳定性下降，导致视疲劳及眼部不适。因此，随

着在线教育与网络课程的普及，眼部健康显得尤

为重要。

本文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本科大学生为研究

对象，通过对疫情期间“腾讯会议”在医学教育中

的作用评价及眼表疾病相关症状进行问卷调查，分

析线上教育的现状，改进线上教育的方案，以降低

线上教育对眼部健康的影响，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以及应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Conference” teaching as an example)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ocular surface disea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improving online education programs and preventing dry eye. 

Methods: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Xiangya School of Medicin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method of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using questionnaire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eal-time face-to-face online teaching and its impact on ocular surface diseases. Results: A total of 131 

valid data were collected. Among them,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84.73%) think real time face to face online 

teaching is effective, and 96.18% of the students believe that real-time face-to-face online teaching at least partly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of real-time face-to-face online teaching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addition, network equipment 

is also a problem that real-time face-to-face online teaching needs to face. Meanwhile,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 of dry eye among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real-time face-to-face online teaching 

reached 66.41%, and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cidence rate of dry eye and the location of family, 

the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of family, the equipment, and whether they paid full attention to the lectures. 

Conclusion: Real-time face-to-face online teaching is effective in medical education during COVID-19, but 

the main problems are insufficient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ac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 and unst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In addition, real-time face-to face online teaching will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dry eye, so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eye protection and actively prevent it.

Keywords medical education; real time face to face online teaching; dry eye; risk factors;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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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这是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的横断面研究，以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本科学生为调查对象，参与调

查的学生来自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精神

医学等不同专业，其中以临床医学五年制的学生

为主体。

采用问卷星进行调查。该问卷由4 0个问题组

成，包括人口学资料(学历、性别、年龄、专业、

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所在地)、腾讯会议教学效

果的相关指标(腾讯会议教学是否有效、腾讯会议

教学的优缺点等)及干眼评分表的相关指标(腾讯会

议教学后眼睛是否畏光、是否干涩等)。问卷答案

的设计包括二项选择法、多项选择法、尺度法、

填入式、自由式。

于2021年9月15日开放调查问卷，通过学生代

表在各个班级群中传阅，学生自由、自愿、匿名

参与，截至2021年9月30日，共收集到131份有效

问卷。将问卷结果整理到Microsoft Excel中，并导

出到GraphPad Prism 9中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

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调查的1 3 1名学生中平均年龄为2 1 . 5岁(范围

