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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探讨动态视力在不同类型体育项目间的发展特征袁为体育锻炼改善

视力的应用研究提供依据遥 方法院选取 6~10 岁无专门体育训练经历的在校学生和

参加足球尧乒乓球尧跆拳道尧空手道尧游泳尧体操等项目的俱乐部或体校学生袁共 603
名遥 使用动态视力检测仪和标准对数视力灯箱测量动态视力和静态视力遥 计算动静

比渊动态视力/静态视力冤袁并将其作为衡量动态视力发展水平的指标遥结果院6~7 岁是

动态视力发展的敏感期渊P约0.05冤袁8 岁尧10 岁男性儿童的动静比高于女性儿童袁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校外体育练习组的动静比高于普通在校学生组渊P约0.05冤袁
开放性运动项目的动静比高于闭锁性运动项目渊P约0.05冤遥 结论院参加体育锻炼对动

态视力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袁且不同运动项目的影响效果不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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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vis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sports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to improve vision.Meth-

ods: A total of 603 students aged 6~10 years old were selected, who had no special sports training

experience, and who participated in football, table tennis, taekwondo, karate, swimming, gymnastics

and other sports. Dynamic vision and static vision were measured by using dynamic vision detector

and standard logarithmic vision light box. The rotor-stator ratio was calculated for dynamic vi-

sion/static vision and used as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vision.Results: 6~7

years old was the sensitive period of dynamic visual development (P<0.05), and the rotor-stator ra-

tio of 8 and 10-year-old male childre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childre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rotor-stator ratio of the off-campus sports practic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rdinary students (P<0.05), and the rotor-stator ratio of the open spor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losed sports (P<0.05).Conclusion: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vision,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ports are dif-

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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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尧 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袁 很多

野现代病冶在当代人群中出现并蔓延开来袁近视便是

爆发势头最强的现代病之一遥 近视发生的地域差异

较大袁在东亚尧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地区袁约有 80%以

上完成学业的儿童患有近视 [1]袁西欧和北欧国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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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少年近视正变得越来越普遍[2]遥 2018 年 6 月袁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袁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已

居世界第一 [3]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

示袁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尧低龄化趋势袁严重影响

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袁 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

未来的大问题袁必须高度重视袁不能任其发展遥 2018

年 8 月 30 日袁教育部尧国家体育总局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颁发了 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实施方案曳 [4]袁对控制青少年近视发展提出明

确要求袁并指出体育锻炼是防治近视的重要手段遥
体育领域的研究表明袁 合理的参加体育活动是

视力发展的重要保护因素 [5]遥 Yurova 等进行了一项

评估定期参与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视力影响的研

究袁通过 12 个月的实验干预结果显示袁有规律的体

育活动可以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风险袁 对于

有轻度或中度近视的儿童青少年袁 身体活动有助于

维持现有的视力并降低近视的发展速度 [6]遥 Suhr 等

研究证实体育活动与近视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袁 经常

参加身体活动的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低[7]遥 目前袁国
内对于体育锻炼影响视力发展的研究袁 主要是通过

实验法验证某个体育项目渊以乒乓球为主冤的练习对

视力发展的影响效果袁 或通过问卷调查法分析体育

活动的相关指标渊如运动项目尧练习频率尧体育锻炼

态度等冤与视力发展之间的关系遥但对于体育锻炼对

视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尧 不同体育项目的影响效果及

其原因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袁 即使知道体育锻

炼能够达到控制近视的效果袁 但仍不清楚具体应该

练什么尧怎么练遥
静态视力即通常所说的野视力冶或野视敏度冶袁是

眼睛分辨最小物体的能力袁一般由标准视力表测得遥
为将其与观察运动物体的视觉功能相区别袁 根据其

视标静止不动的特征将其界定为野静态视力冶遥 动态

视力是指眼睛知觉运动物体细节的能力 [8]遥 根据物

体的运动轨迹类型袁 动态视力可以分为两种院渊1冤目
标横跨眼前的左右横向移动袁 所需的动态视力称为

运动视敏度渊Dynamic Visual Acuity袁DVA冤遥 渊2冤目标

朝向眼睛的前后移动袁 所需的动态视力称作动态视

敏度渊Kinetic Visual Acuity袁KVA冤遥 前者主要依靠眼

外肌的追踪能力袁后者主要依靠睫状肌的调节功能遥
本研究的动态视力测试数据均为 KVA遥

人的视知觉活动是一种反射活动袁 可以通过强

化适应而人为地改变遥 Gao 等人研究指出袁与运动密

切有关的视觉机能中袁 除光感度外均能通过训练加

以改善 [9]遥 高雅萍等人的研究证实袁运动员与非运动

员的动态视力存在显著的差异袁 优秀运动员往往比

一般人具有更好的视觉功能[10]遥本研究以敏感期理论

为依据袁 日本学者猪饲敏贵研究结果显示袁6~11 岁

儿童动态视力发展的敏感期为 6~7 岁袁9 岁开始出

现男女性儿童分化的现象袁 男性儿童维持在较高的

水平袁女性儿童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11]遥 因此袁有必

要系统分析动态视力在儿童年龄及性别间的发展趋

势袁了解不同运动项目对儿童动态视力的影响程度袁
总结其中的规律袁 为今后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儿童青

