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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分析 

 

中文摘要 

    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的發展，台灣的近視年齡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另外在近幾年來的統計

數據顯示，學童在就學期間就近視已經佔了七成以上，故視力保健是需要被重視的(Shih et al., 

2010)。雙眼視覺功能對於學童在學習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若雙眼無法在舒服且清楚的條件

下學習，將會造成學童專注力下降的情形，故影響學童調節力的因素，是值得被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之研究的對象以新北市淡水區四所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童為主，預計將近八個月

完成分析。由於本研究與大型綜合研究合作，基於考量整體檢查過程之流暢度及提升資料完

整性，故皆統一使用同一版本以利於檢查過程的運作，如：研究場所同意書、家長同意書、

問卷調查、視覺機能檢查紀錄表及部分項目紀錄表。研究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場所

同意書、研究說明會及家長同意書。第二部分為問卷調查，適用項目包括：基本資料之其中

三項，分別是學生出生年月日、學生性別及散瞳劑或睫狀肌麻痺劑(控制近視用藥)點用情況；

學童視覺狀況調查之其中六項，分別是學童在看黑板或電視時，會不會有看不清楚(會瞇眼睛)

或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學童在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不會有看不清楚(會瞇眼睛)或眼睛痠

澀或疲勞想睡；學童在看電腦、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等 3C 產品時，會不會有看

不清楚(會瞇眼睛)或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第三部分為視覺機能檢查(採用非侵入性的驗眼檢

查)中十一項檢查項目包括：右眼(左眼)最佳矯正視力、右眼(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

數、斜視檢查(Cover Test)、隱斜視檢查(Modified Thorington Test)、調節力檢查(NPA 及 

Accommodative Facility)、聚合近點檢查(NPC-破裂及 NPC-回復)、AC/A ratio、中央眼球運動

肌肉檢查(Saccade)以及立體視檢查(Titmus Test)。 

    有研究學者指出學童在閱讀學習時，經常會有瞇眼的習慣且眼睛容易感覺疲勞痠澀，可

能是由於學童近視未矯正或矯正未完全的關係，所造成的調節力使用不當(Cheng, et al., 2012； 

Lin, Shih, 2010)。另外，亦有研究學者提出雙眼視功能低下亦會對學童的學習品質造成影響，

根據上述本研究摘要來探討影響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 

~前言~ 

    去年在文心公園義診，有一位母親前來詢問有關她女兒的視力況狀，她的女兒現在就讀

國小六年級，在她國小四年級學校的課業開始加重時，家長與老師發現她變得暴躁且沒有耐

心，而她自己也發現讀書與寫作等近距離工作會讓她的眼睛非常疲憊。父母親剛開始推斷是

近視的問題，然而在十幾次的驗光檢查與配鏡後，狀況依然沒有改善....。這個問題一直迴

盪在我的心裡，直到後來在上配鏡學時，老師有提到當患者的瞳孔間距沒有對準眼鏡的光學

中心點可能會造成所謂的稜鏡效應，而在上視光學時，老師也很詳細的分析有關調節力與聚

合力的個別案例，義診時那位母親的無助臉龐又浮現在我的腦海。 

 



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 

台灣學童在就學期間的近視率已經佔七成之多，不僅僅對於國民健康問題是一大隱憂且對於

整個國家的經濟成本將會帶來更大的影響效應(Shih et al., 2010)。隨著時代的進步，網路媒體

隨處可得，家長為了提升孩童的競爭力不只著重於課業方面，才藝方面的學習更是不可或缺，

因此雙眼從事近距離的閱讀所需要的調節能力問題，是必須被重視的。所謂的調節能力是因

應目標物的距離，睫狀肌及眼球周圍的肌肉調整眼屈光力以看清楚外物，而調節功能異常分

為單獨及與其他雙眼視覺同時存（呂帆、卓達雄，2007；黑瀨巌，2003）。 

    國內有許多文獻支持以睫狀肌或散瞳的方式控制學童近視的發展,藉由睫狀肌鬆弛劑放

鬆睫狀肌，達到延緩眼軸增長以及度數加深，可以治療學童因睫狀肌過度收縮所造成的假性

近視（江鈞綺，2006），另外在施永豐、林隆光、蕭朱杏、陳建仁與洪柏廷（2010）的研究指

出，從 2000 年開始使用睫狀肌鬆弛劑控制視力的學童，至 2006 年的近視率及高度近視率有

下降的趨勢。然而也有文獻提到以睫狀肌或散瞳的方式控制學童的近視對學童的調節能力會

造成影響，長期的使用睫狀肌鬆弛劑，使肌肉持續處於放鬆狀態，可能會造成肌肉萎縮的情

形(陳文哲，2008)。此外，在 Cheng, et al. (2012) 的研究顯示，使用散瞳劑可能會錯過學童真

正的神經系統及瞳孔對光的反應，其研究對象共有 900 名學童，其中 208 名目前正在服用睫

狀肌鬆弛劑的學童，其中立體視不正常的比例佔 9.22%，而遮蓋測試則佔 14.12%，另外研究

也發現雙眼視功能障礙跟立體視與注視能力有關，可能會影響學童在學習的情況。再者，學

童的視力在未矯正或是矯正不足時，容易造成學童在閱讀學習時會有瞇眼的現象且眼睛容易

感到疲勞痠澀，對調節力造成影響(Cheng, et al., 2012； Lin, Shih, 2010)。綜合上述文獻，本

研究擬探討影響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而延續研究目的而來的研究問題有： 

(一)、國小學童日常用眼反應之現況 

(二)、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現況 

(三)、影響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 

     3-1 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 

3-2 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 

3-3 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與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相關分析。 

貳、材料及方法 

本研究將選取新北市淡水區四所國民小學，對象為國小五、六年級為主，預計將以八個

月的時間完成，檢查儀器的部分將會運用學校的專業器材，加上附設醫院專科醫師與系上教

師的指導，相信研究應可順利進行。 

    本研究之研究的對象以該四所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童為主，但須排除目前使用散瞳劑(六

