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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食育行动的思考与展望
——吃好还是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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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居民的饮食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我国居民

的饮食生活面临营养结构失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饮食生活多样性与外部化趋势加重、饮食

文化受到冲击、食物浪费严重等问题。基于以上的现状和问题，食育在我国开始越来越受到重

视。加强食育行动的推进，有助于促进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促进居民对食物供应链的正确理

解，促进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认识，促进居民对传统饮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本文通过

文献分析结合实地调研的方法，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食育的研究，分析了食育对当前改善中

国居民饮食生活现状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推进各级政府跨部门跨领域合作、

整合多主体资源，传达食育理念、扎根校园，深耕食育课程、鼓励食育终身学习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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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频繁发生，儿童的肥胖、健康等问题，也促使家长开

始重视食品的健康教育问题，要求在中小学开展“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1]。当人们对

“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碳”“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越来越重视的时候，实

际生活中许多人的浪费行为却越来越多，食物浪费问题愈发严重。当前食物浪费问题已

经成为地球生态不平衡、粮食安全不保障以及居民身体不健康的主要原因。为解决以上

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正从政策推行、食育扎根的方式入手，吃不再只是吃，而是对自

然、社会与文化的反思，吃要有价值、有公义、更环保[2]。

民以食为天，教以育为先。食育，是生存的基础，也是发展智育、德育、体育的基

础，通过各种经验，学习饮食相关知识、选择食品的能力，以及培养国人健康饮食生活

的能力[3]。近年来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食育的作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

展纲要（2014—2020）》明确提出要把食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对中小学健康教育的

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2018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

题健康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提出将“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活动贯穿 2018 年全

年。可见，食育在我国已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因而对食育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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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育的提出与发展

食育的概念最早由日本作家石冢左玄[4]提出，他认为体育智育才育即是食育；其后

1980s，真弓贞夫[5]和范野结夫[6]提出食育普及至关重要。1995年美国非政府组织开始推

动食育校园计划，试图通过教育改善人与食物疏离的问题。这项运动在美国各州逐渐获

得认可，1999年伯克利每所市立学校都设置了学生菜园，各校也必须向当地农民采购食

材，提供有机餐点给学生食用[7]。1998年英国保健局与教育局共同设立National Healthy

Schools Programme，目的在于改善学生的饮食生活。2000年以后国外关于食育的研究开

始关注食品安全、提倡食品健康以及相关政策推广等。片冈美喜[8]、木村秀喜等[9]、上冈

美保等[10]在对食育的研究中举出了西方与日本在食育政策及推广方面的异同，研究认为

目前日本已有很多学校进行体验教学、学生种稻体验课程等，都是养成学生正确饮食习

惯的活教材。柳田多寿等[11]为了培养学生对食物感兴趣、能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对饮

食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市中心和郊区儿童在早餐、零食的摄取比例上存在明显

的地区差异。其原因在于市中心地区的学生接受了食育相关实践课程，从栽培到烹调所

进行的一系列食育课程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偏食行为[12]。赤松利惠等[13]为验证学生“对食

物的感谢之情”，对小学 5年级、6年级 207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回答

“几乎每天都吃蔬菜”的儿童比回答“几乎不吃蔬菜”的儿童，在“对食物的感谢之情”

方面得分更高，从而明确对食物的感谢之情与食物的浪费有关联。

“食育”一词源自日本，当前我国官方出台的与食育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明确使

用“食育”一词，因而有必要就与食育相关的健康教育、营养教育、饮食教育、烹饪教

育、农事教育等概念作一区分（图1）。国内关于食育的研究，多集中于对食育内涵的阐

述以及对相关政策的解读方面。食育概念的范围非常广，除了强调食品安全营养方面知

识的获得、强化民众对在地农业的重视，同时也重视与食物有关的实际经验的知识积

图1 与食育相关的概念

Fig. 1 Concepts related to foo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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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因此，食育包含了认识人类生存基本知识、知识的教育、道德教育、体育教育等基

