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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年，是开展粮食节约行动的新起点，也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程。

在此背景下，通过借鉴日本食育发展经验，构建政府、科研机构、社会、学校、家庭等多元主体系统性

的食育建设，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减少餐饮浪费、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对提高科学饮食能力、促进粮食

安全、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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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21 is the first year of my country’s “14th Five-Year Plan”. It i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food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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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ation actions and a new journey to build a healthy China. In this context, by learning from Ja-
pan’s food educatio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building a systemic food education construction for 
the government,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ociety, schools, families to popularize nutri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reduce food waste, promote individu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mprove science, the ability to eat, promote food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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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98 年，日本著名养生学家石塚左玄在《食物养生法》提出“食育”一词，指出“体育、智育、才

育即是食育”[1]。2005 年，日本政府颁发《食育基本法》，其中将食育界定为“以提高国民的饮食判断

能力、实现终身健康生活、培养健全人格等为目的而进行的必要活动”[2]，从立法的高度肯定了食育发

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该法律为依托，日本至今已实施三个五年期的“食育推进计划”，目标群体逐

渐从贫困儿童扩大至全民，维度从营养健康拓展至综合教育，目标从加强贫困儿童营养供给发展至教育、

文化、经济、健康等全方位系统建设，成果显著。例如，2001~2016 年，男女性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均

持续增加[3] [4] (见图 1)，2019 年，日本男女人均寿命分别为 81.41 岁、87.45 岁，连续八年实现增长，

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体质的发展奇迹”。 
食育，即是通过科学饮食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过程与方法的总和，是建立人与食物情感纽带、减少

食物浪费的有效方式，是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重要途径，是促进身心健康、助推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完善的食育制度、科学的食育方法、系统的食育规划，加强安全绿色饮食

观念，建设现代餐桌文明，发扬优秀传统饮食文化，提高国民身心健康素质，进而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数据来源：2006~2019 年日本食育白皮书) 

Figure 1. Changes in life expectancy of Japanese nationals from 2001 to 2019 
图 1. 2001~2019 年日本国民寿命变化(单位：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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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育的概念与内涵 

2002 年，我国学者首次引入食育概念[5]，认为是从幼儿时期开始，将其作为培养健康饮食习惯、艺

术想象力与正确人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此后，相关学者采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研、扎根理论法等不

断丰富食育的概念与内容，探索理论与实践。食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学习，更是通过“吃”的实践，传

播生命与营养科学知识，弘扬传统食文化，培养良好饮食习惯，开展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的教育，

对营养事业、身体健康、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具有积极意义[6] [7] [8]。 
“食育”一词虽为舶来品，但其面向全民的、全方位建设的理念与行动同样值得研究与借鉴。近年

来，我国国民健康意识提高，膳食结构趋于多元化，加之国家政策支持、多方关注扩大、国际先行经验

研究等多管齐下，为食育的本土化提供良好契机[9]。食育依托于教育学、农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专业知

识，贯穿于学习与实践多环节，其目标分为三个层次，即知识、技能与观念。食育知识在于通过系统教

育增加国民对营养、卫生、健康等基础性知识；食育技能包括掌握合理饮食方法、膳食营养搭配、饮食

安全、饮食礼仪等应用性技巧；观念则是在“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过程中对艺术想象力的培养、对优

秀食文化的传承、对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认知与实践。 

3. 多元主体视角下食育工作的现实意义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年，是开展粮食节约行动的新起点，也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

程。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饮食从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转变为植物与动物性食物并存的局

面，在国民营养摄入趋于科学化、身体素质显著提升的同时，仍面临局部餐饮浪费严重、营养知识缺乏、

健康素养不足等系列突出问题。食育作为面向全民的综合教育，以食物为载体，全方位、多角度传播食

育知识与技能，推动国民身心健康发展。 

3.1. 普及营养知识，提高科学饮食能力 

近年来，我国蛋类、奶类、水产品等食品消费量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国民饮食结构呈

现多元化趋势；另一方面，仍存在整体膳食环境与局部营养知识缺乏、科学饮食能力不足的问题。

2004~2015 年，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对九省(自治区)成年居民营养健康知识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受年龄、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同一年份不同特征组、不同年份全人群的膳食知识知晓率