個月內)控制近視發展的學童，避免影響學童調節而導致研究分析與解讀上的誤差。由於本研

究結合大型研究『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課業學習之相關』，故研究場所同意書、家長同意



書、問卷調查及視覺機能檢查紀錄表皆使用統一版本，以方便研究流程的進行。 

    本研究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研究場所同意書、研究說明會及『101 學年度新北市淡

水區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家長同意書，第二部分為『101 學年度新北市

淡水區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問卷調查，適用於本研究的項目包含：基本

資料(學生出生年月日、學生性別及散瞳劑或睫狀肌麻痺劑點用情況)，共三題。此外，學童

視覺狀況調查(學童在看黑板或電視時，會不會有看不清楚或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學童在看

書本或寫作業時，會不會有看不清楚或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學童在看電腦、平板電腦、手

機與掌上型遊戲機等 3C 產品時，會不會有看不清楚或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總共是六項調

查題目，第三部分則是『101 學年度新北市淡水區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視覺機能檢察』紀

錄表，適用於本研究的檢查項目包括：右眼(左眼)最佳矯正視力、右眼(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

價球面度數、斜視檢查、隱斜視檢查、調節力檢查(NPA 及 Accommodative Facility)、聚合近

點檢查(NPC-破裂及 NPC 回復)、AC/A ratio、中央眼球運動肌肉檢查以及立體視檢查，總共

是 11 個檢查項目。研究檢查之項目如下圖一所示，而本研究之研究內容如下說明： 

一、研究場地同意書、研究說明會以及家長同意書簽署 

『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課業學之相關研究計畫研究』之計畫主持人 鄭靜瑩教授，通過人

體試驗委員會審核後，順利取得研究場地同意書(編號: 212250-000-F-012) 如附件一，確定學

校同意接受研究人員進駐後，為了讓全校師生及家長能更深入了解研究內容，將舉辦全校性

的研究說明會，並在說明會中接受家長及全校師生的提問，其問題將做為未來研究進行之參

考，家長同意書之內容如附件二。 

二、影響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分析之問卷 

根據國內外許多文獻發現，學童近視除了與環境因素及近距離工作有關係外，其調節力的因

素亦有很大的相關。由於本研究與大型研究『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課業學習之相關』合

作，故研究場所同意書、家長同意書、問卷調查及視覺機能檢查紀錄表皆使用統一版本，以

方便研究流程的進行。『101 學年度新北市淡水區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

問卷調查，適用於本研究的項目包括：學童基本資料(第 1、2、4 欄)共五項基本資料調查及

學童視覺狀況調查(第 A1、A2、B1、B2、C1、C2 欄)共六題視覺狀況調查，問卷內容請參考

附件三。綜合上述調查結果，希望藉此得知影響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 

三、驗眼檢查 

    本研究所進行之視覺機能檢查均為非侵入性的驗眼檢查，依檢查類型將分為四種來依次

說明： 

(一)屈光型檢查： 

    屈光不正為光線可能會造成調節功能失常，間接誘發視覺疲勞的產生及造成雙眼不平衡

的情況產生，故期望藉由雙眼最佳矯正後，來改善視覺疲勞或酸澀的情形，包括右眼最佳矯

正視力、左眼最佳矯正視力、右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及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

度數(呂帆、卓達雄，2007)。 



(二)斜視型檢查： 

    主要檢查學童是否有顯著性的眼球偏斜，而斜視可能造成不正常的雙眼視覺或立體視功

能的不佳，嚴重者可能會有複視的情況產生，其中檢查的項目有斜視檢查(Cover-Uncover Test)、

隱斜視檢查(Modified Thorington Test)。此外由隱斜視檢查所得的結果來計算出 AC/A ratio，

為臨床評估雙眼雙眼視覺機能非常重要的參考值，當患者 AC/A ratio 值低於 4/1，代表調節力

作用對於聚散功能的影響較小，反之，AC/A ratio 若高於 6/1 則表示調節力作用對於聚散功能

影響較大(呂帆、卓達雄，2007)。 

 

(三)調節聚合檢查： 

    調節與聚散兩者功能相互具有關聯性及牽動性，當的其中一方功能不足或亢進時，可能

會影響另一方作用。而調節力不足或調節力過度的症狀，將可能對於學童在學習品質上造成

影響，檢查項目包含調節力檢查(Near Point of Accommodation Test 及 Accommodation Facility)

以及聚合近點檢查(Near point convergence) (呂帆、卓達雄，2007)。 

 

 (四)其他功能型檢查： 

    主要觀察學童在日常生活中，學童在快速追蹤物體的能力，以及是否能經由兩眼融像來

得到立體深度感，而檢查項目有中央眼球運動肌肉檢查(Saccade)及立體視覺檢查(Titmus 

Test)(呂帆、卓達雄，2007；吳怡璁、詹宗翰、孫涵瑛、蘇國禎，2009)。 

    研究所需之工具包括自動驗光儀、驗度儀、E 字遠距離視力表、投影機(Projector)、試鏡

架(Trial Frame)、試鏡片(Trial lens)、遮眼棒(Occluder)、改良型托林頓氏(Modified Thorington)、

馬德克斯桿(Maddox Rod)、手持式稜鏡、近距離視標卡、一般近距離的調節視標、Rock 

card(20/30~20/40)及+/-2.00 翻轉鏡、提特瑪斯氏立體檢查(Titmus Test)及偏光鏡。在驗眼檢查

後每位學童均回饋一份完整的檢查報告，請參考附件四。 

 

 

 

 

 

 

 

 

 

 

 

 

 

 

圖一 驗眼檢察項目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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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2. 隱斜視檢查(Modified 

