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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幼儿园健康教育

重庆市幼儿在外就餐现状及家长态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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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重庆市幼儿在外就餐的现状及家长的态度$以促进幼儿食育教育$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重庆市
&D$

名

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幼儿在外就餐的现象十分普遍$但饮食行为问题突出&幼儿家长对幼儿营养知识了解较少$对

幼儿在外就餐时的食品安全)营养健康)饮食行为习惯等问题感到困惑$同时$对学习幼儿营养健康知识意愿强烈&建议幼儿

园)家长和相关部门行动起来$既要加强对幼儿在外就餐的饮食教育$也要为幼儿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就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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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BI

岁儿童一日膳食摄入主要来自于在家和

幼儿园$根据国外多数学者对-在外就餐.的界

定+

#B!

,

$本研究将-在外就餐.界定为%幼儿摄入的食

物由家庭和幼儿园以外的其他场所提供$与用餐地

点无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学前儿童在外就餐的现象

越来越普遍+

&

,

&学龄前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幼

儿在外就餐习惯会影响其身体健康水平&已有研究

表明$学前儿童在外就餐的频率)食物摄入量与儿童

的饮食习惯和肥胖率等密切相关+

'BI

,

&

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

和卫生问题的披露$人们对于在外就餐的忧患意识

也明显增强&当在外就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时$父母若无科学的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将会对幼

儿的饮食习惯和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本研究

旨在调查幼儿在外就餐的行为)心理及家长对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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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就餐的态度$发现幼儿在外就餐的问题及家长

的困惑与需求$从家庭和幼儿园食育的角度$改善幼

儿在外就餐的现状$为促进幼儿良好的饮食行为习

惯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重庆市

主城区
'

所幼儿园$以
&BI

岁幼儿及其家长为调查

对象$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D$

份$有

效率
$%ADa

&

#二$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自编'幼儿在外就餐行为)心

理及其家长态度调查问卷($具体内容涵盖幼儿在外

就餐的频率)食物偏好及心理$家长对幼儿在外就餐

的认识和选择意愿)学习幼儿营养知识的意愿)对幼

儿在外就餐的困惑等几大方面&问卷由幼儿以任务

的方式带回家由家长自行填写$第二天统一收回&

回收问卷经研究人员审核$应用
`

>

3G-<-&A#

建立数据库$并采用
0M00#CA"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检验水准
"

Y"A"D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统计发现$调查幼儿的年龄

为
&BI

岁$其中
&

岁)

'

岁)

D

岁)

I

岁的比例分别为

#!a

)

!CA'a

)

&IAIa

和
!'a

&其中男童和女童人

数各占一半&幼儿的家长学历层次涵盖初中及以

下)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几个层次$分别占

'bDa

)

#&A'a

)

!"A#a

和
'IA%a

&

#二$幼儿在外就餐的行为与心理

#A

幼儿在外就餐的频率

调查发现$高达八成"

C%A&a

#的幼儿平均每周

至少有一次在外就餐的情况!

I#A!a

的幼儿平均每

周有
#B!

次在外就餐!

##ADa

的幼儿一周有
&B'

次在外就餐!

D

次及以上的较少$占
Da

&此外$周末

选择在外就餐的比例"

$!A'a

#远远高于工作日

"

&'b'a

#$见图
#

&

!A

幼儿对在外就餐的偏好

由表
#

可知$

IIa

的幼儿更喜欢在家用餐&随

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喜欢在外用餐比例增加$但年龄

差异不显著"

#

!

Y!A'"$

$

>#

"A"D

#&喜欢在外用餐

主要是因为-食物口味好.和-食物外观好看.$分别

占
D'A#a

和
D"ADa

&

本调查还发现
'"A&a

的幼儿存在不同程度的

挑食现象$喜欢在外就餐的幼儿相对喜欢在家用餐

的幼儿挑食比例更高$差异极其显著"

#

!

Y#'A$$&

$

>

%

"b"#

#&

图
#

!

幼儿在外就餐的频率

表
#

!

幼儿对在家和在外用餐的偏好

喜欢在家用餐 喜欢在外餐

&BI

岁
IIA"a &'A"a

&

岁
CDAIa !'A'a

'

岁
I$A#a &#A%a

D

岁
I'A"a &IA"a

I

岁
I&A#a &IA%a

&A

幼儿三餐在家与在外就餐食物摄取情况

由图
!

