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档案：刘桂宾 市实验
中学校长

之第五十三讲

视力筛查中遇到问题 家长应重视复检

做优秀家长 育幸福孩子
□记者 杨寒冰 文/图

洛阳市眼科研究所青少年近视研
究室2012年对校园普查的一组数据显
示，在普查的11105名学生中，视力不
佳 的 学 生 有 3989 名 ，检 出 率 为
35.92%，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数字在
逐年递增，视力问题仍是影响学生健康
的突出问题。

视力不佳原因多 复检很重要

在普查中，医生会对视力不佳的
学生提出复检的建议，但仍有部分学
生忽视复检，通过配、戴眼镜矫正视
力。虽然多数学生的视力下降是由
近视引起的，但并非所有视力问题
都是近视“惹的祸”，如弱视、斜视、
先天性白内障等都会影响视力。因
此，出现视力问题时，应先到眼科医
院做散瞳检查确定病因，再进行治
疗才能收效。据洛 阳 市 眼 科 研 究
所数据来看，去年普查结束后，复
检率不到 15%。

忽视复检 导致患儿延误治疗

唐宫路小学的李强（化名）去年被

查出视力异常，从此鼻梁上就多了一
副眼镜，但戴数月后，度数不断增加，
最近到医院重新配镜时才发现是弱
视。博爱眼科医院刘金超主任表示，
家长对儿童眼病了解甚少，不重视复
检是儿童眼病没能得到及时、有效治
疗的根本原因。从门诊来看，从家长
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到确诊普遍存在
时间延误，甚至有的人到成年才知道

自己视力不好的真正原因。对于弱
视，一定要尽早检查治疗，4岁至7岁
是治疗最佳年龄段，如果延误，就会加
大治愈难度。

洛阳首家青少年近视门诊

针对大家对于儿童眼病认知盲
区，博爱眼科医院专门开设了青少年
近视门诊。这是我市首家针对青少年

近视预防、治疗及专业咨询的特色专
家门诊。门诊专家刘金超建议，当孩
子反映自己视物不清时，家长应引起
足够重视，及时带孩子到眼科医院检
查，切不可自行判断、仅给孩子配镜
了事。另外，表面上健康的眼睛不一
定没有问题，仍然要参加筛查排除隐
性疾病。每年抽点时间为孩子做一
次全面的眼科检查，是每个家长都应
该做的。

洛阳市眼科研究所“青少年眼健康
普查”定在博爱眼科医院，青少年近视
门诊延时至19时30分。同时角膜塑形
镜可7天免费试戴，试戴成功免试戴前
检查费。详询：636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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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上午，教育大讲堂第五十三
讲在市实验中学厚载门校区进行，报
告厅内座无虚席，刘桂宾独到、科学
的教育观点，使家长们获益匪浅。本
刊选取部分内容与读者共享。

不是孩子不听话 而是家长没进步

孩子上初中后，不再像上小学时那
么听话了，为什么孩子越大越不听话
呢？不少家长为此困惑。其实，不是孩
子不听话，而是家长没有进步。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只有经
过学习，不断地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孩子
的成长规律，才能成为不同年龄阶段孩
子的合格家长。

父母成为合格家长是孩子健康快
乐成长的需要，是孩子走向优秀的基
础。如果把孩子的成长过程看作奔月
的火箭，那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就是火箭的助力器。

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就是孩
子成长过程中的飞行轨迹导引参数，
孩子积累的知识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一级火箭的燃料，勤奋是飞向太空的
二级火箭，创新能力的培养将伴随孩
子走向卓越。

初中生 心理困惑大于生长之痛

初中生的年龄大概在 12 岁至
15 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正处于
告别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
即青春期。

青春期的孩子面临着生理和心
理上的巨变：各项身体指标接近成
人，由于身高增长过快，有时会出现
生长之痛，如膝盖痛等；性激素分泌
增多，引起了性的萌发与成熟；感知
能力不断增强，能有意识地调节和控
制自己的注意力；逐步采用有意记忆
的方法，其抽象逻辑思维日益占据主
要地位；自我控制能力有了明显的发
展，情感不再完全外露，但情绪还不
稳定，易冲动。总的来说，就是身体
接近成年人，但心智还不成熟，人生经
验不足，对外界事物的判断不足，这就
需要家长的帮助。

家长帮孩子不能再像帮助小学生

一样了，家长要和老师一起研究这一阶
段孩子的生理、心理变化，认真观察、分
析孩子的点滴变化，把握好孩子的心理
需求，科学引导孩子顺利度过这一特殊
时期。

家长要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单
是指在孩子婴幼儿时期陪伴，在孩子长
大后也要陪伴，不要认为学习或玩只是
孩子自己的事，家长要做孩子的学伴和
玩伴，这会让孩子感受到爱，而爱是有
力量的，能让孩子产生很强的责任感和
巨大的上进动力。

家长要理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很
多家长认为孩子不好，主要是认为孩子
学习不好，却没有分析孩子为什么学习
不好。孩子学习不好是因为孩子没有学
习兴趣，孩子为什么没有学习兴趣？因
为学校和家长没有培养出孩子的学习兴
趣。所以，家长理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很重要。

（下转D08版）

孩子升入初中，家长的角色要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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