18~23岁)，其中53名(40.46%)男性，78名(59.54%)
女性。以临床医学专业( 7 4 . 8 1 % )为主，麻醉、口

腔 、 精 神 卫 生 等 其 他 医 学 专 业 占 2 5 . 1 9 % 。 4 6 名

(35.11%)学生来自农村，85名(64.89%)学生来自城

市。参与学生的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10 000元者

占60.31%，3 000元以下占26.72%，10 000元以上占

16.79%(表1)。

2.2  参加腾讯会议的方式与课外准备情况

大 部 分 ( 7 4 . 0 5 % ) 学 生 通 过 电 脑 使 用 腾 讯 会

议 ， 使 用 平 板 和 手 机 者 各 占 1 2 . 9 8 % 。 本 次 调 查

中 ， 7 0 名 ( 5 3 . 4 4 % ) 学 生 在 疫 情 之 前 使 用 过 腾 讯

会 议 作 为 学 习 途 径 ， 另 外 6 1 名 ( 4 6 . 5 6 % ) 学 生 没

有 使 用 过 腾 讯 会 议 ( 表 2 ) 。 接 下 来 研 究 以 “ 腾 讯

会 议 ” 为 媒 介 的 教 学 模 式 与 传 统 教 学 相 比 较 的

优 缺 点 ， 结 果 表 明 ： 仅 3 8 . 8 3 % 的 学 生 在 腾 讯 会

议 前 已 提 前 预 习 课 程 ； 5 0 . 3 8 % 的 学 生 称 腾 讯 会

议 课 程 后 会 留 作 业 ； 绝 大 多 数 学 生 ( 8 7 . 0 2 % ) 在

腾 讯 会 议 听 课 时 会 在 书 本 相 应 的 章 节 做 笔 记 ，

但 仅 有 小 部 分 学 生 ( 2 3 . 6 6 % ) 可 以 做 到 全 程 专 注

听课(表2，3 )。

2.3  腾讯会议教学效果的评价

对 于 腾 讯 会 议 是 否 达 到 教 学 大 纲 的 要 求 ，

结 果 显 示 ： 绝 大 多 数 学 生 ( 8 4 . 7 3 % ) 认 为 腾 讯

会 议 教 学 是 有 效 的 ， 9 6 . 1 8 % 的 学 生 认 为 腾 讯

会 议 达 到 或 部 分 达 到 了 学 习 的 目 的 。 同 时 ，

4 1 . 2 2 % 的 学 生 认 为 腾 讯 会 议 课 程 要 优 于 录 播

课 程 ， 4 8 . 0 9 % 的 学 生 认 为 腾 讯 会 议 课 程 和 录 播

课 程 难 分 优 劣 ， 仅 有 1 0 . 6 9 % 的 学 生 认 为 腾 讯

会 议 课 程 不 如 录 播 课 程 ( 表 3 ) 。 此 外 ， 调 查 问

卷 还 收 集 了 参 与 学 生 对 腾 讯 会 议 效 果 的 评 价 ，

结 果 显 示 ： 总 体 上 学 生 对 于 腾 讯 会 议 授 课 的 满

意 度 并 不 低 ， 平 均 值 达 7 1 . 1 3 分 ， 但 是 课 堂 气

氛 活 跃 度 和 师 生 之 间 互 动 度 得 分 较 低 ， 分 别 是

表1 参与学生的人口学特征

Table 1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参数 数量

年龄/岁 21.5 (18~23)

性别/[例(%)]

男 53 (40.46)

女 78 (59.54)

专业/[例(%)]

临床医学 98 (74.81)

麻醉、口腔、精神卫生等其他医学专业 33 (25.19)

家庭人均月收入/[例(%)]

3 000元以下 35 (26.72)

3 000~5 000元 35 (26.72)

5 000~10 000元 44 (33.59)

10 000~20 000元 18 (13.74)

20 000元以上 4 (3.05)

家庭所在地/[例(%)]

农村 46 (35.11)

城市 85 (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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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2 3 和 5 8 . 2 3 。 关 于 腾 讯 会 议 授 课 期 间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有 无 提 高 ， 3 8 名 ( 2 9 % ) 同 学 打 分 6 1 ~ 8 0 ，  
4 3 名 ( 3 2 . 8 2 % ) 同 学 打 分 8 0 ~ 1 0 0 ， 最 后 平 均 分 为

6 6 . 5 5 。 针 对 腾 讯 会 议 授 课 是 否 增 加 了 课 后 学 习

压力的分数分布相对均匀，以 6 1 ~ 8 0 分最多，占

2 8 . 2 4 % ，平均分为 5 5 . 2 7 ( 图 1 ) 。

表2 参与学生参加腾讯会议的方式与课外准备

Table 2 Way s and ex tracur r icular  preparations for 

participating students to attend Tencent meetings

项目 数量(%)

您用什么设备来使用腾讯会议

电脑 97 (74.05)

平板 17 (12.98)

手机 17 (12.98)

其他 0 (0)

在疫情之前您是否使用过腾讯会议作为

教学方法

是 70 (53.44)

否 61 (46.56)

在腾讯会议前是否已提前预习课程

是 51 (38.93)

否 80 (61.07)

腾讯会议课后是否有作业

是 66 (50.38)

否 58 (44.27)

图1 腾讯会议教学效果尺度法调查结果

Figure 1 Tencent conference teaching effect scale survey results

表3 参与学生对腾讯会议教学效果的评价

Table 3 The evaluation of Tencent conference teaching 

effect b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项目 数量(%)

您觉得使用腾讯会议教学是否有效

有效 111 (84.73)

无效 20 (15.27)

您觉得使用腾讯会议教学是否达到了

学习的目的

达到了 27 (20.61)

部分达到 99 (75.57)

完全达不到 5 (3.82)

您觉得腾讯会议教学与录播课程比较

比录播要好 54 (41.22)

跟录播差不多 63 (48.09)

比录播课要差 14 (10.69)

您在腾讯会议上是否能跟上课程节奏

能跟上 107 (81.86)

跟不上 24 (18.32)

