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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健康要關心
家長時刻要貼身  

文│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2005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民體

質監測報告中，顯示澳門青少年學生

的視力不良檢出率較高，而幼兒及青

少年學生有齲齒的發生率偏高。視力

方面，在7至8歲的小學生中，男女生

視力不良檢出率已分別高達32.9%和

38.7%。恒牙有齲齒情況會在6歲開始

出現，隨着成長而增加，到17、18歲

時恒牙齲情況最嚴重（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體育發展局，2006）。因應青

少年出現相關的健康問題，澳門特區

政府進行應對措施，於2005/2006年

度委託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為本澳14間

小學共2,381名小學生進行視力調查，

當中發現有45.9%學生出現視力不良情

況。

澳門青少年的視力不良情況嚴

重，多年來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

局對澳門小學生進行校園視力推廣

活動。2006年及2010年為超過萬名

小學生進行校園眼睛保健講座。鑑於

2010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報告中，再

度分析出澳門學生視力不良狀況相

當嚴重，6至22歲青少年視力不良達

69.8%至75.0%，當中有9成是“疑

似近視”；並提出若在中學為高發階

段，近視程度會加重加快，另一方

面，都看到兒童的齲齒情況嚴重。因

此，2011年及2016年開始加入牙齒

及姿勢健康推動元素。

在近年校園健康推廣活動中，

主要以通過視力、蛀牙檢查及姿勢是

否正確的身體檢查。為了解學童在日

常生活中對相關的健康行為及習慣，

通過生活例子設計問題向學生作問卷

調查，更具體了解學生的情況。安排

健康講座以講解如何讓學生作自我健

康維護的知識及方法，現場教導學生

眼保健操、正確刷牙方法及脊背的保

緣起

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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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方法，並派發《護眼手冊》及《護

齒方法圖表》小冊子，讓學生日常都

可以通過健康資訊來提升對健康的關

注。

多年來，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得

到教青局支持，學院組織“健康推動

小組”到澳門小學進行健康推廣活

動。並先後進入接近100間（次）學

校進行“校園愛眼護齒活動”。這項

活動會貫穿整個學年進行（每年9月

至翌年6月），將分三次到學校開展

及跟蹤參與活動的學生對自身健康關

注情況。參與活動的學校會選取50

至100名小學生參加。

1.  在上學期進入學校為小學生進行

   “校園愛眼護齒活動”的健康評估

    及健康教育；

2. 為小學生進行E字視力表檢測、檢

查牙齒及簡易姿勢評估，初步評

估視力、齲齒及姿勢健康情況；

3. 向小學生傳授眼保健操、正確的

刷牙方法及健康姿勢要求，以提

高學生對自我眼保健、保護牙齒

及健康姿勢的意識及能力；

4. 派發《護眼手冊》、《護齒方法

圖表》及《良好姿勢示圖》，以

有趣漫畫的形式，按不同主題內

容，宣傳維護眼睛，牙齒及姿勢

的方法，教導小學生對相關健康

問題的自我維護及保健的技巧，

活動程序

鼓勵學生在學校或在家庭中持之

以恆地進行健康的自我維護；

5. 協助小學生填寫問卷，以了解其個 

   人的生活習慣及健康情況；

6. 記錄小學生相關健康問題的資料，並  

給老師及家長通知信，以作跟進；

7. 在活動後約2至3個月，回到學校與

 參與活動的小學生座談，了解他們

 對相關健康的跟進情況，再為小學

 生個人作健康教育及指導；

8. 在學年完成前，再到學校為全部

與活動的小學生作視力、牙齒及

姿勢等健康評估。

視力：經過一年的推廣活動，“有視

力 不 良 的 學 童 比 例 ” 下 降

5–10%或以上；

牙齒：經過一年的推廣活動，“有齲

齒的學童比例”下降5–10%

或以上；

姿勢：能“有站姿不良的學童比例”