Thorington Test) 

 

屈光型 

1. 右或左眼最佳矯正視力 

 

2. 右或左眼最佳矯正後之

等價球面度數 

調節聚合檢查 

1. 調節力檢查(NPA、

Accommodation Facility) 

2. 聚合近點檢查(NPC) 

其他功能型檢查 

1. 中央眼球運動肌肉檢查

(Saccade) 

2. 立體視檢查(Titmus Test)   



參、資料分析： 

    初步統計結果顯示 NPA 視覺機能檢查與學童用眼反應無明顯相關性，故增加「未完全矯

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項目來加以分析學童用眼反應，並企圖找出其相關性。本研究

使用 PASW Statistics 18 軟體來分析數據，而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有：描述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與皮爾森相關（Pearson’s correlation）分析，用以考驗國小學童的雙眼

調節機能與其他變項之相關。 

肆、結果： 

根據本研究的三個待答問題：國小學童日常用眼反應之現況、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

果之現況、以及影響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國小學童日常用眼反應之現況 

    本研究中國小學童的用眼反應可分為遠、中、近三段距離來說明，分別為：1. 看黑板或

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2. 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3. 看

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4. 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

情況；5. 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 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6. 看電腦或平

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 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以下就上述各項用眼反應

分別說明： 

(一)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平日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該題學生或家長

選擇不曾的有 114 人（74.0%）、偶爾 29 人（18.8%）、經常 8 人（5.2%）、總是 3 人（1.9%）。

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1）可以看出有七成以上的學童在平日看黑板或電視時不會有看不

清楚的情況，但仍有接近三成的學童在在平日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 

 

 

 

 

 

 

 

 

 

 

 

 

圖 4-1 學童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發生頻率 

 



(二) 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 

由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平日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疲勞或酸澀的情況，該題學生或家長

選擇不曾的有 82 人（53.6%）、偶爾 59 人（38.6%）、經常 7 人（4.6%）、總是 5 人（3.3%）。

此外，從統計結果（如圖 4-2）可以看出五成以上的學童看黑板或電視時，不會有眼睛痠澀或

疲勞想睡的情況，但依然有接近五成以上的學童在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

睡的情況 

 

 

 

  

 

 

 

     

 

圖 4-2 學童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的發生頻率 

(三) 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 

    由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該題學生或家長

選擇不曾的有 128 人（83.1%）、偶爾 21 人（13.6%）、經常 2 人（1.3%）、總是 3 人（1.9%）。

此外，從統計結果（如圖 4-3）可以看出八成以上的學童在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

的情況，但仍然有接近兩成以上的學童在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 

 

 

 

 

 

 

 

 

 

 

 

圖 4-3 學童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發生頻率 



(四) 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 

由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平日閱讀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

該題學生或家長選擇不曾的有 99 人（64.3%）、偶爾 44 人（28.6%）、經常 8 人（5.2%）、

總是 3 人（1.9%）。此外，從統計結果（如圖 4-4）可以看出六成以上的學童在平日閱讀書

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但依然有接近四成以上的學童平日閱讀書

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 

 

 

 

 

  

 

 

 

 

 

 

圖 4-4 學童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發生頻率 

(五) 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平日觀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會有看

不清楚的情況，該題學生或家長選擇不曾的有 135 人（87.1%）、偶爾 15 人（9.7%）、經常

2 人（1.3%）、總是 3 人（1.9%）。此外，從統計結果（如圖 4-5）可以看出八成以上的學童

在平日觀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但仍然有接近

兩成以上的學童在平日觀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 

 

 

 

 

  

 

 

 

 

 

 

            圖 4-5 學童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 

                         會有看不清楚的發生頻率 



(六)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平日觀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 

機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該題學生或家長選擇不曾的有 114 人（73.5%）、偶

爾 34 人（21.9%）、經常 4 人（2.6%）、總是 3 人（1.9%）。此外，從統計結果（如圖 4-6）

可以看出七成以上的學童在平日觀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會有看不清

楚的情況，但仍然有接近三成以上的學童在平日觀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

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 

 

 

 

 

 

 

 

 

 

 

圖 4-6 學童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 

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發生頻率 

二、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現況： 

    本研究中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現況分為四類型來說明，分別為：1. 右眼最佳矯正視

力；2. 左眼最佳矯正視力；3. 右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4. 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

球面度數；5. 斜視檢查(Cover Test)；6. 調節力檢查(NPA)；7.調節力檢查(Accommodative 

Facility)；8. 聚合近點檢查(NPC)；9. AC/A ratio；10. 中央眼球運動肌肉檢查(Saccade)；11. 立

體視檢查(Titmus Test)；12. 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13. 左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以下就上述各項視覺機能檢查結果分別說明： 

 

(一) 右眼最佳矯正視力值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右眼最佳矯正視力值項目中的表現情形。

在正常情況下，學童經由最佳矯正後視力值應達到 0.8 以上，而統計結果發現表現正常的學

童有 171 人（97.8%）、不正常有 4 人（2.2%）。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7)可以看出九成

以上的學童在右眼最佳矯正視力值項目中的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一成的學童在右眼最佳

矯正視力值項目中表現異常。 

 

 

 

 



 

 

 

 

 

 

 

 

 

 

 

圖 4-7 學童在右眼最佳矯正視力值檢查的表現狀況 

(二) 左眼最佳矯正視力值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左眼最佳矯正視力值項目中的表現情形。

在正常情況下，學童經由最佳矯正後視力值應達到 0.8 以上，而統計結果顯示表現正常的學

童有 166 人（95.5%）、不正常有 8 人（4.5%）。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8)可以看出九成

以上的學童在左眼最佳矯正視力值項目中的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一成的學童在左眼最佳

矯正視力值項目中表現異常。 

 

 

 

 

  

 

 

 

 

 

 

 

圖 4-8 學童在左眼最佳矯正視力值檢查的表現狀況 

 