础学科，其内容是涵盖培养学生能够拥有爱惜粮食、了解食物营养、重视传统饮食文化

以及与相关食品产业有关的综合教育[14]。

国内外学者关于食育概念与内涵的论述整理见表1。

2 当前我国居民的饮食现状与趋势分析

2.1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导致营养结构失衡

近年来，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已经由原来的吃饱向吃好、吃对转

变，所谓吃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重视食物安全；吃好则开始追求吃的附加效益，

并追求吃得享受；而吃对比起吃饱，更加重视食物对身体健康、对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

对饮食的公平正义。2000年我国居民粮食消费占比达63%，而2016年已经下降到49%。

与此同时，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奶制品等食物消费占比分别从 2000年的 27%、

5%、4%、1%、0增加到 2016年的 29%、11%、7%、2%、2%。从中可以发现，除人均

粮食消费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外，其余类别的食物消费量均以不同地程度增加（图2）。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膳食营养结构的变化，2000年我国居民卡路里摄

入量为 2814 kcal/天，其中蛋白质摄入量为 83.97 kcal/天，脂肪摄入量为 75.99 kcal/天，

而到了2013年卡路里摄入量达到3108 kcal/天，蛋白质摄入量为98.04 kcal/天，脂肪摄入

表1 食育的概念与内涵

Table 1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food education

内涵

概念

目标

内容

范围

主体

来源

石冢左玄[4]

食育基本法[15]

朱海萍[16]

傅利军[17]

施宝华 [18]、纪巍

等[19]、张秋萍[20]

韩晓德等[21]

食育基本法[15]

颜建贤等[22]

陈建宏[23]

宾静荪[24]

颜建贤等[14]

日本内阁府[25]

侯鹏等[26]

年份

1898

2005

2010

2013

2015

2018

2005

2009

2005

2011

2014

2009

2018

内容

体育智育才育即是食育

食育是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以及美育的基础。通过各种经验，习得饮食相关知

识及食品的选择能力以及培育国人实践健全饮食生活的能力

良好的饮食习惯培养教育

食育是指通过科学的营养知识普及活动，以适合一国情的方式，让居民渐渐养成良

好的饮食生活习惯

食育是对全体民众进行持续的饮食卫生、饮食安全、饮食营养适量平衡的知识和技

能教育

食育是一种以食物为载体的综合性教育

通过各项社区活动、学校教育，希望日本国民不仅改善饮食生活，更培养对食物的

感谢之心，保存传统饮食文化，传承地区特有的饮食生活

食育的教育目标包括营养科学、自然环境、生态资源及人类文化等知识层面，并强

调通过情意的感受与关怀，进而了解、尊重、保护自然与人文社会的整合性教育

基本理念包含健康身心之养成、对饮食生活怀抱感恩之心、积极对幼童展开饮食教

育之推行、亲身参与从生产到消费之各种体验活动、维护传统良好之饮食文化、确

保食品安全性，以及提供信息交流管道，帮助国民实践适当的饮食生活

食育不仅是营养指南，还包括所有饮食相关的文化、知识、生活习惯、饮食安全

食育的范围包括：在地环境、生产销售、农事体验、健康饮食、食物相关知识、食

物选择能力、认识加工食品、对食物的感谢、食品标示解读、戒除偏食习惯

食育的参与者有家长、教育、医疗工作人员、从事农林渔业者、食品业者以及各种

团体及志愿者

食育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其目的在于提升公民的营养知识、继承传统饮食文

化、培养饮食习惯、倡导低碳消费，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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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95.87 kcal/天（图 3）。居民主要营养素摄入量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居民营养结构的失衡。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给出了主要营养素的推荐摄入量（RNI）。每标准人每日热量的推荐摄入量为

