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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学生食育教育状况调研结果与分析
Surveyresultsandanalysisoffoodeducationofurban

middleschoolstudentsin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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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城市青少年在健康饮食与营养知识、传统饮

食文化、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认知程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科技 大 学 附 属 中 学 开 展 食 育 状 况 调 查 活 动.以

１０８８名初高中学生为调查对象,从食物营养认知、正确

饮食习惯培养与安全知识、传统饮食与礼仪的传承、食育

知识认知及态度４个维度设计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城市中学生对食物营养知识、传统饮食文化与礼仪、正确

饮食习惯的认知程度较高,并显示出对全社会食品安全

状况与食育教育的较高关注度.大多数青少年能正确认

知嗜好性食品存在的健康隐患,但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有

效克制.中学生对丰富多彩的食育教育活动参与意愿较

强烈.建议加快食育教育进校园的进程.

关键词:食育;中学生;食品营养知识;传统饮食文化;食

品安全认知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wareness of urban

adolescentsonhealthydiet,nutritionknowledge,traditionalfood

culture,andfoodsafety,afoodeducationsurveywascarriedout

inthe MiddleSchoolAffiliatedtothe NationalUniversityof

DefenseTechnologyoftheChinesePeople＇sLiberation Army．

Based on １ ０８８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wasdesignedfromfourdimensions:foodnutrition

cognition,correcteatinghabitcultivationandsafetyknowledge,

traditional diet and etiquette inheritance, food education

knowledgecognitionandattitude．Theresultsshowthaturban

Middleschoolstudentshaveahighdegreeofawarenessoffood

nutritionknowledge,traditionalfoodcultureandetiquette,and

correcteatinghabits,aswellasahighattentiontofoodsafety

andfoodeducationinthe wholesociety．Mostteenagerscan

identifythehiddenhealthrisksofaddictivefoods,whilethey

cannoteffectivelycontroltheminreallife．Moreover,middle

schoolstudentshaveastrong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richand

colorfulfoodeducationactivities．Itissuggestedtospeedupthe

processoffoodeducationintothecampus．

Keywords:foodeducation;middleschoolstudents;foodnutrition

knowledge;traditionalfoodculture;cognitionoffoodsafety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１]发布«“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将健

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

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中小学为重点,建立学校健

康教育推进机制.”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国务院办公厅[２]出

台«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明确提出要求创建

国家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２０１８年迄今,中国持续开

展了４次以“师生健康 中国健康”为主题的健康教育活

动,并要求始终把健康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各环节.

２０２２年３月,教育部[３]印发的«关于开展２０２２年“师生

健康 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的通知»,重申要加强

饮食教育,引领学生反对食物浪费,积极引导家长科学

安排家庭膳食,培养学生科学的膳食习惯,建设健康饮

食文化.

食育作为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青少年

儿童乃至全民营养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以孔子提出的

饮食卫生、饮食礼仪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其中贯

穿着大量科学性的食育理论.日本是现代最早建立并践

行食育教育的国家,他们将食育始终贯穿在幼儿园、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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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居民营养教育中,作为育人之本,并已形成独具特色

的食育体系[４].早在２００５年就以国家名义发布实施了

«食育基本法»,将食育作为一项国民运动,在全国普及推

广.现代的食育教育体系涵盖了所有关于“食”的教育,

即通过相关实践,提升公民对食物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

的认识,传承并弘扬传统优秀饮食文化,养成良好饮食习

惯、普及人与自然的调和,以及对食物生产劳动的尊重和

感恩[５].

近年来,食育教育工作在中国方兴未艾,由民间发

起,逐步向社区、学校推广,走向各级专业学会/协会,乃

至各级政府参与并成为地方性政府发展的主要目标.