(三) 右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右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項目中

的表現情形，結果顯示學童遠視有 8 人（4.6%）、正視有 110 人（62.0%）、近視輕度有 42

人（24%）、近視中度有 13 人（7.4%）、近視重度有 2 人（1.1%）。另外，由統計結果(如

圖 4-9)可以看出六成以上的學童在右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項目中為正視眼，但有接



近四成的學童在右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項目中為非正視眼。而遠視定義為+0.50D 以

上；正視為+0.50D 至-0.50D 之間；近視輕度為-0.51D 至-3.00D 之間；近視中度為-3.01D 至

-6.00D 之間；近視重度為-6.00D 以上。 

 

 

 

 

 

 

 

 

 

 

 

圖 4-9 學童在右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檢查的表現狀況 

(四) 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項目中

的表現情形，而統計結果顯示學童遠視有 6 人（3.4%）、正視有 115 人（66.1%）、近視輕

度有 38 人（21.8%）、近視中度有 13 人（7.5%）、近視重度有 2 人（1.1%）。此外，從統

計結果(如圖 4-10)可以看出六成以上的學童在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項目中為正視

眼，但有接近四成的學童在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項目中為非正視眼。 

    遠視定義為+0.50D 以上；正視為+0.50D 至-0.50D 之間；近視輕度為-0.51D 至-3.00D 之

間；近視中度為-3.01D 至-6.00D 之間；近視重度為-6.00D 以上。 

 

 

 

 

 

 

 

 

 

 

 

圖 4-10 學童在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檢查的表現狀況 



(五) Cover Test 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 Cover Test 項目中的表現情形，而統計

結果顯示表現正常的學童有 154 人（85.1%）、不正常有 27 人（14.9%）。此外，由統計結

果(如圖 4-11)可以看出八成以上的學童在 Cover Test 檢查項目中的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

兩成的學童在 Cover Test 檢查項目中表現異常。此外，Cover Test 檢查的判斷標準為檢查者所

評估，故結果較具主觀性。 

 

 

 

 

 

 

 

 

 

 

 

圖 4-11 學童在 Cover Test 檢查的表現狀況 

(六) NPA 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調節力檢查之 NPA 項目中的表現情形，而表現正常的學童有

150 人（81.1%）、不正常有 35 人（18.9%）。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12)可以看出八成以

上的學童在 NPA 檢查項目中的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兩成的學童在 NPA 檢查項目中表現

異常。而 NPA 期望值，根據霍夫史底特氏幅度公式:15 減 0.25 乘以患者年齡(吳怡璁、詹宗翰、

孫涵瑛、蘇國禎，2009)。 

 

 

 

 

 

 

 

 

 

 

 

 

圖 4-12 學童在 NPA 檢查的表現狀況 

 



(七) Accommodative Facility 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調節力檢查之 Accommodative Facility 項目中的表現情形，結

果顯示表現正常的學童有 173 人（98.9%）、不正常有 2 人（1.1%）。此外，由統計結果(如

圖 4-13)可以看出九成以上的學童在 Accommodative Facility 檢查項目中的表現正常，但仍然

有接近一成的學童在 Accommodative Facility 檢查項目中表現異常。而 Accommodative Facility

的期望值為 5 個 CPM (Carlson、Kurtz，2004)。 

 

 

 

 

 

 

 

 

 

 

 

 

圖 4-13 學童在 Accommodative Facility 檢查的表現狀況 

(八) NPC-破裂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 NPC-破裂項目中的表現情形，結果可以看

到學童表現正常有 174 人（94.1%）、不正常有 11 人（5.9%）。經由統計結果(如圖 4-14) 顯

示有九成以上的學童在 NPC-破裂項目中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一成的學童在 NPC-破裂項

目中表現異常。而 NPC-破裂的期望值為 7 公分(吳怡璁、詹宗翰、孫涵瑛、蘇國禎，2009)。 

 

 

 

 

 

 

 

 

 

 

 

圖 4-14 學童在 NPC-破裂的檢查表現狀況 

 



(九) NPC-回復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 NPC-回復項目中的表現情形，結果顯示學

童表現正常有 150 人（82%）、不正常有 33 人（18%）。此外，從統計結果(如圖 4-15) 可以

看出有八成以上的學童在 NPC-回復的檢查項目中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兩成的學童在

NPC-回復的檢查項目中表現異常。NPC-回復的期望值為 10 公分(吳怡璁、詹宗翰、孫涵瑛、

蘇國禎，2009)。 

 

 

 

 

 

 

 

 

 

 

圖 4-15 學童在 NPC-回復的檢查表現狀況 

(十) Gradient of AC/A ratio 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Gradient of AC/A ratio檢查項目中的表現情形，而學童在AC/A ratio

值偏低有 149 人（91.4%）、AC/A ratio 值正常有 9 人（5.5%）、AC/Aratio 值偏有高 5 人（3.1%）。

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16)可以看出九成以上的學童在 Gradient of AC/A ratio 檢查項目中的

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一成的學童在 Gradient of AC/A ratio 檢查項目中表現低於平均值。

Gradient of AC/A ratio的比值公式為(自覺式驗光近距斜位)與(+1D添加時之近距斜位)相減所

得的差值及(自覺是驗光近距斜位)與(-1D 添加時之近距斜位)相減所得的差值，相加後再除以

二。而 AC/A ratio 的一般平均值為 4/1(稜鏡/D)至 6/1(稜鏡/D)之間(Grosvenor、Goss，2005)。 

 

 

 

 

 

 

 

 

 

 

 

圖 4-16 學童在 Gradient of AC/A ratio 檢查的表現狀況 



(十一)Saccade 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 Saccade 項目中的表現情形，結果顯示

表現正常的學童有 143 人（78.1%）、不正常有 40 人（21.9%）。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17)