2400 kcal，蛋白质摄入量为75 g，脂肪的摄入量是以每标准人每日脂肪摄入量的供能比

是否达到 20%为标准。可见，当前我国居民的膳食营养已经出现了“营养过剩”的现

象，应引起警惕。

2.2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社会层面来看，食品安全偏向市场失灵所引发的问

题，如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的非法生产经营；从法律层面来看，国内食品安全的法

制是为了确保本国生产制造与销售的食品，在法定范围内必须遵守一定要求使国民的健

康不受影响[27]。据估计，全球每年因食品和饮用水不卫生发生的死亡人口多达1800万[28]。

当前，随着食物种类的不断丰富，以及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逐渐

图3 2000年和2013年中国居民主要营养素摄入量

Fig. 3 Main nutrient intake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2000 and 2013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FAO，下同。

图2 2000年和2016年中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比例

Fig. 2 Per capita food consump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2000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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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9]。食品从产地到餐桌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包含了生产、加工、包

装、销售等多个环节。就食品生产环节来说，像有机蔬菜硝酸铵过量、土地重金属超

标、微生物以及PVC保鲜膜致癌等食品安全事件就屡次发生；就食品加工环节来说，三

聚氰胺、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不胜枚举；就食品包装环节来说，我国的食品包装材料

安全现状同样让人担忧[30,31]；就食品销售环节来说，“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销售的

外卖同样问题不断，不断被爆出卫生场所触目惊心的问题[32]。

2.3 居民饮食生活呈多样性与外部化趋势加重

在现代人的饮食生活当中，饮食多样性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食物必须平等地供应

给所有人，而且还必须保障居民食物选择的多样性。然而，对于趋向老龄化的我国社会

来说，饮食生活的多样性却造成了居民饮食生活质量的下降。当前我国加工食品产业具

有多样性的特点，加工食品产业的多样性，除了与消费者接触的销售面之外，供应链也

同样拉得极长极复杂，或是原料全部层层代工，或是加工时加入添加剂等等，面对这种

系统性、不可控制性的健康风险，消费者渐渐失去直接接触与认识食材的机会。此外，

由于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对消费者的饮食选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需要掌握的知识

和技能也越来越多，反而加重了居民的饮食健康问题。当前，“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已经

全面渗透到居民的饮食行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更便利的饮食行为，而这也造

成了饮食外部化趋势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自己的健康安全交给货架上的商品、

商标以及饭店，在外就餐的食物具有高热量、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以及低微量营养素

等特点，增加肥胖、超重的危险性。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项目，

1991—2011年的20年间，江苏、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辽宁、黑龙江、广西、贵州

等9省、自治区居民的在外就餐供能比（在外就餐供能比指在外就餐人群在外就餐时所

摄入的能量占该人日总摄入能量的比例）从1991年的8.6%增加到2011年的16.5%，其中

城市地区为27.2%，农村地区为21.3%[33]。从外卖市场来看，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外卖用

户规模达到 3.58亿人，据统计，截至 2020年 3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 3.98亿，

占网民整体的44%。。

2.4 饮食文化不断受到冲击

“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人类社会又因为气候、地缘等自然条件，以及习俗、

信仰等人文因素交织形成各国家、各地区独特的饮食文化。中华民族历来有优秀的饮食

文化，然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饮食文化开始不断

受到外卖和快餐行业的双重冲击。快餐和外卖行业的崛起满足了居民当前快节奏的生活

需求。传统细细品味、慢条斯理的饮食节奏，已无法适应当前人们的生活需求。为了促

进经济发展，市场上给予快餐和外卖行业充足的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传统饮

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发展，西方饮食文化不断渗透到我国，西

方餐饮行业开始抢滩登陆国内市场。我国居民的饮食方式也渐渐偏向西方化，稻米消费

量逐年减少，肉类消费类逐年增加。总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高节奏、高效率

的生活，快餐和外卖行业以及西方饮食文化不断冲击着我国优秀的传统饮食文化[34]。

2.5 食物浪费问题严重

随着我国逐渐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必然要求进一步增加食物消费和营养

水平。随着食物供应的增多，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浪费也逐渐多起来，不合理的消费