少年动态视力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操作依据遥

本研究以敏感期理论为依据袁 用横断面调查的

方式袁用大约 3 个月的时间袁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袁
抽取苏州市 6~10 岁儿童作为测试对象渊所有测试对

象分别来自苏大士搏空手道俱乐部尧 苏大东方跆拳

道俱乐部尧常熟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尧苏州市跨塘实验

小学尧苏州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尧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

乒乓球训练基地随机抽样学员冤遥测试中对测试对象

的动态视力及静态视力进行测量收集袁以动态视力 /

静态视力渊动静比冤作为衡量动态视力发展水平的指

标袁 动静比越高代表该测试对象的动态视力发展水

平越好遥
本研究数据入选标准院渊1冤双眼的裸眼或矫正双

眼视力逸0.8遥 渊2冤学习及操作能力正常遥 渊3冤无病理

性眼部疾病遥渊4冤体校及体育俱乐部学生对应项目练

习时长不短于两个月袁 在校学生连续两个月以上无

参加除学校体育活动以外的体育训练遥 测试对象的

基本信息包括院姓名尧年龄渊周岁冤尧性别尧双眼的裸

眼或矫正视力尧动态视力尧是否有专门学习的运动项

目及该项目的练习时长遥 最终动态视力及裸眼视力

均被有效采集的样本共计 603 名袁 其中体校和体育

俱乐部 303 人尧在校学生 300 人曰男性儿童 363 人袁
女性儿童 240 人遥

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灯箱进行静态双眼视力的

检测曰 使用 XP.14-TD-J905 型动态视力检测仪进行

动态视力的检测遥

保证测试场所光线正常尧无明显噪音遥 所有被试

的静态视力及动态视力分别由同一名测试人员测

得袁确保自始至终评价标准及指导语的统一袁如图 1尧
图 2 所示遥 渊1冤将被试带到测试场所后袁先进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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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填写袁包括姓名尧年龄尧性别等遥 渊2冤使用标准

对数视力表灯箱进行静态视力的测试袁 被试站于距

灯箱对面 5 m 处袁测量裸眼视力袁若戴眼镜则摘下眼

镜稍作休息后先测量裸眼视力尧 再测量矫正后的视

力渊所测量的裸眼视力和矫正视力均代表静态视力冤遥
渊3冤经过筛选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袁使用动态视力检

测仪测量裸眼或矫正视力逸0.8 被试的动态视力遥

图 1 静态视力测试

图 2 动态视力测试

使用 Excel 对测量所得的数据进行录入袁 并计

算动静比的结果遥 使用 SPSS20.0 对不同年龄尧性别尧
样本来源尧运动项目的动静比进行差异分析遥

儿童不同年龄间的动态视力发展水平如表 1 所

示袁动静比在 6 岁到 7 岁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袁7 岁之

后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遥 非参数检验两个独立样

本检验分析显示袁7 岁尧8 岁尧9 岁尧10 岁组与 6 岁组

间有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袁且其他组别间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1冤遥

表 1 不同年龄间的动静比及差异性检验

注院* 表示与 6 岁组比较 P＜ 0.05遥

儿童不同年龄动态视力发展水平在性别间的差

异如表 2 所示袁 非参数检验两个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表明袁6 岁尧7 岁尧9 岁时男女性儿童动静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袁8 岁尧10 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 男性儿童

动静比高于女性儿童渊表 2冤遥
表 2 不同年龄男女性儿童之间动静比的差异性检验

注院* 表示该年龄组男女动静比 P<0.05袁** 表示该年龄组

男女动静比 P<0.01.