可以看出七成以上的學童在 Saccade 檢查項目中的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三成的學童在

Saccade 檢查項目中表現異常。而 Saccade 的判斷標準由檢查者所直接評估，故結果較具主觀

性。 

 

 

 

 

 

 

 

 

 

圖 4-17 學童在 Saccade 檢查的表現狀況 

(十二)立體視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立體視項目中的表現情形，結果顯示表

現正常的學童有 136 人（73.1%）、不正常有 50 人（26.9%）。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18)

可以看出七成以上的學童在立體視檢查項目中的表現正常，但仍然有接近三成的學童在立體

視檢查項目中表現異常。而立體視的期望值為 40 seconds(Grosvenor、Goss，2005)。 

 

 

 

 

 

 

 

 

 

圖 4-18 學童在立體視檢查的表現狀況 

(十三) 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項目中

的表現情形，結果顯示完全矯正的學童有 137 人（73.3%）、未完全矯正有 50 人（26.7%）。

此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19)可以看出七成以上的學童在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

查項目中的已經完全矯正，但仍然有接近三成的學童在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



項目中未達矯正完全。而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的計算公式為學童經由最佳矯正後

的等價球面度數減學童原本已矯正完全或未矯正完全的等價球面度數，而右眼完全矯正的一

般平均值為小於等於 1D，而未完全矯正則是大於 1D 以上。 

 

 

 

 

 

 

 

 

 

 

 

圖 4-19 學童在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項目中的表現情況 

 

(十四) 左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項目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學童在雙眼視覺機能檢查之左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項目中

的表現情形，結果顯示完全矯正的學童有 129 人（69%）、未完全矯正有 58 人（31%）。此

外，由統計結果(如圖 4-20)可以看出六成以上的學童在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

項目中為完全矯正，但仍然有接近四成的學童在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項目中

還未達完全矯正。而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的計算公式為學童經由最佳矯正後的等

價球面度數減學童原本已矯正完全或未矯正完全的等價球面度數，而右眼完全矯正的一般平

均值為小於等於 1D，而未完全矯正則是大於 1D 以上。 

 

 

 

 

 

 

 

 

 

 

 

 

圖 4-20 學童在左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項目中的表現情況 

 



三、影響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 

    本研究中影響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分為調節力檢查、日常用眼反應、視覺機能檢查三

種檢查類型來做說明，分別為 AC/A ratio、NPA、Accommodative Facility、看黑板或電視時，

會有看不清楚及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及有眼睛

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 時，會有看不清楚及有眼睛

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右眼及左最佳矯正視力、右眼及左眼最佳矯正後之等價球面度數、

斜視檢查、聚合近點檢查、中央眼球運動肌肉檢查、立體視檢查、右眼及左眼未完全矯正，

以下就上述各項視覺機能檢查結果分別說明： 

(一)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 

    從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1)，可以看出 ACA ratio

檢查結果與學童在平日觀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具有負相關。此外，研究顯示

Accommodative Facility 檢查結果與學童日常用眼反應(如學童在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

楚的情況；學童在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有眼睛痠澀或疲勞的情況；學童在看書本或寫作

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學童在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有眼睛痠澀或疲勞的情況；學

童在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學童在看電腦或平

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的情況)皆具有非常顯著的相關性，表

示學童的調節靈敏度異常對於用雙眼的用眼品質是會造成影響的。 

表 4-1 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分析 

 ACA NPA Accommodative Facility 

A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97* 

.022 

134 

.085 

.298 

152 

-.288** 

.000 

143 

A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32 

.130 

133 

-.025 

.762 

151 

-.228** 

.006 

142 

B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35 

.120 

134 

.006 

.937 

152 

-.260
**

 

.002 

143 

B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12 

.196 

134 

.071 

.383 

152 

-.263** 

.002 

143 

C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053 

.540 

135 

.008 

.920 

153 

-.389** 

.000 

143 

C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08 

.214 

135 

.023 

.778 

153 

-.312** 

.000 

143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二)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 

    從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2)顯示，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與日常用眼反應

(如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

況、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 時，

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具有相關。而左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檢查與日常用

眼反應(如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

有明顯的相關性。 

 

表 4-2 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 

  右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  

左眼未完全矯正(under 

correction)  

A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279
**

 

.000 

154 

-.222
**

 

.006 

154 

A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98
*
 

.014 

153 

-.128 

.115 

153 

B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245
**

 

.002 

154 

-.192
*
 

.017 

154 

B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42 

.078 

154 

-.122 

.130 

154 

C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40 

.082 

155 

-.118 

.145 

155 

C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82
*
 

.024 

155 

-.125 

.122 

155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從分析結果(如表 4-3)可以看出，視覺機能檢查中的立體視檢查與日常用眼反應(如看黑板

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看電腦或平板

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 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皆具有相關性。 

 

表 4-3 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與日常用眼反應之相關 

 立體視 

A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171
*
 

顯著性 (雙尾) .034 

個數 154 

A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157 

顯著性 (雙尾) .052 

個數 153 

B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194
*
 

顯著性 (雙尾) .016 

個數 154 

B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058 

顯著性 (雙尾) .476 

個數 154 

C1 看不清楚 Pearson 相關 -.194
*
 

顯著性 (雙尾) .016 

個數 155 

C2 眼睛酸澀或疲勞想睡 Pearson 相關 -.135 

顯著性 (雙尾) .093 

個數 155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三) 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與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相關分析 

    從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檢查與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相關分析(如表 4-4)可以看

出，NPA 調節力檢查與聚散功能檢查(如右眼最佳矯正視力、左眼最佳矯正視力、NPC-回復)，

皆具有相關性，證實在雙眼視覺機能中，調節力作用與聚散功能是互相牽動的關係。此外，

Accommodative Facility 之調節力檢查與學童視覺機能檢查(如右眼未完全矯正、右眼最佳矯正

視力、左眼最佳矯正視力、立體視)，是具有相關性的。。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到最佳矯