行为和浪费作风也呈加剧趋势[35-41]。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实地调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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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2015 年中国仅餐饮业餐桌食物浪费总量就达 1700 万~1800 万 t，相当于 3000 万~

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消费量[42]。据统计，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中广州市的日人均餐厨垃圾

最多，达到 0.296 kg，深圳市的人均餐厨垃圾排名第二，达到 0.158 kg/人/日，北京为

0.122 kg/人/日。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食物浪费问题也非常普遍，本研究团队曾对全国各高

校进行实地调查，共计收集问卷9660份。在样本的基础上对中国高校食堂食物浪费规模

进行有效估算，按照全国 3700万在校大学生规模，全国大学生平均每天食物浪费量在

4233.91~4561.73 t之间，每年的食物浪量则在 122.08万~124.20万 t之间，大学生人均每

年的食物浪费量在 32.97~33.57 kg之间，浪费量十分惊人。若按最低口径估计，即不考

虑粮食和其他食物的转换率，同时也不考虑生熟产品的转化比，按照2016年国家统计局

给出的居民消费口粮标准进行计算，相当于每年有919万~935万人的口粮被白白浪费。

3 推进我国食育行动的重要作用

不管是从健康、环境还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食物都显示出其对居民日常生产

生活的重要作用。食育的概念最早由日本著名学者石冢左玄[4]提出：体育智育才育即是食

育。也就是说，在提倡德育、智育、体育的同时，通过实践来获取食物相关的知识与能

力的教育是必要的。当前世界各国在推进食育的工作中，主要集中在食材的学习、饮食

学习的作用、学习吃的技能以及饮食文化的学习等方面（图4），显示出食育对于饮食生

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3.1 促进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

自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由原来的吃饱向吃好转

变，且由于社会经济的转变，工作学习压力的增加，居民常常忽略饮食的重要性。伴随

而来的是营养失衡、肥胖、偏食厌食、食物过敏等健康问题的增加。饮食的搭配选择要

符合自身实际需要，并食用有利于健康的食物，这是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营养成分

都要通过饮食方式来完成补给。所谓营养均衡，就是指营养的摄取与消耗要达到均衡，

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都对健康有害。居民应该了解各种营养素的主要功能以及个人的

图4 食育推进工作重点图

Fig. 4 Key points of food education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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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食物不仅能供给营养，以维持人的生存及活动，而且还具有各种保健功能，可

以用作防治疾病和防止衰老，所以，应该进一步掌握其更为全面的知识。当前世界各国

已经开始从粮食安全、农业政策、国人健康、饮食消费等方面关注饮食议题，也开始从

学校、社区等主体开展食育课程。食育的推行有助于居民改善饮食结构，促进营养均

衡，缓解肥胖、偏食等健康问题。吃不再只是吃，而是对自然、社会与文化的反思。

3.2 促进居民对食物供应链的正确理解

食物供应链是指食物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直到餐桌的全过程。不仅仅有农

业体验，还有加工、流通等产业的参观和体验。食育有助于居民从食物供应链视角认识

食物的特性及其来源，居民通过食育了解食物的营养知识，通过食育的学习，理解各类

食物在人体内分别所具有的独特的营养功能，通过食育了解选择食物的基本原则，并养

成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通过食育课程的学习，居民对加工食品的选择更有针对性，理

解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的过度加工都容易导致食品的营养流失。食育有助于居民对食品

标示的正确解读，居民在购买食品时，通过食品标示来解读食品的来源、辨识食品的安

全性以及选择检验合格的食品。

3.3 促进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认识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居民也愈发开始担心食物的品质。食育的

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食育不只是单方面的灌输、宣传有关食品安全的知识，且更侧重

鼓励学生亲自接触、亲身进行农业体验。通过食育相关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小树

立正确的饮食观念；通过食育有助于以多元的方式鼓励学生体验食材从产地到餐桌的过

程，培养学生善待环境、选择当季食材以及健康烹饪等相关知识。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