为了探讨参与体育训练对动态视力发展水平的

影响效果袁根据样本来源将其分为两组袁一组是在业

余体校和俱乐部测得的样本袁称为野体育训练组冶曰另
一组是在普通小学测得的正常参加学校体育课程但

无校外体育训练经历的样本袁称为野在校学生组冶遥对
两组学生动静比进行统计和差异检验袁 结果如表 3

年龄 / 岁 N X依S
6 70 0.355依0.172
7 105 0.460依0.217*

8 127 0.439依0.221*

9 131 0.463依0.209*

10 170 0.427依0.209*

组别 性别 N X依S
6 岁 男 40 0.370依0.179

女 30 0.336依0.165
7 岁 男 65 0.491依0.231

女 40 0.412依0.184
8 岁 男 72 0.529依0.216

女 55 0.329依0.166**

9 岁 男 81 0.494依0.207
女 50 0.424依0.196

10 岁 男 91 0.479依0.214
女 79 0.395依0.195*

视力康复背景下体育锻炼与儿童动态视力关系研究及启示

92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9年 第 40卷 第 1期

所示遥体育训练组动静比优于在校学生组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0.05冤渊表 3冤遥
表 3 体育训练组与在校学生组动静比的差异性检验

注院* 表示体育训练组与在校学生组动静比 P＜ 0.05遥

本研究主要选取了足球尧乒乓球尧跆拳道尧空手

道尧游泳尧体操 6 个体育项目的练习者袁为确保样本

的代表性袁 测试均是在业余体校或体育俱乐部中进

行遥根据测试数据计算动静比袁按照从高到低的排序

依次为院乒乓球尧足球尧跆拳道尧空手道尧游泳尧体操遥
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遥

表 4 不同运动项目动静比的描述统计

将 6 个项目进行分类袁乒乓球尧足球合并为球类

项目曰跆拳道尧空手道合并为格斗类项目曰游泳尧体操

合并为闭锁类项目遥 对这 3 类项目的动静比进行非

参数检验两个独立样本检验袁结果如表 5 所示袁3 类

运动项目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遥 根据平均

秩次进一步推断袁以格斗类尧球类项目效果较好袁闭
锁类项目次之遥

表 5 动静比在 3 类运动项目间的多重比较

注院* 表示 P<0.05遥

日本学者猪饲敏贵研究指出袁 日本儿童动态视

力发育的敏感期为 6~7 岁袁 与本研究的动态视力发

展的敏感期出现在 6~7 岁的研究结果一致 [11]遥 而在

7 岁之后日本儿童动态视力的发展趋势与本研究存在

明显的不同袁如图 3尧图 4 所示遥 通过对比发现院7~8 岁

日本男性儿童和女性儿童的动态视力均出现缓慢增

长趋势袁 与本研究中男性儿童的动态视力在此阶段

的增长趋势相同袁 但却与女性儿童的动态视力在此

阶段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不同曰8~9 岁日本男性儿童

的动态视力仍处于缓慢增长阶段袁 女性儿童的动态

视力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袁 而本研究中男性儿童的

动态视力在此阶段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袁 女性儿

童的动态视力在此阶段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曰9~10 岁

期间日本男性儿童和女性儿童的动态视力均在原来

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袁 而本研究中男性

儿童和女性儿童的动态视力均出现缓慢下降趋势遥
因此袁 不难发现在本研究中 6~10 岁儿童的动态视力

比日本儿童的动态视力偏低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袁日
本儿童动态视力发展敏感期前后袁即 6 岁与 7 岁时男性

儿童动态视力占静态视力的比值分别为 38.2%和

56.4%袁女性儿童的比值分别为 40.1%和 52.2%渊见图 3冤袁
而本研究样本发展敏感期的前后袁即 6 岁与 7 岁时男

性儿童的比值分别为 37%和 49.1%袁女性儿童的比值

分别为 33.6%和 41.2%渊见图 4冤遥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袁
动态视力发展敏感期结束时本研究测试对象的动态

视力存在明显的发育不足现象遥

图 3 日本 6~12 岁儿童动态视力的发展[12]

[12]

图 4 本研究 6~10 岁儿童动态视力的发展

组别 N X依S
体育训练 303 0.466依0.217
在校学生 300 0.407依0.202*

运动项目 N X依S
乒乓球 39 0.529依0.198
足球 39 0.510依0.200

跆拳道 80 0.508依0.221
空手道 71 0.490依0.211
游泳 41 0.462依0.229
体操 33 0.403依0.227

运动项目类别 N X依S
球类项目 78 0.520依0.198*

格斗类项目 151 0.500依0.216
闭锁类项目 74 0.436依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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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永强发现日本的小学较我国小学体育课教学内

容更丰富袁课外体育活动落实更到位袁评价方法更能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12]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体育训练组动静