您在腾讯会议上听课时是否会在书本

相应章节上做笔记

是 114 (87.02)

否 17 (12.98)

腾讯会议上您是否全程专注在听课

是 31 (23.66)

否 100 (76.34)

使用腾讯会议后是否增加课后学习压力(平均值：55.27)

腾讯会议授课期间自主学习能力有无提高(平均值：66.55)

腾讯会议授课时师生之间互动度(平均值：58.23)

课堂气氛活跃度(平均值：55.23)

您对线上课程使用腾讯会议的满意度(平均值：71.13)

0            10           20           30           40           50           60

81~100      61~80       41~60      21~4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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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腾讯会议的优缺点

腾讯会议具有多种优势提升学习质量与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本研究总结调查问卷中腾讯会议

的优缺点，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96.18%)认为

腾讯会议教学有上课地点不受限制的优势，另有

74.05%的学生认为腾讯会议教学上课内容可以回

放、方便课后温故。但同时也有83.97%的学生反

映腾讯会议教学因网络不稳定影响听课效率，超

过60%的学生认为腾讯会议教学会因外界环境的干

扰、长时间看电子书、自身分心而不能紧跟老师

思路，影响听课效率(表4)。因此，腾讯会议的师

生互动与课堂氛围有待加强，此外加速网络建设

能使腾讯会议的优点更为突出。

2.5  眼表疾病发生情况

参与腾讯会议学生的干眼相关症状发生率较

高。由于长时间接触电子屏幕，为此带来的CVS不

容忽视。将眼表疾病指数量表加入问卷的最后部

分，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87.02%)在腾讯会议

课程后会有眼部干涩的感觉，66.41%的学生会有

眼睛畏光的感觉，64.89%的学生会眼睛发红有血

丝，67.18%的学生会眼睛发痛，57.25%的学生眼

睛会有异物感，48.09%的学生会有黏稠的眼睛分

泌物，61.83%的学生会感觉视力模糊，67.18%的

学生会感觉视力不佳，同时有超过60%的学生会因

为眼睛不适对阅读、使用电脑手机、夜间开车产

生影响，超过一半的学生会在刮风、干燥的环境

下、冷气房中感觉眼睛不舒服。根据量表评估参

与学生的干眼状况，33.59%的学生没有干眼相关

症状，12.98%的学生有轻度干眼相关症状，19.08%
的学生有中度干眼相关症状，34.35%的学生有重

度干眼相关症状(表5，6)。

表4 腾讯会议的优缺点

Table 4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encent conference

项目 例(%)

您觉得在线教学使用腾讯会议的优势

上课地点不受限制 126 (96.18)

上课期间可以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 51 (38.93)

上课能保证很好的授课质量 29 (22.14)

上课氛围很好 22 (16,79)

上课内容可以回放，方便课后温故 97 (74.05)

其他 1 (0.76)

您觉得在线教学使用腾讯会议的缺点有

因网络不稳定，影响听课效率 110 (83.97)

有外界环境的干扰，影响听课效率 91 (69.47)

长时间看电子书，影响听课效率 82 (62.60)

因自身原因，经常分心，不能紧跟教师思路 82 (62.60)

心情紧张，有压力，影响听课效率 22 (16.79)

其他 3 (2.29)

表5 眼表疾病指数量表
Table 5 Ocular surface disease index

项目 无/[例(%)]
偶尔/ 

[例(%)]
一半时间/ 

[例(%)]
多数时间/ 

[例(%)]
随时/ 

[例(%)]
不适用/ 
[例(%)]

眼睛干涩 17 (12.98) 37 (28.24) 42 (32.06) 31 (23.66) 4 (3.05) 0 (0)

眼睛畏光 44 (33.59) 41 (31.3) 26 (19.85) 20 (15.27) 0 (0) 0 (0)

眼睛发红有血丝 46 (35.11) 41 (31.3) 26 (19.85) 15 (11.45) 3 (2.29) 0 (0)

眼睛发痛 43 (32.82) 43 (32.82) 27 (20.61) 16 (12.21) 2 (1.53) 0 (0)

眼睛有异物感 56 (42.75) 40 (30.53) 25 (19.08) 10 (7.63) 0 (0) 0 (0)

眼睛分泌物很黏稠 68 (51.91) 29 (22.14) 22 (16.79) 11 (8.4) 1 (0.76) 0 (0)