２０２２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提出实施食育普及三年行动计

划,促进江西食育标准体系构建,把“江西食育”打造成为

江西省食品安全工作强势品牌[６].２０１９年,中国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联合全国３０余家学/协会、学校、企业、媒体

等单位,共同成立了“食育科普创新战略联盟”,倡导“以

中华饮食为根,构建包容、开放的食育体系;以科学为基

础,启动多方联动工作模式;以兴趣为导向,多轨并行创

新食育方式;以健康为靶向,助力健康中国食育先行”,成

为开展食育教育活动的工作指南[７].

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认

识到建立科学的饮食习惯和营养观是人类抵抗疫情的关

键.作为现代食育教育重点关注的青少年人群,了解其

膳食结构、膳食意识及对饮食文化的理解程度等,是政府

科学精准制定和发布食育相关标准体系,促进中国食育

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执行依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附中位于长沙市,拥

有学生１５００人左右,是一所具备典型意义的二线省会城

市中学.研究拟以该校初高中学生为调研对象,设计食

育调研表格,开展城市中学生食育现状调研,旨在为推进

食品安全、科学膳食、营养健康、饮食文化等食育普及工

作,发挥食育在立德、启智、健体、强美、育劳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附中在校１０８８名

初高中学生为调研对象,其中男生５１９名,占比４８．０％;

女生５６９名,占比５２．０％;初中生４６４名,高中生６２４名.

由表１可知,高中生人数略高于初中生,女生人数略高于

男生,整体分布均衡,基本反映了大中城市中学的性别分

布现状.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设计的指向　根据日本«食育基本法»的指

表１　被调研对象年龄段与性别构成

Table１　Agegroupandgendercompositionof

thesurveyedubjects

人群类别 人数/名 占比/％

初中男 ２３２ ２１．３

高中男 ２８７ ２６．４

初中女 ２３２ ２１．３

高中女 ３３７ ３１．０

合计　 １０８８ １００．０


向,结合近年来中国众多研究者和食育推广教育工作者

的研究成果,总结出:青少年食育教育关注的焦点主要

是:① 食物营养基本知识的认知;② 正确饮食习惯的培

养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③ 传 统 饮 食 文 化 的 传 承;

④ 食育知识认知及态度,包括对饮食与环境的调和、对食

物的感恩之心的认知状况.该研究围绕这４个点展开.

１．２．２　问卷内容的设计　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调研

表,参考中国营养学会２０２２年４月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２０２２)»,膳食指南是国家实施和推动食物合理消费

及改善人群健康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公众提供

所需的营养保障,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以促

进人群整体健康和预防慢性疾病[８].再结合城市中学生

饮食习惯及湖南地区饮食特点(嗜辣,高油、高盐、腌腊食

品摄入较多),经长沙理工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位

教授的论证与多次修改,形成此次调研问卷,以确保问卷

的科学性、针对性与有效性.

１．２．３　问卷的内容构成　针对中学生食育问题,从食物

营养认知、正确饮食习惯培养与安全知识、传统饮食与礼

仪的传承、食育知识认知及态度４个维度,共３７个问题

设计问卷.

１．２．４　问卷调研方式　采用问卷星问卷调查模板,以无

记名形式在校园微信平台发放、回收.

１．２．５　问卷调研数据的统计方法　发放问卷１０８８份,回

收有效问卷１０８８份,调查数据预处理和分析主要通过

SPSS和EXCEL进行.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学生食物营养基本知识的认知

该维度下设置８个常识性问题,诸如:中国学生营养

日、人体必需营养素、以下哪类食物富含维生素/蛋白质

等.调查结果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了解“中国学生营养日”的中学生仅６０％
左右,人体必需营养素的认知也有待提高,整体上对基本

营养知识的认知程度,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相关知识掌

握程度较高.年龄与性别的群体认知差异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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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本营养知识认知

Figure１　Thecognitionofbasicnutritionknowledge

２．２　中学生饮食习惯与安全知识的认知

该维度设计了４项主要内容,分别是:① 对常见嗜好

性食品的认知;② 是否有不良的饮食习惯;③ 日常饮食

良好习惯的培养;④ 对当下食品安全状况的认知.共设

置１３个日常性问题,诸如辣条、奶茶、外卖、偏食等.调

查结果见图２、图３.

