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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农教育是建立人与食物、人与土地关系的本真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实践育人、

劳动育人的重要内容。对此，论文立足食农教育理念的内涵本质，在概述食农教育研究与发展现状基础

上，着眼以文化和实践为核心内容、以社会教育为目标的基本立意，系统梳理食农教育的价值取向，进

而提出食农教育的实施路径，以期对深化研学旅行、劳动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策略方法，提供启示参考与

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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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s a real education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food, and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by practice and labor.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food agriculture educ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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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ood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basic idea of taking 
culture and practice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social education as the goa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education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enligh-
tenment and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study tour, labor 
educ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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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食农教育是以人与自然、生存食物来源为内容的重要教育方式，其基本立意是鼓励引导学生广泛开

展有关食物来源、种植、培育、收割及食品加工等方面的劳作活动，以期达到自食其力、尊重劳动、懂

得劳作进而投身乡村农业建设之目的。由此，认真研究和探讨食农教育的内涵理念、现状特征和实践取

向，对于当前大力倡导实施的劳动教育和研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 食农教育理念的内涵本质 

食农教育是发展学生“生存能力”的综合性学习实践环节，同时也是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紧密

结合的社会教育。食农教育让学生通过专业设计的课程活动，了解自己食用的食物在土地中的成长过程，

接受“大地滋长万物”的教育，并培养学生的动手与实践能力，从而加深人与土地间的情感，让学生对

食物怀有感恩之心。 
台湾学者颜建贤(2014)教授认为，食农教育是由饮食与农业相关的经验与知识的设计与传承，培养儿

童、学生与消费者的地产地消、食材营养与安全、农业体验及生命教育等理念而构成的综合学习历程。

因此，食农教育从形式而言，主要表现在传播农业的优势、传播自然的魅力、传播家族的团结力、传播

食的乐趣、传播健康的重要性、传播地方的文化和传播生活的智慧等方面，以唤起全民爱乡爱土、关怀

农业的情怀，提高对台湾农产品的信赖、支持与爱顾[1]，其内涵理念是以农耕文化为素材，以课外综合

实践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素质与身心健康为目的的本真教育。 
日本是世界上食农教育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因此，研究其体系对于在我国推广食农教育具有重要意

义。刘亚轩[2]介绍了日本小学食农教育的课程内容及其产生的良好影响；丁诺舟[3]、苏佳[4]等整理了日

本食育体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历程，结合实践经验为我国劳动教育提供了新思路；孙雪莲[5]系统分析

了日本学校的食育教育体系对地域、学校和家庭的实际意义；除此之外，廖彬池等[6]解析了食农教育在

日本实施的政策组织架构，朱强等[7]对比分析了美日两国在开展食农教育过程中的异同，以期为我国推

广实施食农教育提供借鉴。 
在分析日本和其他国家食农教育的基础上，众多学者也以我国食农教育为分析对象开展了理论和实

证研究。李钰琪等[8]分析了食农教育在我国推行的意义并介绍了食农教育开展的常见地点；薛俊丽等[9]
指出，立体式、多层次的食农教育对我国现阶段的劳动教育具有特殊意义；陈迪等[10]认为食育教育对宏

观的国计民生和微观的“五育”发展均存在内在协同关系；李晓燕[11]、丰硕[12]等解析了我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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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食育理念并提出了其与现代食农教育相互融合的路径方法；冯敏[13]、尤莉莉[14]等分别通过抽样调

查分析了食农教育对改善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和河南信阳农村小学生饮食素养的效果，并同时发现，在

接受食农教育后，调查对象摄入垃圾食品的次数得到了明显减少。 
由此可见，食农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自然农业为对象，以农耕知识、饮食文化、劳动实践、了

解社会、尊重自然、体验生活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大力倡导和实施食农教育，引导学生在塑造世界观和

人生观的关键阶段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从而爱劳动、爱生活、爱自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同

时，对深化安全健康饮食理念、传承地方风味饮食文化以及传播生活乐趣，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3. 食农教育的价值取向 

近年来，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等政策。以文化和实践为核心、以社会教育为目标的食农教育本质，与国家素质教育政策的目标和

方向相适应，体现了劳动育人、实践育人的价值取向。 

3.1. 农耕文化教育 

农耕文化教育以健康饮食、当地特产、食品安全和碳足迹、水足迹等为基础，并从这些议题中延伸

出贴近日常生活的教育课程。比如，开展健康饮食教育，以每天的午餐内容为素材，介绍餐盘上的各种

食材及其含有的营养素，并进行均衡饮食教育，如是否应增加稻米、谷物和薯类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

以改善膳食结构；开展当地特产教育，让老师带领学生们认识食材的特色并品尝最新鲜的食物，同时感

受地方特产生产制作的环境成本，从而增强环保意识。在农耕文化教育中，学生还可以通过自建厨房、

挑选食材和亲手烹饪以进一步地认识到劳动的艰辛，从而唤起学生热爱家乡、爱劳动的品质。 

3.2. 田园实践教育 

在田园实践教育中，教师会带领学生进行田园实境教学、参加农业体验活动、观摩农民伯伯劳作以

及亲身体验长时间的田野工作。通过实践，学生更能深刻感受农作甘苦、充分学习农业精神与智慧，同

时培养坚毅勤朴的品质。在结束了一天的田野学习后，学生们还可以入住附近的农家或民宿并进行拜访

活动，从而体验纯朴的农村生活。此外，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对农村青少年进行农业教育、鼓励青少年