正視力、聚合能力及立體視對於雙眼調節力具有顯著的相關程度。 

 

                                   

 



表 4-4 國小學童雙眼調節力檢查與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相關分析 

  

AC/A ratio NPA 

Accommodative 

Facility 

右眼未完全矯正

(under correction)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16 

.140 

163 

-.127 

.091 

179 

.246
**

 

.001 

170 

左眼未完全矯正

(under correction)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214
**

 

.006 

163 

-.057 

.450 

179 

-.051 

.513 

170 

右眼最佳矯正後之

等價球面度數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80
*
 

.025 

155 

.040 

.609 

169 

.004 

.957 

160 

左眼最佳矯正後之

等價球面度數 

Pearson 相關 -.203
*
 

.012 

153 

.002 

.976 

167 

-.069 

.387 

158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右眼最佳矯正視力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63
*
 

.042 

155 

.228
**

 

.003 

169 

-.355
**

 

.000 

160 

左眼最佳矯正視力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055 

.498 

155 

.216
**

 

.005 

169 

-.293
**

 

.000 

160 

CT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011 

.889 

159 

.078 

.307 

173 

-.045 

.571 

164 

Saccade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14 

.150 

160 

.027 

.721 

175 

-.053 

.498 

166 

NPC_破裂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48 

.060 

162 

.102 

.173 

179 

-.078 

.315 

169 

NPC_回復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03 

.193 

162 

.222
**

 

.003 

177 

-.074 

.343 

167 

立體視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227
**

 

.004 

163 

.055 

.464 

179 

.162
*
 

.035 

170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伍、結論： 

    整體而言，從學童日常生活用眼反應的調查結果(如圖 4-1 至 4-6)可以看出，學童分別在

遠、中、近三段不同距離下的日常用眼反應都有二成至五成的不清楚或酸澀情況發生，顯見

國內學童在用眼工作上並非完全在最清楚或最舒適的情況下進行。而在視覺機能檢查結果(如

圖 4-7 至 4-20)可以發現學童在不同檢查狀況下有一成至四成的異常情況，顯示國內童學在雙

眼視覺機能仍然有進步的空間。另外，在影響學童雙眼調節力之因素相關分析結果(表 4-1 至

4-4)可以看出，學童在右眼或左眼未完全矯正、立體視異常會對國小學童的調節造成影響，

而導致童學在日常用眼學習上會有看不清楚或眼睛痠澀疲勞的情況產生。在 Cheng, et al 

(2012)及 Lin, Shih(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雙眼視覺功能障礙跟立體視與注視能力有關，故本

研究的相關分析結果與兩者的研究結果是可以互相呼應。此外，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1)亦發

現，國小學童在 Accommodative Facility 調節表現學童在日常生活用眼反應呈現非常顯著的相

關性 

    雙眼的最佳屈光矯正有助於減緩學童在閱讀學習上的疲勞感及因為看不清楚所造成的瞇

眼現象，故可以發現雙眼的屈光矯正對於學童的調節力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另外，影響學

童在日常用眼反應還包括雙眼視覺功能異常如注視能力不足、斜視、調節性聚合異常、注視

偏移、斜位及立體視異常……等。另外，從研究數據發現到，在日常生活中用眼反應表現極

差的學童，大多患有立體視功能異常、斜視情形、追視能力較差或調節靈敏度不佳的情況。 

陸、討論： 

影響國小學童雙眼調節機能的因素在本研究中，國小學童日常用眼反應之現可以看出學

童分別看近、中、遠三段不同距離在用眼情況的調查，依研究結果(如圖 4-1 至 4-6)顯示，1. 學

童在看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占一成二；2. 看電腦或

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戲機) 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占兩成六；3. 看書本或

寫作業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占一成六；4 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

的情況占三成五；5. 看黑板或電視時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占兩成六；6. 看黑板或電視時，

會有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的情況占四成六，可以觀察到學童在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或掌上遊

戲機)的用眼反應情形相較於學童在看黑板或電視、看書本或寫作業的用眼反應良好。有相關

研究指出童學在玩電腦遊戲時，有幫助注意力的提升，若當學童能完全投入其情境時會過濾

掉不相關的知覺(林秋斌、蘇怡慈、李美萱，2012；褚麗絹、李承霖、郭靜蘭，2011)。 

國小學童日常用眼反應之現況(如圖 4-1 及 4-3)可以看出，學童在遠距離工作(如看黑板

或電視)相較於中距離工作(如看書本或寫作業)，增加一成以上的學童有看不清楚的表現，依

研究結果推論大多數學童在遠、中距離有看不清楚的情況是由於未屈光矯正或矯正不完全所

造成，故學童在遠距離閱讀相較於近距離，更顯得吃力些。 

    從國小學童視覺機能檢查結果之現況可以看出學童在經由最佳矯正後的視力值情形，依

研究結果(圖 4-7至 4-8)顯示學童右眼最佳矯正視力值未達標準為百分之二而左眼最佳矯正視

力值未達標準占百分之四，依研究結果推論，部分學童原本就已配戴矯正視力眼鏡且視力值

依然低於正常值，另外部分學童為從未配戴過矯正眼鏡並患有雙眼視覺功能異常的情況故視

力值經由最佳矯正後仍然無法達至一般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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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5/ir/retrieve/10521/30330006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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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場所同意書 
 

計 畫 名 稱 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課業學習之相關研究 

研究計畫主持人 

/ 機 構 與 單 位  

姓名：鄭靜瑩             

機構：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職稱：副教授 

聯 絡 電 話 0917291026 

經 費 來 源 
□院內計畫   □國科會   □衛生署   □自行研究  

█ 其他    新北市衛生局     

研 究 目 的 探討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課業學習之相關 

研 究 對 象 
 

新北市淡水區_________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童 

執 行 期 間  101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需 要 協 助 項 目 

1.場所安排與佈置 

2.家長說明會與研究流程之安排與協調 

3.學生調配 

研 究 場 所 
 

新北市淡水區_________國小 

研究場所單位主管

同 意 簽 署 

 

