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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明“食育”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梳理

日本食育实施体系和实践发展状况,提出从进一步完善

食育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构建以学校教育为重点的食

育教学体系、建立多社会主体参与下的综合食育模式等

方面推进中国食育事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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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食育”一词,最早由日本著名养生学

者于石冢左玄在其专著«食物养生法(１８９８年版»中提出,

认为“体育、智育、才育即是食育”[１].“食育”理念的提

出,对居民膳食营养结构失衡、缓解当前日益严重的资源

环境危机以及食物过度浪费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日本

作为全球率先提出“食育”思想和推行食育实践的国家,

在食育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晚期日益成熟、完善,成为日本公共学校教

育与相关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在日本食育理论与

相关实践的影响下,１９９５年美国正式通过“可食校园计划

(EdibleSchoolyardProject)”项目预案,致力于在全美范

围内推行可食教育崭新模式,构建整套覆盖学前幼儿至

高中阶段青少年的全国性食育课程体系,以此培养学生

良好饮食行为[２].在著名食品营养学家JamieOliver以

及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倡议下,英国保健局与教育局联合

创立全国健康校园项目(NationalHealthySchoolsProＧ

grams),以此改善学龄人群的饮食习惯和营养结构[３].

自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外食育领域的专家进一步探讨食品

与公共卫生安全、居民饮食健康和营养均衡管理以及相

应政策推广、普及等问题,柳田多寿等[４]对日本部分地区

儿童食育实践开展调查研究,发现市区和郊区儿童在正

餐和零食的摄入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赤松利惠

等[５]对日本小学５~６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喜好

吃蔬菜的学生在对食物的情感方面往往得分更高,对食

物的情感因素与食品摄取行为具有密切联系;Coenrento
等[６]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对２６５例公民营养教育典型案例展

开调查分析,得出营养干预措施受目标受众的自身特征

以及心理测试设备开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最终成效

有助于评估营养教育的有效性;TillesＧTirkkonen等[７]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对１９４名五、六级学生实施专门食品教育

的教学试验,并以常规学校课程下同年级１４０名学生作

为对照,结果表明通过为期两年的追踪观察与对照组相

比,五年级学生显著提高了早餐食用频率、增加了蔬菜摄

入,减低了冰激凌、糖果以及含糖饮料的食用,而六年级

学生无明显差异;刘晓洁等[８]运用SWOT分析了中国食

育发展的内在优势和缺陷,以及外在机会和潜在威胁,提

出从战略层面、目标层面、产业和区域层面以及实施层面

构建中国食育发展战略基本框架.

“食育”相关理论与实践模式于２００６年前后被引入

中国[９].由于饮食方式不够合理、食物浪费较为普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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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于饮食营养问题所导致的消化道疾病等,都亟待在

全社会范围内推行食育基础知识与健康饮食习惯.随着

现代化农业种植技术与设备被广泛应用于作物种植过

程,也加剧食材来自种植污染的潜在风险.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围绕学校卫生健康教育积极开展有关

食品营养、安全等教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２００１年国务

院颁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作
为２１世纪中国首个指导食物卫生与营养领域的战略纲

领,明确提出“全面普及营养知识,提高全民营养意

识;开展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营养知识教育;提高城乡

居民的营养科学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引导居民的食物

消费方向,提高全民科学、合理膳食的自觉性,把营养健

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内容”[１０],为推动全国居民

食品素养、改善营养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１１]和«“健

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１２]等纲领性文件陆续发布,提出

进一步推行以中、小学为重点的学校食物健康教学体制,

普及食品营养知识.尤其是２０１７年９月教育部颁布«中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１３],将食育、健康有关

的议题纳入学校综合实践活动推荐主题之中,为中国学

龄人群食育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经中文学术期刊检索平台(中国知网,https://www．
cnki．net/)正式收录的有关以“食育”主题的研究文献仅有

２０３ 篇,其 中 绝 大 多 数 集 中 于 中 国 食 育 实 践 构

想[２－３,８－９,１４－１６]以及特定群体(如幼儿等)的食育状况调

查[１７－１９],且其中不乏书评广告、会议纪要、项目报道等非

研究类体裁.由此可见,与日本等国家相比,当前中国食

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适当借鉴并吸取日本食育理论

及其实践经验,有助于促进中国食育框架体系的全面发

展,并为推行食育实践具体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１　“食育”的基本概念与实施体系

１．１　基本概念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食育”逐渐发展成为

日本现代公共教育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并积累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被引入中国后,由于国内没有