视力模糊 50 (38.17) 38 (29.01) 25 (19.08) 16 (12.21) 2 (1.53) 0 (0)

视力不佳 43 (32.82) 42 (32.06) 22 (16.79) 23 (17.56) 1 (0.76) 0 (0)

因眼睛不适对阅读产生影响 50 (38.17) 36 (27.48) 23 (17.56) 9 (6.87) 13 (9.92) 0 (0)

因眼睛不适对使用电脑手机产生影响 47 (35.88) 35 (26.72) 28 (21.37) 11 (8.4) 10 (7.63) 0 (0)

因眼睛不适对夜间开车产生影响 74 (56.49) 25 (19.08) 13 (9.92) 11 (8.4) 4 (3.05) 4 (3.05)

曾在刮风时(眼睛怕风)状况下感觉不舒服 65 (49.62) 32 (24.43) 20 (15.27) 10 (7.63) 4 (3.05) 0 (0)

曾在干燥的环境状况下感觉不舒服 52 (39.69) 43 (32.82) 19 (14.5) 10 (7.63) 5 (3.82) 2 (1.53)

曾在冷气房中感觉不舒服 66 (50.38) 37 (28.24) 17 (12.98) 9 (6.87) 2 (1.5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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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干眼相关症状发生率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根据家庭所在地、家庭人均月收入、使用腾

讯会议的设备、是否全程认真听课对参与学生进

行分组(图2)，以参与学生的干眼相关症状为因变

量， χ 2检验结果显示：家庭所在地( P = 0 . 3 0 7 0 ) 、

使 用 设 备 ( P = 0 . 1 0 5 7 ) 及 是 否 全 程 专 注 听 课

( P = 0 . 8 5 7 6 )的干眼相关症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家庭人均月收入少于3 000元(P=0.0975)的

干眼相关症状发生率较高，但需要扩大样本量加

以验证。另外，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学生以轻中

度干眼相关症状为主，而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学

生以重度干眼相关症状为主。

表6 参与学生干眼相关症状情况表

Table 6 Symptoms related to dry eyes of participating students

干眼相关症状 人数 比例/%

正常 44 33.59

轻度干眼相关症状 17 12.98

中度干眼相关症状 25 19.08

重度干眼相关症状 45 34.35

教学中是否全程专注听课

A组教学中全程专注听课

B组教学中并未全程专注听课

10           34                                         21           66

正常                                          干眼相关症状

使用设备

A组电脑 B组其他设备

36
8

61
26

正常                                          干眼相关症状

家庭人均月收入

A组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

B组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

18 26 48 37

正常                                          干眼相关症状

农村还是城市

A组农村 B组城市

14
30 32

55

正常                                          干眼相关症状

图2 参与学生的统计分组情况

Figure 2 Statistical grouping of participating students

3  讨论

2 0 2 0 年 1 月底，中国教育部敦促中小学和高

校使用线上教学作为面对面教学的替代。为了响

应这一号召，中国大陆大部分省份、直辖市和自

治区推迟了春季学期的开学日期，转而采用网络

教学。为支持网络学习，2020年2月4日，教育部

发布文件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利用网络平台促进远

程学习，并推荐了中国22个免费提供2.4万门高等

教育课程的网络平台 [ 8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选

用“腾讯会议”平台，建立一对多的虚拟课堂进

行同步在线教学。本文分析了腾讯会议教学的教

学效果，并探讨了该教育模式与眼表疾病的相关

性，发现参与腾讯会议教学的学生干眼相关症状

发生率较正常人群有所增高，但这是否与电子产

品使用频率增高有关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大 部 分 学 生 认 为 腾 讯 会 议 的 教 学 是 有 效 果

的。在上课过程中，能够跟上教师的节奏，并做

好笔记，达到大多数学习的目的。这与传统的教

学方式并没有太大差别，说明腾讯会议的教学是

值得肯定的。腾讯会议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上

课地点完全不受限制，教师通过网络平台传授知

识，学生学习便捷；大部分学生对腾讯会议的录

制功能比较满意，相对于传统线下教学，不懂的

知识点需要再次请教老师，而已经录制的教学视

频能够回放、暂停或倍速播放，满足了学生学习

的需求，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点。

多 数 学 生 认 为 自 己 的 学 习 能 力 有 一 定 的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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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析原因可能为腾讯会议解除了上课地点的