單位主管姓名：                      （簽章） 

日期： 101 年     月      日 

備     註 

1. 使用介入或侵入性研究方式，請研究者至研究場所

說明相關研究程序與可能之風險效益。 

2. 本委員會依據作業程序、衛生署規範及人體研究

法，為落實保障受試者權益，於必要時，可能會進

行訪視，亦請研究場所單位或機構作必要之處置。 

3. 研究場所單位或機構主管依權責做行政裁量，但簽

署後，代表同意；若該主管不同意，請主持人另覓

研究執行場所。 

 

         

 主持人：              （簽章）  日期：        年   月   



附件二 

101學年度新北市淡水區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臺灣學童近視率一直居高不下，其嚴重性不單僅只於近視比率「愈來愈高」、近視的度數也「愈來愈

深」、近視的年齡也逐年下降；學童的近視議題必須受重視，且應列為醫療與教育改善的 重點工作。 隨

著時代的進步，網路媒體、科技帯給人們許多的便利與樂趣，然而，愈來愈多的閱讀與用眼需求引起的

視覺機能問題，或是視覺機能問題對學童學習的影響。近年來，許多的研究提出學童的視力、學習成效、

與雙眼視覺機能之間息息相關，本研究將調查學童視覺系統各方面的機能，藉此進一步探究其視力與學

習相關的影響 。本研究分三部份，第一部份為問卷的填答，第二部份為學童的視覺機能檢查， 第三部

份調閱學童相關學習記錄。研究資料將以不記名方式，編號代替學生基本資料，若有相關記名資料則由

校方保存。請家長協助學生或由學生本人填寫本問卷，您回覆的問卷對臺灣學童的視覺機能追蹤有相當

大的幫助。問卷共四頁，研究人員將根據每份問卷的填答內容，在電腦中予以記錄並進行相關之統計分

析，其中若有部份題項未填答或填寫不清楚的問卷，在研究中則視為無效問卷不予記錄，請家長與貴子

弟填寫完畢後，協助檢視問卷的填答是否詳實與完整。叨擾之處，尚請見諒！！您與學童的參與對臺灣

區學童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分析有相當大的幫助研究團隊再次感謝您的參與。研究資料將採各班學

生編號並採不記名方式，相關記名文件則由學校保存。整個研究極需要您的同意與配合才能順利完成，

若能得到貴家長的應允，我們將竭盡所能的為學生的視覺系統做最完善的檢查。如您同意您的孩子參與

本研究，請在本同意書下方簽署；您與孩子的參與對臺灣學童的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分析有很大的幫助，

淡水區學童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團隊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請將同意書完整填寫後，交回班級導師統一收回 

新北市衛生局、淡水區區公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眼科、視光學系研究團隊       

新北市文化國小、水源國小、育英國小、興仁國小行政團隊  敬上 

 

『新北市淡水區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家長同意書回函 
 

本研究不涉及任何侵入性的檢查與治療，歡迎家長蒞臨指導。若您同意貴子弟參與本研究，請簽署

本同意書，並填寫相關之問卷，完成後將本同意書連同完成後的問卷交付班級導師統一處理。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參與『淡水區學童視覺機能與學習相關研究』 

       國小    年    班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_________          

 



附件三 

基本資料 

一、學生基本資料：         國小      年      班 座號      

1. 學生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  

2. 學生性別 □男  □女 

3. 學生檢查出近視時間 □目前尚未近視 □就讀幼稚園之前 □幼稚園階段 

□國小一年級   □國小二年級     □國小三年級 

□國小四年級   □國小五年級     □國小六年級 

4. 散瞳劑或睫狀肌麻痺劑 

(控制近視用藥)點用情形 

□從未點用 

□過去曾長期點用(曾經持續點用 6 個月以上，但目前已停用 6 個月以上) 

□目前正在點用中(已持續點用一周以上且最後一次點用在一周內， 

藥物名稱____________及濃度_________)  已點用_____月左右 

(不會填寫者請在檢查當日將藥水帶到學校) 

5. 學童從事戶外活動是否有下列症狀？ 

  (1)戶外活動時是否覺得陽光刺眼、無法睜開眼睛?  □是  □否 

  (2)戶外活動是否配戴太陽眼鏡或變色鏡片?        □總是  □經常  □偶爾  □不曾 

6. 目前矯正方式(可複選) 

  □無  □戴眼鏡  □一般隱形眼鏡  □角膜塑型隱形眼鏡(夜戴型隱形眼鏡)  □其他

____________ 

7. 戴眼鏡方式調查 (有配戴矯正眼鏡才需作答) 

  □遠近都戴      □看遠才戴    □看近才戴    □都沒在戴 

8. 父母親視力狀況(可複選) 

父： □良好(未達±1.00 度)  近視( □未達－6.00 度／ □－6.00 度(含)以上 ) 

     □遠視(＋1.00 度(含)以上)  □散光(亂視)  □老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包含眼睛疾病、視覺障礙、弱視等) 

母： □良好(未達±1.00 度)  近視( □未達－6.00 度／ □－6.00 度(含)以上 ) 

     □遠視(＋1.00 度(含)以上)  □散光(亂視)  □老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包含眼睛疾病、視覺障礙、弱視等) 

