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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实践调查与对国内外研究分析相结合对相关

理论进行阐释.探析“食育”与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内在

协同关系.指出在“食育”与 德 智 体 美 劳“五 育”协 同 方

面,食育与五育具有宏观目标的一致性和教育内容的融

合性;逻辑关联方面,食育是五育的基础,食育与五育相

互促进.必须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培育多元的长效机

制,加强食育的制度设计,真正促进与五育协同并进以及

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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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exploretheinternalcollaborativerelationshipbeＧ

tween“foodeducation”and“FiveEducation”ofmorality,intelliＧ

gence,sports,beautyandlabor．Practicalinvestigation,domestic

andforeignresearchandanalysis,andinterpretationofrelevant

theorieswereused．Inthecoordinationof“foodeducation”and
“FiveEducation”ofmorality,intelligence,sports,beautyand

labor,thefoodeducationandfiveeducationhavetheconsistency

ofmacroobjectivesandtheintegrationofeducationalcontents;In

termsoflogicalconnection,foodeducationisthebasisofthefive

education,andfoodeducationandfiveeducationpromoteeach

other．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perfectcurriculumsystem,

cultivatemultiplelongＧterm mechanism,strengthenthesystem

designoffoodeducation,trulypromotethecooperationwiththe

fiveeducation,andpromotethecomprehensiveandhealthydeＧ

velopmentoftheeducated．

Keywords:dieteticeducation;fiveeducations;comprehensivedeＧ

velopment;relationship

食育,即“食物教育”,由著名日本养生学家石冢左玄

提出,特别是在«食物养生法(１８９６)»中指出“体育、智育、

才育即是食育”[１].郭思宁[２]将食育内容分为饮食营养

知识、饮食安全知识、健康饮食习惯、传统饮食文化４个

方面,认为食育就是饮食方面的教育,这种理解显然不够

全面.日本作家村井弦斋[３]提出了“食育论”,认为“食育

比德育、智育、体育更为重要”,将食育视为三者发展的根

本.中国历史上早有“食育”的相关论述,比如“肉不正不

食”“食不语”等,尤其是“食医合一”“适口者珍”“和”三大

普泛性食思想的形态,着重强调“养生”和“礼仪”两种功

能,但时至今日中国尚未形成食育制度.２００５年,日本颁

布了«食育法»,将食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并以“给食”教
育为中心,作为德、智、体等教育的基础.可见,食育覆盖

范围广泛、涵盖内容多样.

中国于２００６年引进“食育”概念.李里特教授[４]认

为食育就是饮食行为教育,其理念是通过轻松愉快的方

式,使个人科学的饮食方式变成终身习惯.综上,食育不

同于学校营养或健康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饮食营养

知识、饮食良好习惯的教育;通过食物培植到餐桌饮食过

程中进行德、智、体、美、劳等全方面的教育,目的是构建

体验者完整的人格.“食育”涉及政府、家庭、学校、社会

等多方主体,其具体内容更是与五育(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劳动教育)存在较大关联,中国部分学者认为“食
育”应与德智体美劳“六育并举”,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

要内容;也有学者认为食育应统领德智体美劳,成为六育

之首[５].在此背景下,探析“食育”与德智体美劳“五育”
的关系成为研究的重大课题.

１　理论阐释

美国著名心理学马斯洛根据人的动机将需求划分为

５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

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６].５个层次需求是按照从低

到高的顺序排列,在低层次需要获得满足的基础上,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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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需要才会逐步显现,且低层次的需要获得的满足感

越强烈,高层次的需要才会越早出现.教育在需求实现

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

情感与归属需要属于低层次需要.其中生理需要处于需

求的最基层,人们通过食物和水获得身体机能的发展,通

过食育、体育巩固和发展生存之本;通过劳动教育获取知

识和技能,带来物质回报,食育和劳动教育提供满足生理

需求的有效途径,也是获取更高需求的内生动力.需求

层次越高,所需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越多,如食育、体

育、智育、劳动教育在获得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的

满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

需要汲取精神层面的营养,需要通过德育和美育获取.