可知$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用早餐$幼儿

摄入食物种类都以奶类)蛋类和谷类为主&不同的

是$幼儿在家用早餐摄入的奶类)蛋类的比例要高于

在外用餐$在外用早餐摄入谷物类)豆类等要略高于

在家&就午餐和晚餐来说$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用

餐$幼儿摄入食物种类以肉类)蔬果和谷物类为主

"见图
&

和图
'

#&

图
!

!

幼儿早餐摄入食物种类情况

图
&

!

幼儿午餐摄入食物种类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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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幼儿晚餐摄入食物种类情况

#三$家长对幼儿在外就餐的态度

#A

家长对幼儿在外就餐的认识情况

由表
!

可知$家长带幼儿在外就餐的原因主要

有朋友聚餐需要和幼儿的要求!在为幼儿挑选食物

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营养健康)环境卫生!其次是口

味和幼儿的主观意愿!

C%A%a

家长对幼儿营养搭配

知识仅了解一点$为此$绝大多数都有意愿学习幼儿

营养与饮食方面的知识&此外调查还发现$家长了

解营养搭配知识主要通过电视网络媒体和书籍杂志

等渠道&

表
!

!

家长对幼儿在外就餐的认识

调查项目 内容 频次 百分比

什么情况下

您会带孩子

在外就餐3

LA

朋友聚餐需要
!D' 'CA%a

]A

孩子建议到外就餐时
#$# &'A!a

EA

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时
II #!ADa

GA

其他44444444

!% DADa

在外就餐时

您为幼儿选

择食物主要

考 虑 的 因

素是3

LA

营养健康
&"C &"A&a

]A

环境卫生
!&$ !&ADa

EA

口味好
#DD #DA&a

GA

幼儿的主观意愿
#&$ #&AIa

À

品牌出名
D% DA$a

NA

价格实惠
'' 'A&a

KA

就餐地点交通便利
'' 'A&a

cA

购买方便
#C #ACa

RA

包装吸引人
D "ADa

[A

其他44444444

I "AIa

您是否了解

幼儿食物搭

配的原则和

方法3

LA

不了解
D' #DA#a

]A

了解一点
!$I C%A%a

EA

非常了解
#$ Da

您对幼儿营

养搭配知识

的了解来源

主要是3

LA

电视)网络等媒体
&'! '&A#a

]A

书籍杂志
!#D !CA#a

EA

周围人告知
#I" !"A!a

GA

专题讲座
D$ CA&a

À

不曾了解
#$ !A&a

您是否愿意

学习一些有

关幼儿营养

与饮食方面

的知识3

LA

愿意
&&! %!ACa

]A

不愿意
I #ACa

EA

不清楚
I #ACa

G

无所谓
#' &A%a

!A

家长对幼儿在外就餐的困惑

关于家长对幼儿在外就餐的困惑共收到回答

!I'

条$经过编码发现有
!D"

条有意信息$统计结果

见图
D

所示&对于幼儿在外就餐的困惑$家长担心

食品食材)餐具)环境等方面的安全卫生问题最多!

其次是营养健康问题"转基因)添加剂)激素)高热量

等#$缺乏适合儿童的餐厅)餐食和桌椅$以及幼儿的

饮食行为习惯问题"偏挑食)边玩边吃)吃饭慢等#)

食物的口味问题"重油重盐重辣#等&

图
D

!

家长对幼儿在外就餐的困惑

四"讨论与建议

#一$幼儿在外就餐现象普遍'饮食行为问题

突出

于晓明等人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平均每周在

外就餐的频次多为
#B!

次+

D

,

&这与本调查研究的

结论一致%大多数幼儿每周至少有
#

次在外就餐的

情况$尤其是周末$家长带着孩子在外就餐的现象十

分普遍&家长带孩子外出就餐的原因主要是朋友聚

餐需要或幼儿的要求$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喜欢

在外就餐的比例增加&这表明幼儿对于就餐环境的

选择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自主

意识增强&伴随着幼儿外出就餐现象凸现了许多饮

食行为习惯问题$比如$偏挑食)进食慢)喜欢边吃边

玩等&本调查发现$四成的孩子存在挑食现象$且喜

欢在外就餐的儿童挑食比例高于喜欢在家用餐的&

张雅蓉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挑食儿童外出就餐和食

用快餐的频率更高+

'