相应的学理基础和语境传统,在相关官方政策文件中多

采用“营养教育”“饮食教育”等词汇来表达食育的基本内

涵.朱强等[３]系统阐述了健康教育等与食育相关的概

念,认为食育不仅包含人类生存所具备的基本知识教育、

道德教育、体育教育等跨学科基础教育,而且还囊括培养

学习者热爱作物与种植的大环境、以及认识食物基本营

养搭配和饮食文化的综合教育体系.日本«现代用语基

础知识(２０００年版)»首次收录“食育”词条,并将其定义为

使孩子们 具 有 选 择 食 物 能 力 的 教 育;«食 育 基 本 法»
(２００５年)中更是明确指出,“食育是德育、智育、体育、群

育以及美育的基础,通过教学过程以及生活经验等,习得

饮食相关知识、食物选择能力以及培养国民实践健全饮

食生活的能力”[２０].中国部分学者[１４,１８,２１]认为,食育是

对全社会民众推行饮食卫生、饮食安全以及营养适量平

衡的知识和技能的综合教育.

１．２　实施体系

日本作为全球最早提出“食育”思想的国家,在食育

实施体系建设与社会化行动方面已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

工作机制,并发展成为该国一项基本国策.１９４５年起,日
本先后制定并颁布«饮食生活指南»(１９４５年)、«营养改善

法»(１９５２年)、«学校给食法»(１９５４年)以及«“健康日本

２１”计划»(２０００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随着２００５年«食
育基本法»的发布与实施,在此基础上«食育推进基本计

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和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等政策相继出台,标志着日本食育实施体系基本

建立.据相关文献[２２]梳解,该体系主要由以下结构单元

组成:

(１)政府监管部门:实施主体为文部科学省、厚生劳

动省、农林水产省等组成的内阁府;工作内容为定期发布

调查报告、相关数据、信息管理等,基本目标为推进、落实

整个国家食育战略发展规划.
(２)企业:实施主体为相关食品制造加工企业、民间

非政府组织以及消费者协会等;工作内容为来自消费者

的食育反馈信息发布、社会宣教推广等;基本目标为在食

品产业体系中融入食育的核心理念,形成推行食育社会

化行动的具体模式.

(３)学校、保育所等公共教育机构:实施主体为这些

机构的从业营养师、调理师以及食物后勤人员;工作内容

为教授饮食文化、农作物栽培技术以及培育学生对食物

的情感;基本目标为促成学生饮食习惯的改善、培育其选

择食物的能力.
(４)社区:实施主体为食品售卖商店、超市、市场等从

业人员;工作内容为检查、核实食材的原产地、保质期限、

卫生状况等,培养专业的食育推进人才;基本目标为提升

食材的本地化水平、保障食物安全卫生.

(５)家庭:实施主体为家庭成员;工作内容为食物营

养知识的习得;基本目标为学习饮食基础知识、形成健康

饮食习惯.

２　日本食育实践发展状况及经验

２．１　日本推行食育实践的现实背景

(１)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的考虑:日本作为世界范围内

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在耕地等自然资源较

为稀缺、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食物供给与节约资

源成为历届政府与民间力量关注的焦点之一,这给日本

民众烙上深刻地节约粮食的烙印.加之历史上日本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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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频发,地震、火山、山石流等时有发生,食物稀缺的状

况也多有出现,促使日本政府有意识推行食育制度.

(２)工业化进程下的食品安全危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以来,随着全球进入“战后”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日本农

业工业化、集约化和设备化得以迅猛发展,粮食短缺的问

题得以基本解决.然而,随之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

断显现,严重影响人们的食物卫生安全.另一方面,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饮食结构与食用方式也较以往发生转

变,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快餐文化的兴起,导致居民

每日餐数紊乱、与家人共餐频率降低、忽视营养均衡搭配

等,从而 造 成 诸 如 过 度 肥 胖、慢 性 疾 病 等 一 系 列 健 康

问题.

(３)食本主义下的饮食文化回归:伴随着２０世纪日

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危机,诸如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地质灾害频发等都对全球粮食供给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当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食物浪费问

题愈加突出,成为影响食物资源匮乏的重要隐患.因此,

随着“食育”概念的一经提出,在日本国内乃至全球范围

得到迅速认可.强调以食本主义为核心理念的食育体

系,承载着对传统饮食文化,乃至作物种植过程中对农

人、环境以及自然的感激之情,这对于树立青少年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２．２　日本食育实践经验的典型特征

如前文所述,日本食育实践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基本

实现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对其实践模式与相关经验

的总结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日本食育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的认识,而且对当前构建中国食育计划的推进策略具有

重要启示意义.通过文献整理与分析发现,日本食育实

践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１)以制度建设为导向的国家层面食育实践模式.

