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第 4 卷 第 3 期 

96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羽毛球与网球对青少年近视的干预效应研究 

曾京京  赵雪敏
*
  王新宝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究羽毛球和网球对青少年视力的干预效应。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等对江西师大附

小和附中两所学校的 16人（实验组 8人，对照组 8人）经过视力筛查的学生进行干预实验。实验组在为期六周的时间内接受

了羽毛球和网球训练，而对照组则维持了正常的日常活动。通过前、中、后期的视力测试，研究发现实验组在干预后的视力

有所改善，而对照组的视力改善效果不显著。这表明羽毛球和网球可能对预防近视具有积极的效果。另外，研究还发现父母

近视与学生视力之间的关联，从而提示家庭因素和电子产品使用对青少年视力有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果旨在为制定更科学

的青少年视力保健方案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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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Badminton and Tennis on Myopia in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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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badminton and tennis on adolescent vision. An interventio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using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literature review,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on 16 students (8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8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underwent vision screening a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Primary 

School and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badminton and tennis training for six week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maintained normal daily activities. Through before, middle, and post intervention vision tes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improved vision after interven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vision. This 

indicates that badminton and tennis ma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reventing myopia.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foun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myopia and student vision, suggesting a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actors and electronic product use on adolescent 

vision.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developing more scientific youth vision car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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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青少年近视问题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近

视不仅对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还可

能在成年后导致眼部疾病的风险增加
[1]
。因此，寻找有效的

近视干预方法对于改善青少年视力健康至关重要。体育运动

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方法，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于近视的预防

和控制。其中，羽毛球和网球作为两项常见的球类运动，具

有广泛的普及度和参与度。羽毛球和网球除了提供全身的运

动锻练还涉及到眼部肌肉的协调运动和调节功能，这可能对

青少年的视力产生积极影响
[2]
。已有研究表明，羽毛球和网

球的运动过程中需要对快速移动的球进行追踪和判断，这对

眼动能力和视觉注意力的训练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

这两项运动还涉及到眼睛的远近调节和眼球运动的协调，这

对改善屈光度和调节能力可能有益。因此，联合运动网球和

羽毛球可能产生协同效应，对青少年近视的干预具有潜在的

优势。然而，目前关于网球和羽毛球对青少年近视联合干预

效应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网球和羽毛

球对青少年近视的联合干预效应，并评估其对视力健康的影

响
[3]
。通过深入了解干预的效果，我们可以为近视干预策略

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并为青少年的视力健康提供更有效的

干预措施，减轻近视对他们的负面影响。因此，探索一种既

能够提供身体锻炼，又能够对眼部肌肉和视觉功能产生积极

影响的干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参与者招募与筛选标准 

本研究的参与者将针对年龄在10至12岁之间的青少

年，且要求其为健康个体，男女各 8 人。以确保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参与者没有明显差异。这有助于避免潜在的干扰

因素，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1.2 测量指标与测量工具 

1.2.1 运动频率问卷 

为了获取参与者的运动习惯和活动频率，我们将使用

结构化的运动频率问卷。该问卷将包括每周参与网球和羽毛

球运动的频率、每次运动的时长以及运动强度的主观评定。 

1.2.2 运动强度评定表 

采用标准化的运动强度评定表，对运动活动的强度水

平进行定量评估，该表涵盖网球和羽毛球运动的常见动作

和强度级别，并要求参与者根据其在运动中的体验选择相

应的强度等级。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97 

1.2.3 眼科测量工具 

专业的眼科设备，包括自动屈光度计、视力表或视力

图表来测量参与者的远视力和近视力。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使用关键词如“青

少年近视”“运动干预”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所获得的

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 

1.3.2 问卷调查法 

随机抽取江西师大附小和附中两所学校中视力有问

题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后将进行整理、统计、

分析，以获得有关青少年近视及运动干预的有效信息。 

1.3.3 数理统计法 

使用 SPSS 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不同

因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结果提供统计学支持。 

1.3.4 实验法 

随机抽取江西师大附小和附中 12 名学生作为实验对

象，其中男女各 6 人。 

实验组 1（羽毛球和网球同时干预组）：该组学生将参

与为期六周的羽毛球和网球训练。我们将根据他们的年级和

能力水平，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包括技能练习和比赛模拟。

每周进行 3次训练，每次持续 1小时。实验组 2（对照组）：

该组学生将维持正常的日常活动，不参与羽毛球和网球训练。 

（1）前期测试。在实验开始前，采用 E 型测试评估

被试基础视力，记录初始数据作为实验前基准。 

（2）中期测试。进行三周干预后，再次记录视力数

据，并与实验前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干预措施对被

试视力的中期影响。 

（3）后期测试。进行六周干预后，将再次记录视力

测试数据，并与实验前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通过与中期测

试的结果进行比较，更全面地评估羽毛球和网球对青少年

近视的干预效果。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前后视力对比 

采用 SPSS 软件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比较两组之间视力的变化情况。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前测数据，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左右眼前测数据相近，