,

&而儿童喜欢在外就餐的原因

主要是-食物口味好.和-食物外观好看.&这表明外

出就餐时$挑食幼儿对食物的口味)外观的体验相比

在幼儿园和家里的更好$很多家长溺爱孩子$尽可能

地满足他们的饮食要求$就会更多地选择在外就餐&

而在外就餐时$家长因为精力有限疏于指导$或碍于

情面不对幼儿的不良饮食行为进行干预$甚至是将

食物作为奖惩幼儿的工具$都可能造成幼儿不良的

饮食习惯&

教育部颁布的'

&BI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第一条目标即是为幼儿提供营养丰富)健康的饮食$

建议成人参照'中国孕期)哺乳期妇女和
"BI

儿童

膳食指南(为幼儿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均衡搭配!采

用科学的烹调方式$尽量少煎炸)烧烤和腌制$制作

符合幼儿口味和审美情趣的食物&随着在外就餐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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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家长和幼儿园还应加强合作$将

在外就餐作为幼儿食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家

庭作为幼儿食育的第一场所$家长应该树立正确的

饮食观$抓住饮食活动中的契机对幼儿讲授营养知

识和饮食健康知识$以身作则$为幼儿进餐树立良好

的榜样+

C

,

&幼儿园可以通过专门的在外就餐的主题

活动和日常渗透式的饮食教育$系统地帮助幼儿形

成健康的饮食观念$养成良好的在外就餐习惯&

#二$对幼儿家长开展营养健康教育必要且可行

研究显示$幼儿就餐时
%"a

以上的家长都会对

他们进行提醒和指导$因而家长对幼儿进食的内容)

饮食行为习惯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

&研究也表

明+

%B##

,

$幼儿家长虽然普遍重视幼儿的饮食问题$

但营养知识水平不高$饮食教育观念和行为方面存

在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幼儿在外就餐

时摄入食物的健康水平和行为习惯&本调查也发

现$大多数幼儿家长对幼儿营养搭配知识仅了解一

点$并且对在外就餐时如何挑选适合幼儿的餐饮感

到很困惑$对于解决幼儿不良的饮食行为习惯缺乏

方法&这表明$十分有必要对幼儿家长进行营养健

康教育&值得欣慰的是$本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家长

都愿意学习幼儿营养与饮食方面的知识$良好的学

习意愿是改善行为的前提条件$这提示幼儿园对家

长开展营养健康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因此$建

议公共卫生部门行动起来$采用家长方便接触的电

视网络和书籍杂志等形式$就食物的营养价值)营养

素缺乏导致的疾病)一日三餐合理膳食搭配的方法)

安全健康食物的选择)正餐与外餐的关系处理等科

学知识进行宣教&幼儿园可通过家长会)营养专题

讲座)家长开放日)现场咨询活动以及营养宣传栏等

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营养和良好就餐习惯对于幼

儿发展的重要性$纠正一些错误的营养认知$解答家

长关于幼儿饮食健康的困惑$教给他们一些切实可

行的培养幼儿良好饮食行为习惯的方法$从而保证

幼儿在外就餐时得到家长科学合理的指导!同时$家

长也应该主动学习幼儿营养健康知识$了解在外就

餐时幼儿膳食搭配的基本方法$知晓挑选安全)卫生

饮食的方法$掌握培养幼儿良好饮食行为的方法&

要从根源上改善幼儿在外就餐的环境$还需要

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近些年来$儿童食品卫生与

安全事故频发$随着新闻媒体的曝光$大众对这一问

题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调查发现$

对于幼儿在外就餐$家长最为担忧的就是安全卫生

和营养健康问题&婴幼儿正值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儿童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远远高于成人$无毒无害

的食品是儿童健康的基本保证&食品添加剂)转基

因食品)添加激素食品)食物中残留农药)食材不新

鲜)清洁不到位等都将影响幼儿的健康&为此$相关

部门应该行动起来$建立健全儿童饮食行业安全监

管体系$监督各类食品行业)餐馆在卫生环境)食品

安全方面达到基本要求$并鼓励推出适宜儿童的餐

厅)餐具和餐饮$为儿童在外就餐打造一个-零污染.

的环境$从而保障儿童身体的健康发展&

(注
!

释)

!!

对于既有家庭制作食物又有非家庭制作食物的一顿饭$

根据食物总能量的主要来源进行区分&即如果这顿饭

的总能量主要来源于家庭制作食物$就是-在家就餐.$

不然就是-在外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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