　　“对当下食品安全状况的认知”,分别调查中学生对

当前餐饮业食品安全和中国食品安全整体状况的看法,

关注人群达到９８．０％以上,其中高中女生关注度最高;在

关注食品安全的学生群体中仍有２５．０％认为中国食品安

全问题太多.说明经过近年来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努

力,加之官方媒体的正确引导,城市中学生对中国食品安

全的重视程度较高,这是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重要基础.

被调查学生中有２５％对目前食品安全状况失望,基本上

图２　不良饮食行为

Figure２　Unhealthydietarybehaviors

图３　常见嗜好性食品认知及食品安全关注度

Figure３　Thecognitionofcommontastefoodand

foodsafetyconcern

是源于非官方的科学谣言,缺乏科学、专业、客观的社会

引导产生的偏见.

　　由图３可以看出:对奶茶、辣条这类嗜好性食品,中

学生的正确认知度较高,年龄与性别间差异性不显著.

但图２显示:在实际生活中,经常性食用辣条、奶茶的学

生数量不在少数.由表２中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对于

青少年来说,尽管知道嗜好性食品(尤其是辣条)可能潜

在的健康危害,但嗜好性食品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凸

显了青少年在选择上的自控能力有限.在辣条/奶茶的

选择上,初中男生更为自律,而高中女生却明显表现出认

知程度偏低、偏爱程度偏高的趋势.这是此次调查中最

出乎意料的结果,按理说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身体的

发育,高中女生应该更为注重食品对肌肤和身材的影响,

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２．３　中学生对传统饮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

该维度涉及内容分别是:① 餐厅整理;② 厨艺锻炼;

③ 传统文化中餐桌礼仪;④ 饮食与环境的调和.前两个

内容指向中学生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劳动态度与家务劳

动技能,共设置９个日常性问题.调查结果见图４.

　　从图４可以发现:现代城市中学生对传统饮食文化中的

餐桌礼仪的认知整体状况良好,初中男生略逊;在家主动收

拾餐桌和厨房方面,高中生人群参与度明显更高,初中生仍

处于从小学生向中学生过渡阶段,家务锻炼少,疑惑是家长

不放心或不忍心导致.在有意识锻炼厨艺方面,中学生整体

上参与度不高,呈现与家务劳动同样的差异性.

表２　不同人群对嗜好性食品辣条和奶茶的偏爱行为与正确认知度

Table２　Preferencebehaviorandcorrectperceptionofdifferentflocktospicystripsandmilktea ％

嗜好性

食品

初中男

偏爱行为 正确认知度

高中男

偏爱行为 正确认知度

初中女

偏爱行为 正确认知度

高中女

偏爱行为 正确认知度

辣条 ４６．１ ９４．８ ５７．８ ９４．１ ５５．６ ９５．７ ７０．６ ９２．０

奶茶 ７２．０ ８７．５ ７８．４ ９１．３ ８６．２ ８６．６ ８９．９ 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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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传统饮食习惯与礼仪

Figure４　Traditionaldietaryhabitandetiquette

２．４　中学生食育知识认知及态度

该维度下设计了３项主要内容,分别是:① 对食育的

认知;② 食育认知的途径;③ 食育的教育内容与形式.

共设置９个日常性问题,诸如食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食

育的重要作用、对食育知识的重视程度、对食育相关活动

的重视程度等.调查结果见图５.

图５　食育知识认知及态度

Figure５　Cognitionandattitudeofdietaryeducation

knowledge

　　从图５可以明显发现:对食育知识的掌握和认知方

面,高中学生优于初中学生,初中男生对食育知识的认知

有待加强;对食育知识重视的程度与对食育知识认知程

度相对应,证明了对食育知识越是了解越是重视;大部分

中学生希望学校多开展食育相关活动,男生轻视食育活

动的明显高于女生,可能是以往参与的食育相关活动形

式过于单一、内容过于枯燥.