由此可见,食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决

定性的作用,其与五育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其目的就是

满足人和社会朝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要.

２　食育与五育的内在协同

２．１　宏观目标的一致性:国计民生

食育与“五育”本质上都是教育,主要区别体现在内

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教育关系着国计民生,对国家

各个方面都产生极大影响,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

社会进步的基石”,但仅仅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的教育

显然是不足的,必须将饮食行为教育提到日程上来.从

国民角度而言,食育关系个人衣食住行、体魄发展;从国

家角度而言,食育关系着社会温饱和经济命脉[７].社会

个体的物质需求构成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民生事

业与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中国教育学家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包括军国民教育(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

教育(德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旨在培养拥有健全人格

的共和国国民.军国民教育即体育,位于五育的首要地

位,要求国民接受相应的军事教育、体育训练,以达到强

身健体、磨练意志的目标[８].实施军国民教育与体育教

育需要物质基础作为支持,即蔡元培所倡导的实利主义.

实利主义教育倡导一种公平的教育观,主张职业教育面

向全体大众,通过习得普通文化知识和技能,使国民富裕

起来,增强国家财力与武力.蔡元培坚持,公民道德教育

即德育在五育中位于中心地位,并对其他四育起着关键

作用,培养健全的人格是德育的主要目的,公民沦陷功利

主义或沉迷封建迷信,则会导致陷入道德或精神困境,必

须坚持科学信仰,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传承优秀文化

和民族精神.世界观教育就是信仰教育,建立在一定的

知识背景上,包括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能够反映社

会、国家和政党对公民的意志和要求,有助于探索世界的

本质和运行规律,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目标.美感教育

是沟通现实世界和现象世界的重要桥梁,蔡元培将美育

提升到人格教育、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的高度,认为美育

可以激发、陶冶人们的高尚品格,有助于改良社会风气、

提升国民素质.蔡元培的五育方针建立在国计民生的基

础上,着眼于民族现实与未来的整体发展,整体设计,统
筹规划.

综上,实行“五育”方针的最终目的就是塑造受教育

者的健全人格,与食育不谋而合.食育在推行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食物结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到农

业市场发展,关系着国民健康和国家命运.２００５年,日本

出台了«食育基本法»,再次强调要将食育作为生存之本,

摆在与智育、德育和体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使国民在整个

生命养成过程中完成健全身心、丰富人性的目标[８].这

为中国明确食育教育目标提供了借鉴,即食育不仅仅是

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自治、全民参与的活动,其最终

目的就是塑造国民精神、增强民族创新力、提升社会可持

续发展.

２．２　教育内容的融合性:全面发展

食育是涵盖德智体美劳多方面的教育体系,主要体

现在教育内容方面.李里特教授将食育内容分为４个方

面:传统饮食文化的弘扬;饮食营养知识的普及教育;良
好饮食习惯的灌输培养;人与环境、自然和谐的教育.

传统饮食文化体现在烹饪方式、用餐方式、饮食礼仪

等,无形中影响人们的饮食结构和饮食行为,中国自古便

有较为系统的饮食思想和饮食礼制,如«论语,述而»中

“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矣!”体现出

孔子倡导饮食有节、反对铺张奢靡的简约思想;«论语,乡
党»中“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主要讲述了乡人饮酒

离席时,需让拄着拐杖的老人先行离开,晚辈方可退场,

这便是传统伦理中的“长幼有序”,是“孝”文化的外在表

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熏陶实质上就是德育的过程.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饮食也由“吃得饱”向“吃得好”过渡.但是随着快餐文化