在«食育基本法»的基本框架下,日本政府相继发布并实

施«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现已完成三期的内容制定)和
«运动基准与运动指南»,开展全国范围内“食育推行实践

行动”,并定期向社会发布«食育白皮书»,及时向社会介

绍食育实践近况、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实施的重点方向.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规定每年６月为全国“食育月”,每月

１９日为“食育日”,以此强化国民掌握正确的饮食营养知

识以及合理选择食物的能力,为全面推行食育实践奠定

坚实的制度保障.

(２)以工作体系为主体的社会层面食育实践模式.

在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制度环境下,相关的社

会利益主体作为推行食育实践的物质基础,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从企业的角度,日本相关从事食物生产加

工的企业,高度重视从原材料种植、生产加工、物流传输

直至最终进入消费者身边整个生产链的安全风险防控,

加强食物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引导当地

青年参与农业种植体验活动,增进食物生产制造过程中

的乐趣与情感.从社会团体的角度,鼓励非政府组织等

民间团体积极发挥在传递食育知识、组织食育活动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并在食品卫生安全等方面扮演重要的参

与者、监督者的角色.从学校角度,日本公共学校系统基

本建立涵盖饮食习惯、食物常识、进餐礼仪、饮食文化、营
养与卫生基础知识、烹饪、环境、农业种植等方面的课程

体系,并且实行不同学龄的分层教学方案,注重课堂传授

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社区角度,日本政府重视对食品

销售环节的监管,建立分类分级食品包装标识制度和新

鲜保质筛查机制,保障食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信息透

明.综上所述,食育并非简单的食物知识的传教,而是需

要包含政府、企业、学校、社区和家庭在内的不同利益主

体高效协作的系统工程[１６].

(３)以家长教育为核心的家庭层面食育实践模式.

家庭作为推行食育实践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决定食育能

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食育基本法»以及相关政策文

件中对家长食育的内容与建议作出了明确要求.具体包

括[２３]:① 引导青少年学习饮食习惯、食物常识以及进餐

礼仪等基础知识;② 深入了解与食物有关的农业、环境等

基础知识,培养青少年对食物的感激之情;③ 习得、掌握

选择食物以及简单烹饪、制作的技巧.另一方面,政府、

学校以及社会资源通过提供必要的辅助教育资源,例如

编写公益性«家庭食育手册»等科普读物、提供家庭食育

活动的实践场所等协助家庭食育实践取得落实.

３　日本食育实践模式对中国推行食育

行动的启示

３．１　中国推行食育实践的战略意义

食育作为覆盖食物常识、饮食文化、营养与卫生、烹
饪技巧、进餐礼仪基础知识以及农业种植、环境保护等内

容的综合教育体系,对于培养青少年的饮食营养知识、树

立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培育正确的人生态度具有潜移默

化的积极影响.此外,在宏观层面上,伴随着中国政府对

食育工作的日益重视,相应的政策文件颁布并实施,推行

食育实践对于促进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改善对食

品供应过程及其食品安全的认知以及提升对传统饮食文

化的继承和发扬也发挥着显著作用[３].

３．２　对中国推行食育行动的启发

(１)进一步完善食育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以«食
育基本法»为基础的政策体系,为日本推进全面食育实

践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目前,中国正处于构建和完

善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关键时期,编
制和推行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食育规

划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以优化顶层为基本导向,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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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进食品营养以及食育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法治建设,

通过法治的力量明确全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基本责任

与义务,引导并推动社会共同参与及协调合作;制定并

完善食育推进过程中与之配套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

及其他保障措施,建立食育推行计划的奖惩机制和有效

监管制度,鼓励地方政府、学校、社会团体开展食育实践

创新探索.
(２)构建以学校教育为重点的食育教学体系.学校

作为推行食育行动的重要场所和智力支撑,是面向不同

学龄人群的专门教育机构.鉴于食育体系的基本特征,

加快落实«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

将“食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教材编

写、师资培养、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考核管理等教学体系

建设;加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组织、管理与考核,将
食育主题作为其推荐名单,在当前自然教学、研学旅游以

及实践教学中适当引入食育内容,促进课堂教学与课外

实践教学的协调发展.
(３)建立多社会主体参与下的综合食育模式.适当

汲取、借鉴日本食育实践体系的相关经验,培育以政府、

企业、学校、家庭、青少年等多个利益主体下的综合食育

实践推进模式,各主体之间明确分工、相互协作、共同参

与、制定并实施推行食育行动的创新思路与模式.与此

同时,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借助媒体融

合的信息传播渠道,开展线上食育实践推介试点,引导全

社会营造践行食育、杜绝过度浪费以及培育饮食良好习

惯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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