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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幼儿食育必要性及其促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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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育是饮食行为教育，是对孩子进行包括饮食观念、膳食营养知识和饮食卫生安全等一系列营养学的教育。食育的

开展是一项利国利民，值得大力推广的事情。食育应当成为全民的教育，且越早开始越好。目前我国食育还处于萌芽阶段，

幼儿食育的推进更是任重而道远，需要幼儿园、家庭、政府、社区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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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育的概念

“食育”一词从被提出到现在，其内容和意义一

直在不断丰富和拓展之中，各国对于其定义并没有

形成准确统一的说法。“食育”由日本学者最早提

出，但还没有准确定义。２０００年日本《基础知识》中

解释为使孩子们具有选择食物能力的教育，后也解

释为培养孩子们味觉的教育，直到２００５年《食育基

本法》［１］中规定：食育乃生存之本，更是智育、德育和

体育的基础；并指出食育需通过多种途径，使接受食

育的人获得有关“食”的知识和选择“食”的能力，培

养出能够过健康食生活的人。在我国，“食育”一词

直到近十几年才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里特提出，

认为食育是良好饮食行为习惯的培养教育［２］，也有

学者在参考日本论著或对日本食育概念做出拓展性

解释后提出，食育是饮食行为教育，是对孩子进行包

括饮食观念、膳食营养知识和饮食卫生安全等一系

列营养学的教育［３］，或者以科学的营养知识、适合本

国国情的先进文化，通过各种形式，让国民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４－５］。

二、幼儿食育的必要性

（一）我国儿童营养状况及饮食行为现状不容

乐观

众所周知，营养是身心健康的物质基础，幼儿的



　总３２卷 王瑜，黄程佳：我国幼儿食育必要性及其促进策略

营养状况不仅影响其儿童期的生长发育状况，还对

其成年后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生活条件改善，尽管由于物质条件匮乏所带来的

儿童营养不良等问题逐渐改善，但其他儿童营养问

题，如能量过剩、嗜食垃圾食品、饮食行为不良等问

题却日趋突出，在某些方面甚至令人堪忧。《全国学

龄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学前儿

童不良饮食行为习惯如挑食、偏食、嗜食垃圾食物

等，普遍存在。城市与农村儿童营养状况出现明显

的两极分化态势，即城市儿童膳食结构以高脂高能

量，低蔬菜水果为特点，导致肥胖儿童逐渐增多；农

村儿童表现为奶制品及诸多微量元素摄入不足为特

点，仍然存在营养不良等问题。也有调查指出一半

以上３－８岁儿童出现偏食挑食、营养不均等问题。

由此可见，我国儿童营养状况和饮食行为不容乐观，

亟需有效的措施予以改善。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我

国国民营养素质及食品科学常识匮乏，大众饮食健

康教育严重缺失的有力佐证。

（二）幼儿食育是提高我国民健康素质的重要

途径

学前期是味觉形成的敏感期和饮食行为习惯养

成的关键期。七岁以后，人的饮食习惯及饮食好恶

基本形成，很难改变。因此，在学前期养成好的饮食

行为习惯不仅可改善和促进其当前的营养状况，且

有助于其成年后保持健康饮食行为方式，减少因饮

食不良带来的慢性病，从而对其一生的健康产生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６］，幼儿健康饮食

行为的养成不仅关系到幼儿身体健康，而且还关系

到其性格和态度的形成。美国一个研究指出，一个

人在幼年时期接受的食物种类越多，其成年后性格

的包容度就越大。因此平衡膳食的益处已不仅局限

于促进幼儿的生长发育而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

义。此外，做好幼儿食育亦是减少由饮食不良带来

的医疗支出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的疾病构成发生

重大变化，即由之前的急性传染性疾病为主变为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而不少慢性病的发生正与饮