看，食育有其必要性以及深远的影响。“吃”这一小小动作每一天都在重复，食育的效益

很快就会被看到，所以人们不仅要会吃而且要吃得有智慧。

3.4 促进居民对传统饮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食育的重要目的在于从小开始培养国人对于传统饮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食育有助

于促进多元饮食文化形成，饮食文化是存在各个族群中的观念和态度，经过历代的实践

而形成特有的口味和食物的保存技巧。食育有助于促进乡土人文关怀的形成，通过食育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食物、农业与土地的关系。在尊重前人智慧之外，学生更可感

受到地方文化丰富的内涵。食育有助于促进学生理解世界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特色，通过

了解世界各国饮食文化的基础，开拓学生的饮食文化视野、提升饮食的乐趣，进而珍惜

饮食文化，其内容包括了解各国饮食特色、宗教与饮食、饮食礼仪、菜单种类及点餐方

法等等。同时食育强调人文素养，引导学生对不同饮食文化差异性的了解与尊重。

4 我国食育实践的推进现状

4.1 中央政府的食育实践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针对我国学校的营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

措。从1990年开始，中央政府要求在全国中小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程；2001年开展基础

教育改革后，又将健康教育课程分散至其他课程中；随后根据全国中小学生不同的成长

阶段，设定了与之相对应的健康教育内容和目标。但这些举措均未引起相关部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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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育工作者的重视。2017年 7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健康教育 2030”

规划纲要》，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再次提升了健康教育的地位。

2018年，《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正式出版，书中明确提出了具体的营养健康教育内

容。2019 年，《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建立了学校集中用餐岗位责任制

度，并提出了培养专业营养人才，在学校推广膳食营养的理念。自1990—2019年以来中

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与食育相关的政策措施以推动中小学生的营养健康教育（图5）。但

是多数政策的落实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我国的中小学校普

遍更加重视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特别是食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其二是政策制定时

我国的经济环境、居民的生活水平尚未达到与政策相匹配的阶段，当时对食育相关知识

的需求还没有那么迫切。

4.2 地方政府的食育实践

自从食育的概念引入我国，各地方政府积极组织食育的推广研习活动，并积极从政

策方面加强食育的推广。浙江省绍兴市在2007年将食育正式纳入到全市中小学课程中，

并制定了具体的食育推进策略；河南省新县、信阳等地方政府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得从食育源头抓起，并通过一系列的试点工作，真正做到从政府到学校到教师、自上而

下共同促进食育的落地生根。以河南省为主导的食育基地，在丰富师资培训、开展实践

研究、扩大开放交流以及构建信息化、动态化的食育管理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助

力国家“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落地生根。总而言之，各地方政府以融入地方特色方

式，策划推动食育的各式政策，除将食育纳入地方法律法规外，还推行各种食育计划，

辅导中小学营养教育，并建置网络交流平台，推出食育教材，办理食育师资培训与推广

研习等活动[43]。

4.3 教育机构、民间团体的食育实践

虽然在学校教育中由政府主导了饮食教育的推进，但教育过程本身并没有缺位。比

如，中国的小学设置了以饮食教育为内容的科目“劳动与技术”。“劳动与技术”旨在培

图5 中国食育发展历程

Fig. 5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od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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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学习相关饮食知识。2009年《小学饮食教育读本》在江浙沪三省市被纳入到小学

