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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0~7岁是幼儿形成良好饮食习惯的最佳期，因此在早期对幼儿进行饮食方面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科学

的幼儿食育，不仅拥有健康的身体，而且对于国家来说也可以提高全民的素质，因此笔者将对幼儿园食

育课程展开现状研究，调查幼儿园开展食育活动的情况，并根据所存在的问题对幼儿园管理者、教师及

家长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改善幼儿自身存在的不良的饮食习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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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7 years old is the best period for children to form good eating habits,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diet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the early stage. Science of baby food, not only have a healthy 
body, but also for countries can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so the author will eating kindergarten 
education curriculum present situation research, survey the kindergarten food education activi-
ties, an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of the kindergarten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parents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children’s own existence of bad eating habits, 
promote children’s overa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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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背景 

2017 年我国颁布《中国儿童肥胖报告》[1]中强调虽然我国儿童营养和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随着经

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儿童肥胖情况日益递增，尤其是城市的孩子，不良饮食行为、习惯问题突出，极

易导致成年后 2 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严重危害人类健碍社会的发展。2001 年我国所颁布的《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中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园的健康教育放在工

作首位”；同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3]中提出要开展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营

养知识教育；全面普及营养知识，提高全民营养意识；把营养健康教育作为课程纳入到中小学教育当中。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食育的重视愈发重要，对幼儿进行食育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 研究现状评述 

2.1. 国外开展食育课程的相关研究 

日本是最早开展食育的国家，“食育”一词最早便是由日本学者石塚左玄于《食物养生法》一书

中所提出，日本强调应在每个学校开展食育课程，与其它各育相结合，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2005
年，日本政府出台《食育基本法》，这是第一个颁布食育法律的国家，强调应在每个学校开展食育课

程，与其它各育相结合，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日本非常重视食育，为保障学校教育的稳定发展。

丹麦已经实施了三次国民健康计划，目的是为了降低肥胖人群比例，大力提倡人们能够通过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4]。针对于学生方面，丹麦规定从小学四年级到七年级，学生要学习烹饪技术，教师还会让

学生亲手进行荤素搭配和学习各种蔬菜水果的营养价值[5]。英国卫生部于 2002 年拨款设立“英国食品

两星期”活动，英国政府十分重视人们的健康饮食，规定公立中学必须具备烹饪课，而且总学时不能

少于 24 个小时，课时结束后进行考试，凡是考试合格者将获得由教育部颁发的初级烹饪资格证书，该

证书与毕业直接挂钩[6]。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食育的研究起步较早，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研究资料也较为充实、系统。国外比

较注重公立学校的学生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从而提高学生对“食”的认识，相对于我国来说，

相关食育内容较少，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层面居多，而没有真正在幼儿园中实施，理论大于实践的做法

往往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为促进广大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可借他国之见，推动我国食

育的改善和发展。 

2.2. 我国幼儿园开展食育课程途径的研究 

张秋萍(2018) [7]提出食育课程包含五个维度的内容，即食物、农耕、自然、身体和厨房，可以通过

常态化食育活动、食育环境创设、幼儿自我健康管理和家园共育四种途径来实施。河南省实验幼儿园开

创的食育课程以健康为核心，2016 年该幼儿园创设“耕读苑”，开设了以亲近土地、亲近食物、保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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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敬畏生命等为主题的食育课程。景冬菊，牛丽萍(2021) [8]提出幼儿园食育应根据“食为依托、育为

本质”的食育课程目标，建构并实施各式各样的食育活动，主要形式包括食育微课、进餐活动中食育、

食育游戏、环境创设、食育活动主题、食育绘本、互联网 + 食育、集体教学活动中进行食育、食育实践

基地、食育资源库、线上线下家园共食育等多种方式培养幼儿的健康意识和饮食行为。 

3.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幼儿园园长、教师及家长为研究对象。 

4.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研究者主要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搜索引擎进行搜集整理有关幼儿园食育的相关文献，了解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情况，总结前人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观点。 
2) 访谈法 
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采用线上访谈，为了保证问题的针对性而编制《幼儿教师/园长食育访谈提纲》。

访谈主要涉及对食育的看法和认识食育与其他领域渗透等，根据访谈结果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策略。 
3) 问卷调查法 
为更好地了解幼儿在家庭中的饮食行为习惯以及家长对食育的认识，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食

育开展现状展开调研。在山东省随机选取幼儿园发放张誉小研制的《幼儿家庭食育调查问卷》，并且对

回收后的数据进行分析，为家长提出有效改善幼儿不良饮食行为习惯的对策，有利于促进家园共育。问

卷共发放 100 份，实收 97 份，回收率 97%，根据问卷得到研究结果如下所示。 

5. 研究结果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有 93.48%的家长认为幼儿园中开展食育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6.52%的家长认为

没必要开展食育课程。由此我们得知大部分的家长对于幼儿的饮食教育还是比较注重的，幼儿园通过相

关的食育活动，让幼儿了解更多有关“食”的知识，促进幼儿身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Figure 1. Parents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carry out food education courses 
图 1. 家长认为食育课程开展的必要性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家长期待幼儿园能够在良好的饮食行为习惯和营养与健康知识方面开展更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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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分别占比为 93.62%和 76.60%，其次，家长注重对待食物的态度，主要表现在 65.96%的家长期

望食育课程中有爱惜食物的内容。再次，家长们对传统饮食文化、环保意识的教育以及食物科学也比较

重视，占比分别为 46.81%、44.68%、34.04%。家长们对于饮食行为习惯、营养与健康知识以及爱惜食物

课程内容重视的原因可能是幼儿在家中有偏食、挑食等不良的饮食习惯，希望幼儿教师能够带领幼儿学

习食物营养与健康知识，知道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营养价值，让幼儿爱惜粮食，知道农民伯伯的辛苦种