9. 父母親－學歷背景 父：□國中  □高中(職) □專科(二、五專) □大學 □研究所以上 

母：□國中  □高中(職) □專科(二、五專) □大學 □研究所以上 



10. 父母親－職業背景 父：□工    □商     □農   □教育 □醫藥 □軍警 □公 

  □自由業 □服務業 □家管 □其他_____________ 

母：□工    □商     □農   □教育 □醫藥 □軍警 □公 

  □自由業 □服務業 □家管 □其他_____________ 

11. 家長平均每星期花多少 

時間陪學童進行課業學習?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 小時以上 

二、學生視覺狀況調查 

A. 在平常的情況下(□有□無 戴眼鏡)，學童看黑板或電視時，會不會有下列情況發生 

 總是 

(80%) 

經常 

(60%) 

偶爾 

(20%~40%) 

不曾 

(0%) 

A1 看不清楚(會瞇眼睛) □ □ □ □ 

A2 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 □ □ □ □ 

A3 頭痛、眼睛疼痛、或流眼淚 □ □ □ □ 

A4 出現雙重影像(複影) □ □ □ □ 

A5 頭部歪歪的 □ □ □ □ 

A6 斜眼看 □ □ □ □ 

B. 在平常的情況下(□有□無 戴眼鏡)，學童看書本或寫作業時，會不會有下列情況發生 

 總是 

(80%) 

經常 

(60%) 

偶爾 

(20%~40%) 

不曾 

(0%) 

B1 看不清楚(會瞇眼睛) □ □ □ □ 

B2 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 □ □ □ □ 

B3 頭痛、眼睛疼痛、或流眼淚 □ □ □ □ 

B4 出現雙重影像(複影) □ □ □ □ 

B5 跳行漏字(需用手或尺來標記) □ □ □ □ 

B6 經常分心需花較長的時間完成課業 □ □ □ □ 

B7 頭部歪歪的 □ □ □ □ 

B8 斜眼看 □ □ □ □ 

C. 在平常的情況下(□有□無 戴眼鏡)，學童看電腦、平板電腦、手機與掌上型遊戲機等 3C

產品時，會不會有下列情況發生 

 總是 

(80%) 

經常 

(60%) 

偶爾 

(20%~40%) 

不曾 

(0%) 

C1 看不清楚(會瞇眼睛) □ □ □ □ 

C2 眼睛痠澀或疲勞想睡 □ □ □ □ 

C3 頭痛、眼睛疼痛、或流眼淚 □ □ □ □ 

C4 出現雙重影像(複影) □ □ □ □ 

C5 頭部歪歪的 □ □ □ □ 

C6 斜眼看 □ □ □ □ 

三、學生放學後安置調查 

1. 學生課後所處的環境較

接近下列何者? 

□空間狹窄且人多擁擠     □空間狹窄但人不多還算清靜 

□空間適當但無戶外活動空間  □空間適當且有戶外活動空間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學生每日學校放學後的

安置方式？ 

□回家或到親戚朋友家中 且未參與任何課後學習課程 

□回家或到親戚朋友家中 但有參與一些課後學習課程 

□留在學校或參加學校辦理的安親課程 但未參與任何課後學習課程 

□留在學校或參加學校辦理的安親課程 但有參與一些課後學習課程 

□到私人設立的安親班 但未參與安親班開設的任何課後學習課程 

□到私人設立的安親班 但有參與安親班開設的課後學習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3. 學生週末假日是否參與任何課後學習課程？    □是  □否 

附件四 

『101 學年度新北市淡水區國小學童雙眼視覺機能檢查』記錄表 
 

＿    國小     班級：    年    班     號      性別：□男 □

女 

  1. Autorefractor R： L： 

 

2. 散瞳劑或睫狀肌麻痺劑 

(控制近視用藥)點用情形 

□從未點用 

□過去曾長期點用(曾經持續點用 6個月以上，但目前已停用 6個月以上) 

□目前正在點用(已持續點用一周以上且最後一次點用在一周內，藥

物名稱_________及濃度______)  已點用_____月左右。 

3. 目前矯正方式(可複選) 
□無  □戴眼鏡  □一般隱形眼鏡 

□角膜塑型隱形眼鏡(夜間配戴型)  □其他____________ 

 ○ × 

4. Lensometry 
R：＿＿＿＿＿＿＿＿＿＿ DBOC＿＿＿mm   

L：＿＿＿＿＿＿＿＿＿＿  ( PD_______mm )        

 

 

 

 

5. Pupil light reflex □Normal Response □Sluggish □Fail   

 

6. Visual Acuity 

DVAsc：OD _________ OS ________  

DVAcc：OD _________ OS ________      

NVA(Habit □sc □cc)：OD ________ OS ________ (____cm) 

 

 

 

 

 

 

 
7. Subjective Refraction 

(Binocular Balance，MPMVA) 

OD：＿＿＿＿＿＿＿＿＿＿____ VA＿＿＿ 

OS：＿＿＿＿＿＿＿＿＿_______  VA＿＿＿ OU :VA＿___ 
  

 8. Heterotropia 
(Cover-Uncover Test) 

Any horizontal, vertical or diagonal movement   



9.Heterophoria 
(Modified Thorington Test) 
 
 

DLP：□Ortho，□EXO □ESO_______△（3XP~ 1EP） 

DVP：□Ortho，□RHP □LHP_______△（Ortho~0.5△） 

NLP：□Ortho，□EXO □ESO_______△（Ortho~6XP） 

NLP with ＋1.00D：□Ortho，□EXO □ESO_______△ 

   with －1.00D：□Ortho，□EXO □ESO_______△ 

NVP：□Ortho，□RHP  □LHP_________△（Ortho~0.5△） 

  

 10. Saccade  □Accurate  □Undershooting  □Overshooting   

11. NPC Break_______cm，Recovery _______cm  （7cm/10cm）   

12. NPA（Push-up） Blur_______cm_____D（8cm）   

 
13. Stereopsis（Titmus） _______seconds（五六年級 40”，四年級以下 100”）   

14. Accommodative Facility（±1.50D）：     CPM（5CPM）   

 15.  眼動儀      （NVA≧0.8,  8-13 檢查項目均為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