课堂（《小学饮食教育读本》的单元结构、教材结构原理见表2）。在我国，学生偏食和

肥胖的问题突出，其原因在于学生缺乏相关的食品安全和健康知识。具体原因在于没有

做到摄取均衡的饮食、营养摄取不合理、没有考虑到食品卫生等等。2010年北京师范大

学成立了儿童食育特别研究小组，提出了实践食育成就中国教育的目标。首都保健营养

美食学会于2012年发起“食育推动计划”公益项目，是全国第一家以动员社会力量发起

的食育推动项目。截至2019年食育推动计划项目已在全国成立了19家志愿者服务站，拥

有 3名行动天使。仅 2019年 10月，在全国各地共计开展了 183场食育相关概念主题讲

座，受益人次达6911人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的普及，培养了

良好的饮食习惯，发扬了优秀传统饮食文化。总体而言，目前积极参与食育的民间组

织，包括社区组织、基层农业推广部门、农业生产者团体以及非营利组织等，各自以多

元的方式推动食育，将饮食、农业与教育有效结合，与学校、社区合作协力推动食育[44]。

5 对我国未来食育行动的政策建议

5.1 推进各级政府跨部门跨领域合作

我国的食育目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各级政府均以各自力量孤军奋战。食育

的全面推动需要各级政府跨部门跨领域共同推动并实现资源整合，文化、教育、农业、

表2 《小学饮食教育读本》的单元构成和认识水平

Table 2 Unit composition and cognition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Diet Education Reader"

单元构成

饮食教育的意义

关于均衡饮食

关于合理营养

关于饮食习惯

关于食品卫生

关于食品安全

学习内容

第1课 为何学习饮食方面的知识

第2课 食物多样，谷物为主，粗细搭配

第3课 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

第4课 奶类食品日日不可少

第5课 常吃适量的鱼类、禽类、蛋和瘦肉

第6课 多吃豆类及其制品

第7课 吃富含铁和维生素C的食物

第8课 一日三餐要合理，保证吃好早餐

第9课 要合理选择零食

第10课 每天足量饮水，合理选择饮料

第11课 食不过量，天天运动

第12课 少吃甜食，五味均衡

第13课 少盐膳食，食物清淡

第14课 讲究饮食卫生，预防病从口入

第15课 不抽烟、不喝酒

第16课 少吃油炸食品

第17课 少吃烧烤食品

第18课 少吃腌制食品

第19课 对常见有毒动物性食物要预防

第20课 对常见有毒植物性食物要预防

认识水平

关于饮食教育目的、目标的总体认识

关于饮食教育科学知识的总体认识

饮食教育、饮食行为的总体认识

饮食习惯和价值判断

饮食习

惯和价

值判断

注：数据来源于于恽瑾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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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等政府部门均应积极参与。推动由下而上的食育政策，食育推动应以社区为基

础，激发由下而上的全民食育运动，如此才能真正落实居民绿色饮食生活，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同时，各部门之间也应有清楚的角色界定与分工，各部门努力扮演自己所应扮

演的角色，避免推诿责任的情况发生。各级政府部门以融入地方特色的方式，实行各式

推动食育的政策，推行各种食育计划。鼓励各级政府分享食育推行经验，通过交流经验

分享彼此的推动方式[46]。学校教师大多缺乏农业知识及技术背景，政府部门可提供相关

领域内技术、人力等资源减轻教师授课压力，也可利用寒暑假时间，举办教师学习活

动，传授基础的农业课程、饮食观念及分享案例，以便指导学生能逐步建构食育学习历

程，体验土地、环境与食物的连结[47]。

5.2 整合多主体资源，传达食育理念

整合社区、学校、农林渔牧从业者以及民间团体等资源，营造食育推动环境，以多

元的方式推广食育，达到促进地产地消、传承传统饮食文化、认识在地农业、营养均衡

及食品安全等目标，与家庭、社区作横向连结，拓展食育理念（图6）。社区可以通过动

员地方组织、针对不同对象规划培训课程，建立食育的师资及志愿者人才库。同时也要

落实居民参与，培养社区居民参与的能力，将居民包含在社区执行食育的过程中，解决

社区问题，加深大家对于健康饮食文化的认同与支持，让地方农业产业可以有更多元的

发展与创新。学校可以通过各类农作物种植体验活动、认识在地食物等食育课程，吸引

学生参与，通过互动学习过程，宣传食物营养及卫生安全，贯彻从产地到餐桌的全方位

食育课程，使学生学会尊重与感恩。各类农林渔牧从业者可以引导消费者及学生体验农

作物及对农业生产的了解，消费者及学生可通过亲手耕作，了解食物的生长过程，传递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进而使消费者及学生关心食物来源、生产方式等，培养健康的