植，粮食的来之不易，从而改善幼儿不良的饮食行为习惯，促进幼儿的发展。 
 

Table 1. Dimensions of content that parents expect to carry out food education courses 
表 1. 家长期待开展食育课程内容的维度 

食育内容 比例 

良好的饮食行为习惯 93.62% 

营养与健康知识 76.60% 

食物科学 34.04% 

传统饮食文化 46.81% 

爱惜食物 65.96% 

环保意识 44.68% 

 

从图 2 中我们得知 48.94%的家长了解食育，对食育有一定的认识，通过与教师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

家长会参与到家长课堂中来，教师分享食育课程，并告诉家长正确的食育做法，共同探讨有关食育的内

容，也积极通过微信群发送孩子们在家用餐时的视频或照片，并时刻教育幼儿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

教育幼儿不能挑食、偏食等，同时家长也做好一定的榜样作用，潜移默化影响幼儿。 
 

 
Figure 2. Parents’ understanding of food education 
图 2. 家长对食育了解程度 

6. 幼儿园在食育课程方面出现的问题 

6.1. 幼儿园管理者方面 

在幼儿园是否开展食育课程主要取决于幼儿园管理者所贯彻的育儿理念。众所周知，食育对幼儿来

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到有些幼儿园园长对于食育的理念认识不深刻，那么在

整个幼儿园管理制度中就会对食育活动这方面涉及较少，缺乏一定的食育课程体系，从而导致教师对食

育的内容了解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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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师方面 

通过与教师的访谈得知，教师在园主要进行饮食安全知识、进餐教育以及根据教师用书进行有关食

物方面的知识。第一，通过教师反映，认为大班幼儿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已经掌握，但是在食品的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幼儿还不知道如何去看、去计算，说明教师不能只靠讲，而要拿实物供幼儿观察，此外，

教师也应该邀请家长来园听讲有关食品安全及食物营养方面的知识，在生活中带领幼儿观察食品包装袋

上的日期，告诉幼儿三无食品不可吃。第二，在进餐教育方面，教师往往追求幼儿进餐的速度，让幼儿

快点吃，不要东张西望，不能说话，吃完了上床睡觉，这一流程下来幼儿进餐速度是快了不少，但却伤

害了幼儿的身体。第三，教师用书方面主要讲解传统文化节日，如中秋节、端午节、春节等一些节假日，

让幼儿了解这些节日应该吃什么，有时会邀请家长来园一起制作月饼、包粽子等活动，其他方面涉及较

少，这是远远不够的。 

6.3. 家长方面 

通过问卷我们了解到家长认为在幼儿园中开展食育课程是十分有必要的，可见对于食育还是比较认

可的，但在传统饮食文化及环保方面意识比较差。我国注重传统文化，如“舌尖上的美味”，体现许多

地方风味，蕴藏传统文化气息，家长应更多地传承美食文化。 

7. 教育建议与对策 

7.1. 对幼儿园管理者的建议 

首先，幼儿园管理者要明确食育的意义所在，探索如何真正的对幼儿进行食育方面的知识，通过多

种方式对幼儿展开食育活动。其次，幼儿园也要组织一线教师和后勤人员参加有关食育的培训活动，邀

请专家对幼儿教师普及食育，对后勤人员进行健康烹饪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培养，为幼儿提供更加健康卫

生的食物，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最后，幼儿园可以聘请食育教师，开展专门的食育专项活动，食育教

师具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如：中西医基本理论及营养配餐知识、食育安全知识、编制食育课程方案的

能力等，利用本土化的特色开展食育活动，拓展幼儿的视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7.2. 对一线幼儿教师的建议 

首先，教师要具备一定的食育理念，掌握有关食育的知识与技能。幼儿园开展食育课程，这就需要

教师在一日活动中观察幼儿对食物的兴趣点，根据幼儿的兴趣开展食育活动，如进行异国饮食文化的对

比、餐桌礼仪、绘本故事等。其次，室内环境对幼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可以利用境创环设间接

影响幼儿的身心，当然，教师也要充分认识到食育环境的重要性，让幼儿参与到环境创设中来，做到充

分尊重幼儿，让幼儿获得成就感，使环境真正达到教育的作用。最后，教师要充分利用家长和社区资源，

将三者结合起来，避免 5 + 2 = 0 的现象。 

7.3. 对家长的建议 

家庭作为幼儿接触食物的首要场所，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是最能够直接影响幼儿的饮食行为习惯

的，所以家长要做好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树立榜样行为，让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首先，家长

要积极配合幼儿园的工作，与幼儿园的食育观念要保持一致，家园教育行为统一，并对幼儿进行正确

的引导。其次，家长也要具备一定的食育理念，开展丰富的食育活动，通过调查得知，有超过四分之

三的家长很少与幼儿交流有关“食”方面的知识，使幼儿欠缺对食物的认识与理解，家长可以通过各

种网络平台查阅学习有关知识，也可以利用家庭阅读时间开展食育相关绘本阅读或邀请幼儿一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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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厨房活动等，最大限度发挥家庭对于幼儿食育的作用。最后，向幼儿讲述传统美食文化，从小让

幼儿领会中国传统文化。 

8. 结语 

总而言之，食育课程逐渐渗透到幼儿园和家庭中，并且与五大领域相结合，只有具备健康的身体才

能谈及其他，所以饮食教育对幼儿来说是必备的知识。食育是生存之本、教育之本，关乎幼儿的身心健

康，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开展食育课程活动是我国现阶段亟待加强的一项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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