比优于在校学生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体育

锻炼是影响动态视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13]袁动态

视力偏低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缺乏体育锻炼存

在一定的联系遥因此袁中小学务必在儿童动态视力发

展的敏感期强化体育教学袁 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质

量袁否则不仅会造成学生体质的下降袁还会对动态视

力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遥

动态视力是由睫状肌调节作用使位移物体的

物象落在视网膜上袁同时袁眼外肌协同作用对运动

物体进行追踪袁相对于观察静止的物体袁它需要眼

睛进行更多的调节尧集合等过程遥 因此袁动态视力的

提高可能伴随着睫状肌调节能力和视觉追踪能力

的共同提高遥 研究表明袁睫状肌调节功能紊乱是造

成近视最根本的原因 [14]袁对调节功能的恢复是纠正

近视的根本手段遥 因此通过体育锻炼提高动态视

力袁从而改善睫状肌的调节功能有可能是体育活动

对动态视力产生影响的机制所在遥 差异分析结果显

示袁体育训练组动静比明显优于在校学生组袁说明

体育锻炼对动态视力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遥 以往的

研究表明袁大学生运动员组的动态视力水平要明显

优于非运动员组 [15]袁乒乓球 [16]尧棒球 [17]尧水球 [18]尧空手

道 [19]等项目的对比研究也均证实了这一结果遥 徐广

弟指出袁 眼睛观察移动物体是一个三联调整的过

程袁即睫状肌的调节尧眼外肌的集合以及瞳孔的直

径共同发生变化遥 体育活动通常伴随着观察移动物

体的需求袁 这能够对三联过程起到较好的锻炼效

果袁改善调节尧集合功能袁从而提高动态视力 [20]遥 本

研究的结果也为通过体育锻炼提高儿童青少年动

态视力提供了探索的方向遥

不同运动项目对于运动视力的需求存在差异袁
美国视力鉴定师协会对不同类型运动项目所需运动

视力各维度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袁指出棒球尧足球尧
网球尧 滑雪等项目对动态视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21]遥
Muinos 研究指出袁柔道和空手道项目对于控制动态

视力的衰退有着较好的效果袁 体育锻炼作为强身健

体的重要手段袁对视力的改善也具有良好的效果 [22]遥
胡朝霞研究表明袁乒乓球运动对儿童视力的提升有

显著成效 [23]遥其他运动项目与视力改善也存在联系袁

只是效果方面存在差异 [24]遥 不同运动项目对动态视

力的需求不同袁锻炼的效果也有所差异袁对差异规

律的把握有助于了解造成差异的原因袁为今后具体

的锻炼手段提供指导遥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袁6 个运动

项目练习者的动态视力发展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乒乓球尧足球尧跆拳道尧空手道尧游泳尧体操袁进行分

组差异检验后发现袁球类项目和格斗类项目对动态

视力的锻炼效果较好袁且均优于闭锁性项目遥 这也

说明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对儿童动态视力的发展可

以起到不同的作用遥 乒乓球尧足球等球类项目练习

过程中练习者需要不断的捕捉视觉目标袁并需要眼

睛跟随视觉目标进行视远-视近的交替袁 在此过程

中不断调动睫状肌和眼外肌从而使其得到锻炼和

提高曰跆拳道尧空手道等格斗类项目练习过程中练

习者需要更快速尧更敏捷地捕捉到视觉信息从而作

出反应曰而在游泳尧体操等闭锁类项目中练习者不

需要捕捉太多的视觉目标便可以完成动作遥 因此通

过体育锻炼提高动态视力袁从而改善睫状肌的调节

功能有可能是体育活动对动态视力产生影响的机

制所在遥
因此在球类项目及格斗类项目中想要有好的运

动表现袁必须运用视觉不断观察尧追踪尧看清主要的

信息源袁比如球的旋转或对手的出拳动作等袁这是作

出反应的前提遥 而在闭锁类运动项目中视觉捕捉信

息的需求较少袁且视觉信息一般只起参考作用袁与看

清相比只需要看见即能满足需求遥由此可以发现袁球
类及格斗类项目对视力的需求与闭锁类运动项目至

少有两点不同袁一是观察量的不同袁二是对观察清晰

度的需求不同遥 所以通过体育锻炼提高动态视力的

计划中至少要注意两点袁 一是增加在运动过程中用

眼观察信息源的频率袁 二是要求练习者在锻炼过程

中仔细看清信息源的细节遥除此之外袁还应在实践过

程中继续探索提高运动过程中用眼的方法袁 改进练

习手段遥

本研究中儿童动态视力发展的敏感期为 6~7岁袁
8 岁尧10 岁时男性儿童动态视力优于女性儿童遥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儿童的动态视力普遍优于无体育训

练经历儿童袁 且不同的运动项目对动态视力的影响

效果不同袁 主要体现在球类和格斗类运动项目的效

果优于闭锁类运动项目遥 在通过体育锻炼改善儿童

青少年动态视力水平的干预过程中袁 应充分利用项

目的特性袁或对练习形式进行合理的改编袁以更好地

实现对动态视力健康的促进效果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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