的蔓延,食物浪费、高血脂高血压病发率激增等问题日益

凸显,人们往往会坠入“舌尖诱惑”,而忽视科学均衡的膳

食搭配.食育为人们在无数诱惑面前,提供合理的膳食

选择.中国拥有众多的食育典籍可供参考,如«黄帝内

经»«食疗本草»«四库全书»等,所传达的“食医合一”的理

念既是优秀的文化传承,又是珍贵的养生经验,都值得不

断学习和研究.在当代,食育已成为全民概念,深入研究

的同时,必须注重营养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尤其与日本

相比,中国存在相关法律规范缺失、课程体系缺失等问

题,更需要加强食育教育体系建设,建立知识普及与课程

传授的有效渠道.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各阶段学制

教育中加强食育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掌握饮食知识,开展

食育课程,逐步融入智育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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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不能仅停留于知识的传输,各学者研究成果表

明,食育侧重于食育知识和饮食行为的教育.换言之,通

过教育手段和方法,使受教育者获得营养和膳食知识是

食育的基本内容;而更为重要的是重视良好饮食习惯的

养成.日本«食育基本法»强调良好的饮食习惯应从幼儿

阶段培养,利用幼儿对美好味觉的记忆和科学食谱相结

合形成良好的饮食嗜好.随着学龄增长,学生将通过参

与劳动进行“意义教育”,切实体会食物的得来不易,领悟

自力更生、珍惜食物的食育精神.发达国家充分重视劳

动教育在饮食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学生从各种劳动

活动中获得经验,促进不良行为的改正或巩固良好饮食

行为的持续发展.中国向来崇尚劳动光荣、自食其力,通
过劳动塑造饮食行为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事物的生长与

成熟,更能了解“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体育与食育的关系更为紧密,主要表现在体育具有

强身健体的作用,具有和食育相同的功能指向.社会体

育与社会食育共同内涵与社会教育之中,社会教育泛指

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中一切能够提升人的综合素养的

活动,是塑造国民素养的基本途径.由于劳动生产方式、

生活作息、饮食习惯相似,同民族更易形成相同的社会教

育体系,如中国历史文明中关于“运动养生”的记载代代

传承,晨练、散步、打拳、射击等运动得以继承和发展.社

会体育与社会食育发展共同维系着正常的社会有机系

统,共同促进社会体系的良性运转,促进人与环境、自然

和谐发展.通过道德、运动、课程等方面的教育,使人们

形成健康体魄的正确认识,促进对精神世界和现象世界

的整体描绘.

食育教育的４个内容,充分融合、体现和贯穿了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以及劳动教育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旨

在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３　食育与五育的逻辑关联

食育与五育的关系在学校教育系统中联系更为紧

密,真正将青少年群体身心发展落实到教育机构中实施,

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特点.

３．１　食育是五育的基础

食育是五育的基础,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

目前,学校践行全人教育理念,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开设食育课程、进行体育

训练、弘扬民族精神、倡导美育与劳动教育,旨在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增强体质、发展其身体素

质.而食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发

展.自古以来,中国就重视身体健康在人生发展中的作

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即健康的体质是从事一切教育

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学校为了实现五育目标就必须以

食育作为手段和方法.

以体育为例,学校体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受

教育者掌握体能健康知识、锻炼和发展体质的教育.体

能“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都离不开饮食卫生教育、饮
食活动等.就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内容而言,健康知识(饮
食健康知识、个人卫生和疾病危害等)本就是体育内容的

重要组成部分.汤广全等[９]对比了中国常见的５本学校

体育教材,发现日常健康知识内容占据总内容的比例为

５０％~８０％;饮食健康知识占据２０％~３５％.总体而言,
饮食知识所占比重较大,证明食育与体育内容存在较大

的互通性,且食育被视为体育教育的基础.
因此,食育与五育不可并进而提,食育是五育的前

提,是人的生存之本[１０].体育和食育作用于德育、智育、
美育及劳动教育,决定着德育、智育、美育及劳动教育的

发展水平,同样,德育、智育、美育及劳动教育的发展也会

引领食育和体育朝向更加科学的方向迈进.