表３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的中学生希望能够

接受更多的食育教育,希望能获得更多关于“食”的科学

知识,掌握更多关于“食”的技能,同时希望能够了解更多

更为系统的关于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和餐桌礼仪.而

且从小接受“敬畏自然”“热爱环境”的现代城市青少年,

在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珍惜食物,以及体会食物来之不

易,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认可和明显

的积极态度.

表３　关于“食育教育应该包括的内容(多选题)”的

调研结果

Table３　Theresultsofasurveyon＂Whatshouldbe

includedinfoodeducation(multiplechoice)＂

选项 选择人数 占比/％

学习关于“食”的知识 ９８１ ９０．０

掌握关于“食”的技能 ８７５ ８０．０

传承优秀饮食文化 ９１２ ８４．０

了解其他国家的常见饮食 ６９８ ６４．０

亲自参与食物种植 ５９３ ５５．０

培养学生对自然以及食物

的尊重和敬畏之心
８４９ ７８．０

其他 ２４５ ２３．０

３　结论

青少年儿童的营养状况不仅关系个人的健康成长,

也关系着全民素质的提升[９].食育不仅是认识、了解食

物的过程,更是贯穿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相关内容,将食

育融入校园食品安全教育过程之中,不仅能够助力健康

中国建设,更可以在青少年立德、启智、健体、强美、育劳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１０].早在２０１９年初的全国两会期

间,就有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到了食育进校

园的重要性,并共同探讨了这个重要话题.

通过调查发现:

(１)城市中学生对中国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较高,表现

出青少年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对中国食品安全整体状况

大部分(７３．０％)持乐观态度,但仍有２５．０％的学生对中国

食品安全整体状况持否定与质疑态度.需要政府与食品

安全工作者进一步努力改善食品安全状况,更需要有专

业人士进行科学引导,引导学生科学、客观认识中国食品

安全近年来的巨大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

(２)城市中学生对食物基本营养知识和食品对人体

健康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尤其是对维生素、蛋白质的营

养认知都在９５％以上,更为专业的知识,如对人体必需营

养素的正确认知度也在８０％左右,进一步证明了近年来

在学校、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下,城市青少年的营养健

康方面的科学素养明显提升.

(３)城市青少年对一些嗜好性食品的健康认知整体

状况较为乐观,但在实际生活中仍有不少青少年明知其

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仍选择了购买食用.说明青少年

对正常外零食的需求较大,提醒食品科研工作者和企业

家,要加 快 研 究 开 发 出 美 味、可 口、健 康、营 养 的 零 食

产品.

(４)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中学生并未漠视家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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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餐桌、厨房清洁等日常家务),但在实践中能总是/

经常坚持参与家务劳动的仅５０．０％.这可能与课业繁重

有关,也与现代家长忽视劳动与技能实践对子女成长的

积极作用有关.

(５)在杜绝食品浪费和传统餐桌礼仪传承等方面,城

市中学生整体呈现出良好的素养和积极的态度.８４．０％
的中学生认为应该在食育过程中增加中华传统饮食文化

的传承教育,进一步证明了近年来传统文化回归教育带

来的当代青少年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增强.

(６)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解早在２００１年就设定的“中

国学生营养日”的学生仅占６０％左右;了解“食育”教育的

仅仅３９．０％.说明在青少年以及儿童教育过程中要把健

康教育与食育教育纳入幼儿园、中小学的日常教学中.

表３的数据也表明绝大部分中学生有意愿接受食育教

育,同时希望开展多种多样的食育实践活动.