存在一定变化：糖、高脂肪、体育锻炼及体重相关命题知晓率显著下降；膳食营养知识知晓率总体较低，

其中包括肉类消费、健康等方面[10]。此外，我国居民平均膳食脂肪供能比逾 30%，超过推荐上限，加

之运动不足、饮食习惯不合理等因素，极易导致超重肥胖，诱发多种慢性病。 
在现代化征程中，食育是应对饮食安全与营养失衡的有效之策[11]。食育知识作为食育内容的重要组

成，主要包括食物营养成分、分类、储存与食品安全等的普及与传播，促使国民全面掌握食物营养相关

知识，切实加强国民对健康饮食的关注并付诸行动。其中，有效的食育应从娃娃抓起，学校作为教书育

人的主要阵地，通过课堂讲授、实地体验、讲座等多项教学方式，有责任将大中小学生的饮食行为科学

化、安全化、文明化置于教育工作的突出位置，以斯金纳强化理论为指导，不断强化儿童青少年的食育

意识，同时开展家校食育共建，形成“学校包围家庭，社会多方共建”的推进方式，继而在全民范围内

普遍推广。 

3.2. 减少餐饮浪费，促进粮食安全 

在我国粮食供需紧平衡的时代背景下，食物浪费意味着生产期间所消耗的水、肥料、时间等生产资

料的无序耗用及温室气体的无端排放，过去为了满足粮食等物质增长的需求，倾向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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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加之公众不合理的食物消费态度已经引发一系列可见性后果，如淡忘勤俭节约传统，威胁粮食安全

建设，阻碍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行动的传播等。2020 年，“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开展节约粮食行动，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 
食育旨在贯穿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促进国民对食物的种植、生长、收获与加工等食物供应链环节

有一定的了解，学会尊重劳动成果，强化珍惜粮食的意识与行为，建立人与食物之间的情感连接，促使

国民向主动减少食物浪费转变，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前，全球多个国家与机构从食物供应链(Food 
Supply Chain)着手，开展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等多方面的行动与建设。因此，减少食物浪

费，厉行勤俭节约行动与文化传承、安全战略、绿色发展息息相关，亟需开展食育工作、采取有效行动

减少食物浪费的影响。 

3.3. 促进身心健康，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健康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提出“没有全民

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作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

要标志”的论断；2020 年，党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全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推

进全民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战略是国之大计，社会各界都应贯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方针，将健

康同各领域、各方面的工作结合。 
其中，食物作为生存之本，膳食观念、膳食结构、膳食能力与健康水平直接相关，如何切实提高国

民健康生活能力，规避不良饮食习惯、营养不平衡、食物污染、烹调加工不当等潜在健康风险至关重要。

目前，国民逐渐从食饱、食好到食健，膳食结构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期，普及科学饮食方法、选择健康

饮食方式、鼓励适当运动与平衡膳食具有重要意义。食育通过普及食育知识、提高食育技能，扩大食育

志愿者群体数量，提高参考《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而进行饮食生活的国民比例，扩大为预防或减轻

慢性病症而减盐、减油的国民比例，加强国民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关注，从源头上促进健康中

国建设进程。 

4. 多元主体视角下食育的相关路径 

相较于国外，我国食育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政策制定、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教育教学等多方面

均处于探索期。然而，在以北京市顺义政府、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

郝堂宏伟小学等为代表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中小学校等多主体的推动下，取得一系列

初步成就[13]。大量国内外实践证明，应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动员双轮驱动，坚持“政府推动–科研探究

–社会探索–学校实践–家庭教育”五项联动，构建“政府–科研–企业–学校–家庭”五重螺旋模式，

有效整合社会力量、聚焦实践主体、提升专业能力、提高食育实效，全面合理、科学有序地推进食育发

展进程。 
一是政府推动，注重顶层设计。从国民健康与粮食安全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政府引导、循序渐进、

全面推广，由顶层到终端、由国家到地方，系统建构，整体规划，奠定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第一，构建

适应德智体美劳食的教育大体系，确立食育体制、目标、保障与制度体系，制定食育中长期发展规划，

明确规划原则、建设思路与方向，从饮食、营养、保健、护理、健康基础设施等多方面保障食育规划的

顺利实施，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的教育体系。第二，确定食育总体实施方案，构建完善专业知识理