饮食习惯。其他团体也可以参与到食育的实践中，通过配备足够的人力，编列足够的经

费，配合多主体资源共同推动我国的食育工作。丰富而多元的推进食育，必须满足不同

图6 食育多主体资源整合目标图

Fig. 6 Target map of multi-subject resources integration

2143



35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性别、群体、年龄层、地区的需求，整合多主体资源，拓展食育理念，让食育向下扎根。

5.3 扎根校园，深耕食育课程

学校是推动食育的重要场所，分别由学校结合外部资源推动或由教师自主发起，通

过校园农业体验、校园午餐教育、学校饮食相关知识课程以及校外教学与实地考察等，

采取多元活动与融入教学等方式，积极推动食育的宣传推广、农业体验与师资培训工

作。整合校园空间规划，利用学校空地，打造出适合学生的农事课程环境，如生态园、

有机菜园等，创造实地农事体验机会。将农业体验纳入到户外教学、产地参观、农事操

作等方式，与地方社区、农林渔牧从业者以及其他团体等合作，整合在地资源，提供动

态式户外学习教育模式，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下学习与实际操作。促进食育课程系列化，

学校教师应因地制宜，除搭配各年级与食育相关教学单元外，还应将食育学习融入学校

各领域课程，进行教案设计，规划在地产业与农事体验的创课教学活动，让学生经由知

识学习、农事体验、烹调饮食制作等，从硬件到软件、从活动到课程、从老师到学生到

家长、从体验教学到情感深化的认知学习，让食育更具脉络性、结构性。

5.4 鼓励食育终身学习

通过学校的食育课程，可以让学生的饮食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并逐渐改变学生的

饮食行为。同时在学校的供餐场所及家庭范围的食育行动实践，不断地培养学生对饮食

的自我管理能力（图7）。然而，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应该鼓励食育的终身学习，使得青

少年甚至是全年龄段人群在学校之外依然可以形成理想的饮食习惯，从而促进终身的身

心健康。

6 结论

综上所述，食育的推动已然成为刻不容缓的国家问题，食育的推动可以让下一代安

心、健康地成长。不管是从健康、环境、饮食文化还是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食育逐渐

显示出其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49,50]。食育的推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各

国在推进食育的工作中，主要集中在食材的学习、饮食学习的作用、学习吃的技能以及

注：资料改绘自赤松利惠等[48]。

图7 通过终身食育培养理想的饮食行为

Fig. 7 Ideal eating behavior cultivated through lifelong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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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的学习等方面。食育的推进牵涉的层面广泛，想要促进食育推动措施的具体落

实。需要依赖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政策支持，各级政府需跨部门跨领域加强合

作[51]；同时应整合社区、学校、农林渔牧从业者以及民间团体等资源，营造食育推动环

境，以多元的方式推广食育，拓展食育理念，让食育向下扎根；学校是推动食育的重要

场所，应扎根校园，深耕食育课程，从硬件到软件、从活动到课程、从老师到学生到家

长、从体验教学到情感深化的认知学习，让食育更具脉络性、结构性；还应鼓励食育的

终身学习，使得青少年甚至是全年龄段人群在学校之外依然可以形成理想的饮食习惯，

从而促进终身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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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and prospect on food education in China:
Eat good or eat right?

ZHU Qiang1, LI Feng1, LIU Xiao-jie2

(1. Food Security and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living of residents has changed greatly. The current

food life of Chinese residents is facing the problems of nutritional structure imbalance, food

safety, food and food diversity and externalization tendency. At the same time, the food culture

is affected, the food waste is seriou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 the food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China. The food

education action can help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et structure of resident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ood supply chains and food safety, and enrich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the paper conducts studies on the food education

a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amin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food education in China.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ross- sector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tegrate multi- body resources, convey the idea of food education, arrange the curriculum of

deep farming in the compus, and encourage the advice of life-long food education.

Keywords: food education; food waste; food culture;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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