食相关。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减少６０％～７０％的

慢性病发病率，为国家节约两百亿医疗支出［７］。因

此，幼儿食育的开展不仅是改善当下儿童营养状况

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更是提高我国国

民未来健康素质，减轻国家医疗支出的可持续发展

途径。

日本是国际上最早开展食育的国家，其食育的

发展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二战后，日本由于采取

一系列促进食育的措施，使日本居民营养状况持续

改善，居民平均寿命远高于我国，膳食结构相对于我

国亦更合理［８］。调查发现［９］，日本７～１７岁学生的

体质健康水平高于我国学生。而日本在居民营养及

健康状况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效，无疑是其食育开展

效果的有力印证。因此，我国应该通过各种方法和

途径提升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及健康生活方式，而这个阶段应从学前期开始，且越

早越好。

（三）我国幼儿食育的开展尚不能满足真正需求

尽管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已经开始重视

食育的开展，部分机构及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食育

的重要性并走出可喜的一步。《中国儿童青少年零

食消费指南》的出台即表明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幼

儿及青少年食育的重要性［４］。浙江绍兴市已将“食

育”课纳入中小学教学的基本内容。上海亦是我国

率先开展食育工作的城市，他们通过对四千名中小

学生进行的食育相关知识知晓率调查显示，超过半

数的学生得分不及格，并提出食育教育势在必行。

河南、河北等地区已有幼儿园建立了儿童食育工坊，

并将此项成果在当地幼儿园进行宣传推广。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首都保健医学会发起的“食育”推动计划公

益项目，在全国各地开展了１７０８场公益讲座，并在

全国多地全面开展儿童食育活动。相关机构的努力

虽然为我国食育的推广和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我国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加

之国家没有相关立法，相关职能部门在食育的支持

力度上参差不齐，甚至根本毫无举措，这导致我国

“食育”的真正“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由此可见，在

我国开展食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非常迫切。食育

应当成为全民的教育，而这种教育越早越好，最好从

婴幼儿时期就开始，内容也应从饮食教育延伸到以

“食”为基础的艺术想象力和人生观培养上。

三、我国幼儿食育的促进策略

（一）借鉴国外优秀幼儿食育经验

目前我国的食育还处于萌芽阶段，无论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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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只能找到较少的文献资料，甚

至在营养学、食品卫生学、教育学等相关领域许多学

者还未过多接触“食育”这一概念，因此借鉴和学习

国外的成熟理论和实践经验是促进我国幼儿食育的

重要途径。

日本提出食育是并列于德、智、体的基本教育，

并专门立法（《食育基本法》）将其作为一项国民运动

在全国范围进行普及推广。１９６０年后，美国政府逐

渐重视营养与健康，并陆续发表“美国食事目标”“美

国人的饮食生活指针”等。意大利则是在“保护、教

育、支持”的理念上以“慢食”运动为基础进行食育理

念推广，到２０１３年此项运动已得到国际上１５０个国

家支持，并运营。而法国的食育则是以１９９０年“味

觉的一周”运动作为启动的标志，这一运动不仅促进

了地方与“食”相关的生产和消费，还通过食育形成

了综合性地域饮食活动。这表明从很早开始许多发

达国家已在以不同的形式推进食育，并取得成效。

我国食育的开展可通过学术交流、访问考察、专家指

导、一对一或一对多帮扶等多种方式借鉴和学习国

外的先进经验和实践方法。在国外幼儿食育经验基

础上去糟取精，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食育推广途径。

这些国家食育的成功推广有一个共同且重要的原因

在于其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我国最值得学习和借

鉴之处。尽管我国的食育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

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对国民健康的重视，我

国的食育，尤其是幼儿食育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食育工作要长久、切实地开展和推进，需要包括