约束，同时录制功能取消了时间的限制，学生可

灵活自主地安排学习，促进提高时间管理意识、

提升专业能力和医学素养；而多数学生否认了腾

讯会议课后学习压力较大，说明课堂的教学质量

有一定的保证，学生在上课的过程中能够熟悉掌

握大部分知识。

由 于 并 非 面 对 面 ， 腾 讯 会 议 课 堂 上 师 生 互

动较少，课堂气氛并不活跃，难以避免在课堂中

出 现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的 情 况 。 由 于 线 上 教 育 模 式

的局限性，学生很难感受在传统课堂中教师与学

生争辩讨论的热烈氛围，线上教学中学生大多会

选择输入文字向教师请教，而教师出于时间或是

网络原因取消向学生提问的环节，导致课堂气氛

沉闷，成为教师一人的课堂。为了更好的学习效

果，教师应当优化提问方式，利用腾讯会议平台

收集学生互动频率与课堂知识反馈的效果，从而

有针对性地增加与互动频次较低的学生的互动，

同时提出能够全面覆盖重难点的问题；而为了充

分利用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教师可将课堂时

间与知识点碎片化，实现高效的教学。绝大多数

同学在课堂中出现过网络不稳定、卡顿的情况，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听课的效率。事实上，网络中

断、信号不佳、流量不足等突发情况经常发生，

改进这一现状还有待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干眼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慢性眼表疾病之一[9-11]，

尤其是近几年科技的进步和电子产品的普及，用

眼的时间与强度明显上升，因此眼部不适及干眼

相关症状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 1 2 - 1 3 ]。由于人们对其

认识度不高，往往忽视预防及治疗 [14]。国际眼科

共 识 将 其 定 义 为 是 一 种 多 因 素 的 、 以 泪 膜 失 去

平 衡 为 特 征 的 疾 病 ， 感 觉 神 经 异 常 在 其 中 有 重

要 的 影 响 [ 1 5 ]。 中 国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 1 6 ]显 示 干 眼 患

病 率 为 6 . 1 % ~ 5 2 . 4 % 。 丁 玲 玲 等 [ 1 7 ]调 查 中 南 大 学

在 校 生 1  3 5 0 人 ， 发 现 干 眼 的 患 病 率 为 5 7 . 3 % 。

本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参 与 腾 讯 会 议 教 学 的 学 生 干

眼相关症状发生率为66.41%，高于上述研究，提

示腾讯会议教学使学生更易患干眼。分析原因可

能为，电子设备主要引发的是蒸发过强型干眼，

其引发干眼的主要原因可能与视频终端操作者瞬

目 习 惯 改 变 及 屏 幕 位 置 有 关 [ 1 8 ]。 腾 讯 会 议 教 学

会使学生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正常状态下，人

的眨眼次数是1 5 ~ 2 0次/ m i n，使用电子产品时，

大 脑 集中注意力完成视觉任务，眨眼次数减少到 
5 ~ 1 0 次 / m i n ， 甚 至 更 低 ， 并 且 眨 眼 动 作 幅 度 减

小，称“不完全眨眼”，这都会造成泪膜涂抹不

完 整 ， 泪 膜 异 常 ， 泪 液 挥 发 快 ， 出 现 干 眼 [ 1 9 ]。

本研究还发现：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学生以轻中

度干眼相关症状为主，而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学

生以重度干眼相关症状为主，这可能与城市中学

生更易接触到其他的电子产品，而农村学生有更

多机会进行户外活动、接触自然风光有关。但是

对于学生人群来说，屈光不正的人群较多，有研 
究 [20]表明由于屈光不正患者眼球屈光系统的代偿

性调节或自身的阅读习惯等，常伴有视疲劳，因

此发生干眼的概率亦较高。下一步将进一步分析

干眼的病因，并将如何预防干眼作为接下来的研

究重点。

COVID-19疫情期间以腾讯会议教学为代表的

实时面对面线上医学教育是有效的，它具有提升

学习质量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多种优势，但也

存在师生互动不足、课堂氛围有待加强、网络设

备不稳定等问题。此外，实时面对面线上教学会

增加学生干眼相关症状的发生率，需要采取措施

进行积极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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