下降5–10%；

通過健康講座、《護眼手冊》、

《護齒方法圖表》及《良好姿勢示

圖》小冊子的使用，小學生對相關健

康的認知率提升10–20%。

視力及齲齒情況

視力方面：在連續5年的“校園愛眼

成效目標

活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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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齒活動”推廣下，小學生“視力正

常（裸眼及戴眼鏡時）”的情況，活

動前、後分別為51%及43%（見表一

及圖一），均在預期控制的成效目標

內。

牙齒方面：“沒有齲齒”的情況，活

動前、後均為50%（見表二及圖二），

比例與過去相若，達到持平的水準，

提示齲齒的發生及相關處理得到較好

的保持。

健康素養方面：所有面向包括學童在

飲食健康、視力牙齒健康、預防傳染

病的知識在活動後都有所提升，知識

的掌握度提高了平均5%（見表三），

顯示經過健康座談後，學生能吸收並

理解相關健康知識。

視力正常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平均

活動後(%)

活動前(%) 33

43

46

33

43

46

53

49

51

43

45

42

表一：視力正常（裸眼及戴眼鏡）情況

圖一：參與活動視力正常（裸眼及戴眼鏡）的學童比例

沒有齲齒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平均

活動後(%)

活動前(%) 59

53

48

47

50

56

47

52

50

50

51

52

表二：沒有齲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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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參與活動的沒有蛀牙學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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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項健康素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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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的發展來說，“真性近

視”為不可逆之健康問題，因此預防

及減緩其惡化的速度變得更為重要。

通過持續的健康推動活動，小學生近

年“視力正常（裸眼及戴眼鏡）”比

例及“沒有齲齒”比例得以減緩及維

持。另外，健康知識的掌握亦持續顯

著，達到活動的成效目標，歸納有以

下因素：

2.1 澳門特區政府持續10年多支持澳

 門鏡湖護理學院對小學生進行的

 視力與牙齒檢查及知識推廣，引

 起學校、家長及小學生對相關健

 康問題的關注，說明“校園愛眼

 護齒活動”有一定的影響力；

2.2 進行初步評估小學生相關健康情

況 後 ， 及 時 將 紀 錄 發 給 家 長 了

    解，學校亦作出及時跟進；

2.3 通過活動前後填寫問卷，了解小

學生對相關健康及生活習慣的認

識及學習後的改變，從而可以及

時糾正及跟進；

2.4 活動是貫穿整個學年，以更好推

動、維護及跟進學生情況，並以

鼓勵小學生要持之以恆來維護自

身健康；

2.5 期間都回校關注小學生對健康問

題的理解，透過座談再一次指導

影響相關健康及維護的知識，並

送給各位小學生潔齒衛生等健康

用品；

2.6 用眼衛生、清潔牙刷及健康生活

習慣的衛教、護眼手冊及護齒的指導

圖片等吸引學生閱讀並建立護眼及護

齒的習慣，同時增進個人保護知識。

“校園愛眼護齒活動”得以順利

開展，是有賴澳門特區政府教青局的

支持、參與學校的師生充分投入與配

合。小學生大都能表現出對相關健康

問題的興趣，能認真回答問卷及練習

保護眼睛與牙齒的技巧，使活動目標

能有效地達成。藉着更多的宣傳、推

廣與表達，從活動前後的數據顯示，

活動成效呈上升趨勢，沒有近視及齲

齒的比例漸見穩定，小學生整體健康

素養亦有所提升，提示活動對參與的

小學生都達到一定的知識傳播及行為

影響。鑑於2015年澳門體質監測報

告，2015年比2010年兒童和青少年組

群視力不良率有所好轉，而齲齒患病

率都較高。在日常生活習慣方面，如

口腔清潔及飲食行為等知識、習慣尚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澳門特別行政區

活動成效歸因

活動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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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生活模式日漸豐富，影響

健康的因素較多，持續推廣健康活動

對青少年相關健康問題具有一定的影

響力及幫助，也是長期的工作目標。

在此再一次感謝參與活動的學校，能

為學童設想更多提升健康的機會，使

學童能習得自我維護健康的能力，為

日後的學習及生活打下良好的健康基

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