学校、家庭、社区、政府等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力量共

同努力和参与［１０］。

（二）推进幼儿食育立法，明确政府职责

食育工作要在国家范围内持之以恒、长久不懈

的推进，国家和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强有力的主导

作用。日本的食育之所以成功，很大原因在于其政

府在食育的推动上起着主导作用，从国家到社区到

学校再到家庭，日本食育实施的每个关节都有法可

依。而在日本《食育基本法》出台之前，由于各级政

府和部门的食育政策不一致，也时常产生争论和矛

盾，其食育的推广及成效也因此受阻，这也充分说明

了食育的立法在食育推广和落实中的重要性。而美

国食育的推进依然是有法可依，其从１９４６年已开始

制定营养法规，先后颁布和修订了儿童食育相关法

规《学生午餐法》、《学生早餐法》、《儿童营养法》等营

养法［１１］。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项专门用于营养改善

的法律法规，这导致我国在国民营养改善、增进人群

健康、尤其是儿童食育方面难以获得法律保障。因

此，我国幼儿食育的有效开展，迫切需要党中央和各

级政府主导和推进食育工作的立法，并出台相关的

配套法规。各级政府更应加强其推广幼儿食育的职

能，形成政府引导，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牵头，全民

参与的食育推进模式。比如起草幼儿食育和幼儿营

养相关条例、扶持幼儿食育相关产业等，将幼儿食育

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把幼儿食育工作的落实和推进

纳入政府整体规划中，在幼儿园配备营养师或对相

关人员进行食育培训，将食育师资纳入国家编制中。

并将幼儿食育工作的推进和落实纳入学校、社区、相

关事企业单位的考核系统中。制定适合各年龄段人

群的规范化教材和读物，让食育课程从幼儿园开始

就走进课堂，着力开展幼儿食育的相关研究等；总

之，幼儿食育工作的推进应进一步适应“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要求，出台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和法规，将

规范的幼儿食育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进程中，努力构建幼儿食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三）加强幼儿教师食育能力培养

食育教育在幼儿园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一批具

有科学的食育理念和食育教育方法的高素质幼儿教

师。国内为数不多的调查显示，目前幼教人员的营

养健康知识匮乏［１２］，笔者在２０１４年进行的一项样

本量为５００的幼教人员营养知识调查显示，一半营

养知识题项得分率在５０％以下，最高题项得分率也

仅为８０％。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几项调查显示，幼教

人员对营养知识的学习意愿强烈，并认为应该对幼

儿进行营养健康教育，且参与意愿强烈。解决幼儿

教师营养及食育知识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食育课

程要进入课堂，此“课堂”不仅指幼儿园的课堂，更应

进入幼儿教师的课堂。

首先，各类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应开设专门的

幼儿营养和食育教育相关的课程，同时将食育理念

和食育方法融入幼儿园课程、五大领域教学法、游戏

和环境创设等核心课程中，以培养师范生食育课程

设计、环境创设与活动组织的能力。通过开展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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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食材创意比赛、食物模型制作、饮食环境和文

化建设等活动，丰富师范生对食育的体验和理解，实

现师范生自身的食育体验与幼儿园食育教育的自然

对接。其次，加强幼儿教师食育能力的职后培训。

政府和相关学校应通过学术研究、专题讲座、专职培

训、园本教研等形式大力组织和实施幼儿教师的职

后食育教育能力培训。向在职幼儿园教师传递食育

的基本理念和营养健康知识，通过专家实地指导、相

互观摩讨论等形式实质性地提升幼儿园教师的食育

教育能力。幼儿园食育的内容也应从培养儿童健康

的饮食习惯及教授食品营养常识，拓展到教授健康

的烹饪知识、进行食物教育和惜食教育、增强与“食”