参加社区服务、政府支持青少年的“食农教育”及健康饮食研习以及培育种子师资也是实行田园实践教

育的重要方式。 

3.3. 身心健康教育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各色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孩子们更多接触到的是新

鲜美味的果实，食物的来源则是很少了解到，这也使得大多数孩子节约意识淡薄。如果让学生亲自从事

从摘菜、洗菜、切菜、下锅到品尝的全部过程，体验从农场到餐桌的点滴，就可以让他们看到食物生产

的不易，从而更懂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食农教育”也让学生接触到真正的食品安全观念，了解天

然食物与加工食品的不同，更有助于教授学生食物选择的正确知识。此外，学生们在照顾稻田、照顾菜

园、照顾朋友的过程中，也可以慢慢培养起关爱生命的态度与能力，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3.4. 饮食观念教育 

现代人大多生活忙碌、营养偏食、三餐不规律，导致肥胖等生活习惯病的发病率日益增加，一些商

家也为了追求快速经济与利益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存在挑食等

不良饮食习惯，甚至持续到成年也难以更正。因此，对正在成长发育的儿童来说，吃得健康，吃得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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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是非常重要的事，在家长协助挑选与提供优质食材之外，孩子们自己的认知和选择也是决定终身餐食

内容的关键。食农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饮食观念和习惯，从而选择更健康、更合适的食物，

以确保身体健康成长。 

3.5. 处世与就业教育 

在食农教育中，老师带领学生体验光脚插秧、松土种菜、撒芽疏果、制作有机肥等活动，从种子被

种进土壤，到变成热腾腾的菜被端上桌，每一个过程，都带来难忘的心路历程；亲手摘菜炒菜、了解食

物的加工过程，让孩子既懂得正确饮食，也能深刻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意义。这不仅可以培

养学生节约勤俭、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能提升学生自身应变、独立判断的能力，为将来的就业及创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食农教育可以让学生们了解进行实践活动过程中团体合作的重要性，从而

让他们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够更轻松、更融洽地处理人际关系，进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即使遇到

挫折，也有能力继续向前。 

4. 食农教育的实施路径 

4.1. 加强素质教育，构建特色课程体系 

创新教育的基础是实践，实践教学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素质教育观念与实践创

新能力的培养应注重加强实践教学的工作条件、充实优化教学队伍、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支

持学生进行科研实践训练等方面[15]。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组成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要

积极顺应时代需要，结合实际开展素质教育，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要认识到课堂

是全面实施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的主阵地[16]。课程体系在创新实践教育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学校要构建并开设科学化、系统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才能够有效促进大学生创

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此外，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优化教育的社会支持保障措施，建立健全立体

化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17]，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4.2. 转变教育理念，提升学生整体素质水平 

树立素质教育观念，既要注重课堂教学的质量，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课堂

教学在保证完成高等教育总体目标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教

学方法上，既要注重对学生的共性培养，也不能忽视学生的个性培养，这就需要将实践活动、创新活动

纳入教学计划，以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课堂内外都能长见识，增才干[18]。这些方法

与西方生涯教育的理念一脉相承，都强调终身性，完善人格，开发潜能，培养创新思维、冒险精神，提

高创造力、选择与决策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 

4.3. 丰富学校实践项目，拓展学生发展空间 

学校需要提供更多的实践活动项目，以拓展学生的发展空间。如举办创业大赛并与成功创业者交流、

开展模拟创业实践等相关活动来渲染创业氛围；成立各种创业模拟实体、建立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提供

创业实战演习场所，让大学生在校期间也能积累一定的创业实战基础[19]；鼓励学生创业，在资金与资源

上给予最大帮助，对于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学校可以为其提供前往国内或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从而

扩展学生的发展空间，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4.4. 优化社会教育资源环境，构建实践教育互动网络 

构建实践教育互动网络，有赖于优化现有的社会教育资源环境。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教学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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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验基地、社会实习基地和注册培训基地，在为学生提供科技开发、商业服务、心理辅导、法律咨

询、外文翻译、家电维修、家教服务等信息技术服务团队[20]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政府、社会、高校之间

的良性互动，进而合力形成社会教育网络，打造一个政策优惠、环境友好、学校重视、社会支持、面向

全体学生的实践教育生态系统，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实践教育互动网络，从而达到实践育人的

目标。 

5. 结论 

食农教育的本质是本真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教育理念的形成有助于形成良好的

社会风气，即尊重劳动、节约食品、惜福感恩的情怀，同时，有利于激发亲近土地、回归自然的动机与

行为，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走向农村、自主创业、创造财富的实践精神。因此，充分认识食农教育理念的

内涵本质，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努力完善实践育人环境，依托社会教育资源的优势与功能，将学校教育

与社会发展、扶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密切结合，是有效推进研学旅行、劳动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路径选择。 

课题项目 

2021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21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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