论以及系统体系，借助政府食育文件与政策，确保食育行动落地；第三，构建多部门联动协作网络，联

合建立食育专家库，积极推进对大、中、小、幼学生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教育工作；第四，注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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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师、食育教师等专业人才培养，制定人才考核与聘用机制，全面提升食育人员素质；第五，探索食

育的本土化，建设食育试验基地与示范学校，由点及面，由试点到全局，探索食育与德智体美劳的有机

衔接，编辑食育教材，确定食育效果评价办法，促使食育课程常态化、规模化。食育是亟待制定的国策

[8]，通过政府的推动，保障其约束力与强制力，加快推进食育建设进程，真正做到全民参与。 
二是科研探究，聚焦理论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即对某一现象内在联系与规律的研究，为解决实际

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应用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进行的针对性研究，是将理论发展成实际应用的

一种形式。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实践。一方面，鼓励设置食育、营养健康相关的研究课题，

设置专项资金，从上至下，加大科研人员对食育的关注；另一方面，在社会营造全民健康、全民运动的

氛围，从下至上，推动食育的发展。 
三是社会探索，凝聚多方力量。第一，确定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媒体、营养专家、社区工作专家、网

络名人，发挥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力推广“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知识

普及行动”，营造“全民食育”的氛围；第二，鼓励地方成立食育委员会、食育协会等组织，以社区为

单位，做好“专业专家–社区居民”的食育共建共享平台，策划并实施食育相关活动，普及健康知识，

学习健康管理技能，加强营养指导与健康交流，逐渐使其常态化、规模化；第三，以志愿者服务团队为

手段，鼓励和引导广大社区居民行动起来，主动担任营养健康志愿者，先学先会、服务邻里，争创健康

社区，促进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推动食育行动落到家家户户；第四，鼓励多方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联

结，充分发挥农林牧渔从业者、食品制造人员等在食物供应链中生产、加工与流通环节的优势，加强区

域间食物生产与供应链韧性，疏通区域间农业经济循环渠道，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是学校实践，探索系统教育。第一，规划与管理。学校课程规划与管理需从实际出发，结合区域

差异、民族特色与文化差异，在综合考虑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食育课程的整

体设计：组建高水平师资专业队伍，将食育课程与语文、历史、体育、生物等标准课程有机融合，不断

优化课程方案、教学师资、考核方式与课程评价方式；重视食育第二课堂建设，加强学生管理，注重教

师发展，发展硬件建设，注重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探索适于学校的食育推进模式。第二，教育与教学。

教育教学作为学校工作的核心，可就食育与高校、科研机构、农林牧渔从业者等开展密切合作，发挥“产

学研”优势，从教学方法与内容、前沿动态与趋势等方面展开教学研究与经验交流，组织饮食、健康、

营养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与实践培训，鼓励教师发现问题，不断提高师资的专业水平与技术能力。增设

食品科学、饮食礼仪、烹饪实操、卫生知识等相关的具体的通识选修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寓教于乐，创新教学实践方式。第三，拓展与延伸。开拓学校食育资源库，设置节气饮食课程，创

新课程形式，走进传统饮食文化，传播科学饮食理念和做法，感受大自然的多元化。 
五是家庭教育，重视科学饮食。国际经验显示，家庭教育与饮食质量、传统饮食文化传承、健康饮

食生活等多项指标密切相关[4]。作为引导家庭成员养成良好饮食习惯、提高科学饮食技能的重要方式，

家庭教育是巩固学校教育、夯实食育体系的基础，同时，家庭成员通过有意识的言传身教和实践活动，

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有效减少个食、孤食现象的发生。首先，建立家校共育平台。通过亲子活动、网

络指导、家长会、食育讲座等渠道，使家长充分认识到食物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科学与艺术属性以

及生活属性，提高对食育活动的认同，吸引其积极参与食育课程构建，主动向更为健康、绿色的饮食习

惯靠拢，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倾斜，助力家校共育良性发展，共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

次，发挥家委会模范作用。借助线上线下平台，发挥家长专业及生活优势，就食治、食养、科学搭配、

饮食礼仪等定期组织资源共享，通过融合教育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最后，以食物为媒介，积极

带领学生融入自然，引导学生参与食物生产，创造亲子共同劳动的机会，促进家长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由此帮助其树立正确的食物观、生命观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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