相关的环保意识、培养与“食”相关的艺术想象力和

健康观等多个相关领域，通过丰富与“食”相关的实

践及体验、营造良好的饮食环境、弘扬我国传统食文

化等综合手段，起到保障儿童的身体健康、培养健康

饮食行为和意识、弘扬我国传统膳食文化的作用。

总之，立足于培养一批崇尚食育理念、有志于推广食

育且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教师是促进幼儿食

育教育的必要途径。应通过开展幼儿教师职前教育

和职后培养来实现这一目标。

（四）构建幼儿园食育课程体系

幼儿的学习具有综合性，可以食育为主题，将食

育教育的内容与其他领域的内容进行融合，有助于

幼儿获得完整的早期学习经验。目前在我国城市地

区，很多幼儿园已经比较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对幼儿

进行营养知识和餐桌礼仪的教育，一些幼儿园还开

展了以食物或饮食行为等为主题的特色活动，但这

并不能涵盖食育的全部内容，也没有体现出食育的

精髓要义。在幼儿园有效的开展食育教育，必须将

食育课程体系纳入幼儿园日常教学中，其中建构一

套系统、专业的课程体系是必要的保证。食育课程

的设计和开展首先要立足于幼儿对“食”的知识、情

感和行为三个方面，帮助幼儿对饮食形成正确的认

识，情感上喜爱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食物，并养成良好

的饮食行为习惯。其次，围绕这些目标，幼儿园可以

开展食品常识、营养与健康知识、烹饪知识、食农教

育、艺术想象力、饮食文化、科学饮食习惯等多种主

题的活动。比如，食物教育中，幼儿在学习食物的生

长过程和营养价值等知识的同时，也是幼儿进行科

学探索的过程；幼儿学习食物的搭配和烹饪方法的

同时，也能让幼儿获得艺术审美和动手操作方面的

经验。再次，幼儿园食育活动的开展和组织应考虑

儿童的年龄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循序渐进

地对幼儿进行食育教育。比如，通过故事、动画片的

形式帮助幼儿学习食物的营养价值和营养知识，通

过游戏、观察、操作等方式引导幼儿积累关于食物外

形、种类、生长过程的感性经验，通过示范、亲身体

验、日常渗透等方式养成良好的饮食行为习惯、学习

餐桌礼仪和传统饮食文化。通过环境创设在幼儿园

的各个角落渗透食育的元素，营造出轻松、愉快、优

美的进餐环境。因此，幼儿园建构食育课程体系，应

注重食育内容本身与幼儿经验结构的整合，充分挖

掘食育教育的潜在价值，将幼儿的兴趣、需要与食物

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

（五）强化家庭食育

从母乳喂养开始，儿童就与食物发生着各种联

系，而家庭是孩子接触食物的第一场所。幼儿对食

物的认知、饮食的偏好、饮食行为习惯等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父母或者家庭看护人的影响。婴幼儿期家长

不科学的喂养方式也是幼儿乃至成年后不良饮食行

为形成的原因。因此家庭食育是幼儿食育的第一场

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日本的“食育基本法”要求

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必须认识到家庭在食育上的重

大作用，且必须积极致力于推进与儿童食育相关的

活动［１３］。调查显示［１４－１５］，我国幼儿家长虽然普遍

重视幼儿饮食问题，但存在一定的认识及教育方式

的误区。顾荣芳［１６］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家长在

幼儿饮食教育观念及教育行为方面存在诸多的问

题。家庭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塑造有着特殊的、重要

的意义。因此，幼儿家长应当知悉食育的理念，提高

食育技巧，构建健康的家庭饮食环境。

家庭食育教育至少应包括四大方面：第一，营养

知识和饮食健康知识的传授。幼儿家长应有意识的

以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向孩子讲解食物的来

源、属性、生长过程、营养构成及饮食健康知识等。

比如牛奶可以使小朋友长得更高，胡萝卜可以保护

我们的眼睛等；第二，学习科学的喂养知识，培养良

好的饮食行为。婴儿时期辅食添加时间和方式不合

理，１岁以前婴儿饮食过多的放调味品；幼儿饮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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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三餐不定时定量，零食摄入过多，食品品种单

一等不科学的喂养方式都是养成儿童形成不良饮食

嗜好和行为的原因。科学合理的饮食行为对幼儿当

下及远期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研究表明，幼儿

时期形成的饮食习惯往往不易改变，因此家长应重

视自身科学喂养知识的学习。家长应重视和引导幼

儿时期良好饮食习惯的形成，并及时严格纠正幼儿

的不良习惯，为其一生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比

如有意识的让孩子尝试各种味道的食物，避免挑食

偏食；一日三餐注重食物的色、香、味、形，引导孩子

参与到食物的制备过程中，以各种温和而有效的方

式引导幼儿对食物产生兴趣，定时定点供应三餐，培

养孩子不吃非健康零食的习惯等，在潜移默化中养

成好的习惯和进食规律。第三，基于饮食活动中折

射出的各方面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引导。饮食活动是

幼儿一日活动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中往往

能折射出一些关乎饮食以外的其他教育侧面，比如

饮食活动中折射出的环保问题、惜食问题、饮食文化

问题、食品科学问题以及艺术想象力培养等问题。

这些方面都是组成幼儿食育内容的重要方面。家长

应善于发现蕴含在幼儿饮食活动中的教育侧面，适

时合理的进行引导和教育，使家庭食育在无形中发

挥其重要的作用。第四，家长应以身作则，树立榜

样。绝大部分幼儿的饮食为家庭饮食，与父母及其

他长辈一起进餐的机会最多。一旦父母及长辈有挑

食偏食，吃饭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光顾路边摊，饮料

当水，三餐不定时，不吃早餐等不良行为，幼儿难免

在“耳濡目染”中养成饮食恶习。因此，父母应及时

改正自身，做好“身教”。

六、结语

幼儿食育的开展有赖于学校、家庭、政府、社区

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

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长远发展出

发，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对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的健康新期盼做出制度性安排，凸显了

党和国家对保护国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在国家积极推动健康产业的大背景下，食育工作有

望迎接历史新机遇，并有大可为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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