食育教育承载着促进全民健康、树立节俭社会风尚、

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职责,是健康中国建设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推动食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媒体等多方协同,

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构建大食物观理念,共同

营造良好的食育政策、制度、文化环境,多角度、全方位、

深层次推动食育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促进食育工作高

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EB/OL]. (2016Ｇ10Ｇ25)[2022Ｇ10Ｇ12]. https://www. gov. cn/zhengce/

2016Ｇ10/25/content_5124174.htm.

Xinhua News Agenc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initiative[EB/OL]. (2016Ｇ10Ｇ25)[2022Ｇ10Ｇ12].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Ｇ10/25/content_5124174.htm.

[2] 新华社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EB/OL]. (2017Ｇ07Ｇ13)[2022Ｇ10Ｇ12]. https://www. gov. cn/xinwen/

2017Ｇ07/13/content_5210199.htm.

Xinhua News Agenc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national nutrition plan (2017—2030)[EB/OL]. (2017Ｇ07Ｇ13)

[ 2022Ｇ10Ｇ12 ]. https://www. gov. cn/xinwen/2017Ｇ07/13/content _

5210199.htm.

[3] 教育部办公厅 .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 2022 年“师生健

康 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的通知»[EB/OL]. (2022Ｇ02Ｇ
24)[2022Ｇ10Ｇ12]. https://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

_946/202203/t20220304_604479.html.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the notice on carrying out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on the theme of "teacher and student health in

China" in 2022 [EB/OL]. (2022Ｇ02Ｇ24)[2022Ｇ10Ｇ12]. https://www.

moe. gov. cn/srcsite/A17/moe _ 943/moe _ 946/202203/t20220304 _

604479.html.

[4] 吴敏 . 联合社会各界, 推动中国食育: 食话创始人 吴敏[J]. 食品

与机械, 2021, 37(10): 169Ｇ170.

WU M. Unite all walks of life to promote Chinese food education:

Wu Min, founder of food talk[J]. Food & Machinery, 2021, 37(10):

169Ｇ170.

[5] 苏佳 . 日本食育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对中国推行食育行动的

启示[J]. 食品与机械, 2021, 37(10): 171Ｇ175.

SU J. Theoretical system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food education and their enlightenments for relative implementation

in China[J]. Food & Machinery, 2021, 37(10): 171Ｇ175.

[6] 张坤 . 2022 中国(江西)食育高峰论坛在南昌举办[N]. 中国食品

安全报, 2022Ｇ11Ｇ29(A01).

ZHANG K. The 2022 China (Jiangxi) food education summit

forum was held in Nanchang[N]. China Food Safety News, 2022Ｇ11Ｇ
29(A01).

[7] 陈迪, 冯梅 . “食育”与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关系探析 [J]. 食品

与机械, 2021, 37(10): 185Ｇ188, 221.

CHEN D, FENG 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s and labor education[J].

Food & Machinery, 2021, 37(10): 185Ｇ188, 221.

[8] 杨月欣, 田粟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帮您把吃吃喝喝这些

事搞得明明白白[J]. 中国食品工业, 2022(9): 42Ｇ44.

YANG Y X, TIAN S. "Dietary guide for Chinese residents 2022"

helps you understand wine and dine[J]. China Food Industry, 2022

(9): 42Ｇ44.

[9] 郭静洁 . 新时代学校体育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开展路径研

究[J]. 青少年体育, 2021(5): 89Ｇ90.

GUO J J. Research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aths of physical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the new era[J]. Youth Sport, 2021(5):

89Ｇ90.

[10] 武倩, 王富兰, 刘正淑, 等 . 健康素养视角下中小学开展健康

教育课程 SWOT 分析 [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21, 35(8):

71Ｇ73.

WU Q, WANG F L, LIU Z S, et al. A SWOT analysis of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literacy [J]. Chinese Primary Health Care,

2021, 35(8): 71Ｇ73.

５５１

|Vol．３８,No．１２ 王秋云:城市中学生食育教育状况调研结果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