３．２　食育与五育相互促进

中国已逐步加强对食育的重视程度,根据２０１５年中

国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２０１５
年)»可知,全国６~１７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９．６％,
肥胖率为６．４％,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此,２０１４年国务

院印发了«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２０１６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２０１８年,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师生健康中国健康»,分别从不同

的层次、角度强调食育的重要性,认为食育应该成为学校

教育的重要内容,实现与五育教育的良性互动.
学校是实施食育教育的最佳场所.自２０１０年起,在

政策倡导下,中国各地纷纷开展食育的试点工作,北京、
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尝试将食育引进课堂,进行食

物常识、营养和健康知识、环保意识等方面的教育,培养

“食农”“食文化”等价值观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１１].但

显而易见,缺乏政策和法律推进的食育影响力度十分有

限,校园食育尚待进一步普及.尤其是近年来,中国青少

年健康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肥胖、癌症等病发率逐年增

加,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务之急,必须建立食

育课程体系、培养食育师资,以更为规范化的方式让受教

育者明白什么食物是最有营养和价值的,什么膳食搭配

是科学的,以及学生需要形成什么样的饮食习惯.这是

因为幼儿、青少年处于认知发展的有效阶段,拥有较强的

好奇心和探索欲,可塑性和认知能力较强,是饮食意识和

价值观培养的关键时期.同时必须认识到,食育并不是

枯燥的知识学习,更重要的是在食育过程中开发意志力、
创新力、专注力,有利于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

动教育的相互促进,最终实现全面健康发展.

４　推进食育的对策建议

４．１　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

中国食育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食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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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尚未统一,未能达到指导学生饮食的要求.借鉴

域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必须完善食育课程体系,形成

与德智体美劳同步进行的教育.① 应该在短期内开展国

家规定的课程内容,如健康教育、饮食常识等课堂教育以

及劳动教育等课外实践,并补充相应的美育、科学教育课

程作为辅助,结合更新的基础知识、立足食物和健康领域

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完善课程内容[１２].② 根据食育实践

与理论课程结合的情况和成效探讨构建食育独立课程体

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课程内容的选择、课时规定、教
学方式等多个方面推进食育课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１３],

并将食育纳入综合教学考核中,完成对学生、教师和学校

的总体评估.③ 创新食育课程的推广形式,将食育内容

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课程相融合,提高

受教育者对食育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改善教育主体

被动接受的局面,使之积极参与到食育课程的学习当中.

４．２　培育多元的长效机制

饮食教育是典型的社会共治体系[１４].根据食育的内

涵可知,食育具有主体多元性和协调性的特征,需要政

府、学校、家庭、受教育主体、医院、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

政府部门必须尽快落实国务院、教育部的政策部署,将食

育纳入制度体系,提升至与德智体美劳同等重要的位置;

学校作为实施食育的最佳场所,负责全面、系统的传授营

养健康知识以及进行食育实践训练,协同推进全面健康

发展;家庭作为饮食健康教育的第一站,是引导受教育者

改正饮食陋习、培养良好饮食习惯的重要战地.不同主

体在食育推进链条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归结于各主体

具备的资源优势和功能属性.食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

期工程,建立多元主体的联动机制,有利于打造多方合作

的全方位教育模式,更能全面渗透食育价值观,促进养成

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

４．３　加强食育的制度设计

日本是践行食育最为典型的国家,其基本特征就是

重视立法.法律具有激励、监督和惩戒等功能.«食育基

本法»将食育视为人生存之道以及德育、智育、体育的基

础[１５],深刻影响着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推进食育相关

领域的立法和政策研究,以立法形式明确食育是全面参

与、社会共治的治理模式,规范政府部门、学校、医院等在

食育实践过程中的责任,引导社会组织团体积极参与到

食育进程中.重视与德智体美劳的制度研发,促进五育

与食育融合的协同发展,从课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师
资培养多个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并建立影响的监督机制.

制定与推进食育过程的财政政策,重视对食育工作的经

费支持,对于积极参与食育工作的社会团体实施减免税

收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学校食育工作的管理,建立相关的

监管制度、评价制度以及相关的惩戒措施.必须加速开

展符合国情的制度设计,建立具有前瞻性、可操作和合理

性的中长期规划,确保食育工作有序开展和儿童青少年

的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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