表明实验前两组学生的视力水平在初始时基本一致。后测

数据：在羽毛球运动干预后，实验组的左眼和右眼后测平

均值相对下降，而对照组的右眼后测平均值略有上升。这

可能暗示了羽毛球运动对实验组学生的视力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中测数据：在羽毛球运动干预的中期，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视力表现趋于稳定。实验组的左眼和右眼中测平均值相

对较高，可能反映了羽毛球运动在中期对视力的积极影响。 

2.2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统计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对青少年视力的可

能影响，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进行电子产品使用

时间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1  实验前后视力对比 

组别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实验组 

左眼前测 8 4.3 4.8 4.700 .2000 

右眼前测 8 4.5 4.9 4.717 .1329 

左眼后测 8 4.3 4.8 4.683 .1941 

右眼后测 8 4.6 4.9 4.750 .1049 

左眼中测 8 4.3 4.8 4.700 .2000 

右眼中测 8 4.5 5.0 4.750 .1643 

有效个案数（成列） 8     

对照组 

左眼前测 8 4.5 4.8 4.683 .1169 

右眼前测 8 4.5 4.9 4.717 .1472 

左眼后测 8 4.5 4.8 4.683 .0983 

右眼后测 8 4.6 4.9 4.783 .1169 

左眼中测 8 4.4 4.8 4.667 .1506 

右眼中测 8 4.5 4.9 4.717 .1472 

有效个案数（成列） 8     

表 2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统计 

组别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实验组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8 1 2 1.33 .516 

有效个案数（成列） 8     

对照组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8 1 2 1.50 .548 

有效个案数（成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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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在电子产品使用

时间上没有明显差异。实验组的平均使用时间为 1.33 小

时，对照组的平均使用时间为 1.50 小时。这表明在研究

开始前，两组学生在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上基本保持相似的

水平。样本规模较小可能会对统计结果的波动性产生一定

影响，因此在进行进一步研究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规模

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3 父母近视与子女近视关系 

表 3  父母是否近视 

组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实验组 

有效 

否 5 62.5 62.5 62.5 

是 3 37.5 37.5 100.0 

总计 8 100.0 100.0  

对照组 

有效 

否 4 50.0 50.0 50.0 

是 4 50.0 50.0 100.0 

总计 8 100.0 100.0  

由表 3 可知：父母近视分布在实验组中的学生占比较

高，达到 37.5%。对照组中，近视和非近视的学生比例相

等，各占 50%。这结果表明父母近视在实验组中比对照组

中更为普遍。这可能对后续分析产生一些影响，因为父母

近视可能与遗传有关，对子女视力有一定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视力检测结果 

考察了羽毛球与网球运动干预对学生视力的影响，涉

及左右眼在干预前、中、后的测量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无论是在实验组还是对照组中，经过一段时期运动后，

学生的总体视力均有提升。这一发现暗示，此类体育活动

可能对预防近视具有积极作用。 

3.1.2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调查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中多数学生存在长时间使用

电子产品的情况，实验组中尤为显著，有 66.7%的学生单次

使用超过 2小时。这一发现强调了加强对学生过度使用电子

产品潜在风险的关注，尤其是其对视力健康的可能影响。 

3.1.3 父母是否有近视 

研究表明，父母近视状况可能是影响学生视力的一个

因素，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均有体现，但鉴于样本容量限

制，该结论需进一步通过大规模研究验证。 

3.2 建议 

（1）推广运动干预：运动干预对视力的积极效益需

深化研究并推广，建议学校丰富利于视力的体育课程，激

励学生参与，通过增强眼部肌肉放松和眼球协调，有效维

护视力健康。 

（2）加强视力保健教育：学校和家庭应加强对学生

的视力保健教育。这包括教育学生适度使用电子产品，倡

导定时休息，提倡远离近距离用眼，防范近视问题的发生。 

（3）深入研究家庭因素：未来研究应深化探究家庭

因素（如家长近视情况与家庭视觉环境）对儿童视力的潜

在影响，旨在为制定个性化视力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4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对青少年视力、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以及父

母近视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分析，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未

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规模和涵盖更广泛的学校群

体，增强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同时，需要进行更长周期的

观察，以全面了解运动对预防近视的长期影响。此外，还

可以深入研究家庭因素和电子产品使用细节，以及结合多

学科知识和新技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和预防措施。综

合而言，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探讨青少年视力问

题，为他们的视力保护提供更科学、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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