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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围绕 日 本«食 育 基 本 法»的 理 念、经 验 展 开 分

析,并得出日本“食 育”推 行 经 验:注 重 以 法 律 为 手 段 赋

义、赋责;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主体合作体系;实施全方

位“食育”推进路径以及强调“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的动态

性.为发挥“食育”在 改 善 中 国 儿 童 饮 食 方 面 的 教 育 价

值,可以借鉴:注重“食育”法律的配套衔接;建立健全政

府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化施育

模式以及对儿童的饮食状况进行长期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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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searchfocusesontheconceptionandexperience

ofthe Basic Law of Food Educationin Japan,analyzesits

conception,anddrawstheexperienceoftheimplementationof

＂foodeducation＂ in Japan:Focusing on giving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by means of law; Building a multiＧsubject

cooperationsystem undertheleadership ofthegovernment;

ImplementinganallＧround＂foodeducation＂promotionpathand

emphasizingthedynamicnatureofthe＂foodeducationpromotion

basicplan＂arethepracticalexperienceof＂foodeducation＂ofthe

law．Inordertogiveplaytotheeducationalvalueof＂food

breeding＂inimprovingthedietofChinesechildren,wecanlearn

fromthefollowingaspects:Payattentiontothe matchingof

＂food breeding＂ laws; Establish and improve government

managementsystemsand mechanisms;Establishatrinityof

family,schoolandsocietyeducationmodelandcarryoutalongＧ

termfollowＧupsurveyofchildren＇sdietary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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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食”安全,促进民众对健康饮食的思考,日本

于２００５年颁布了«食育基本法»[１].«食育基本法»有效

改善了日本儿童的“食育”实践问题,该法的颁布标志“食
育”正式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根据«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状况报告(２０２０年)»数据[２]显示,中国城乡各年

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继续上升,其中６岁以下儿童超重

率和肥胖率分别为１９％和１０．４％.而且,中国６~１７岁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高达１９．０％[３].日本作为世界上

“食育”体系建立最为完备的国家,虽然中国有部分学者

关注到了日本在“食育”上采取的措施,但对于其重要法

律———«食育基本法»的探讨不足.因此,研究拟对日本

«食育基本法»的理念、经验进行分析,借鉴日本成熟的

“食育”经验,探索可推广模式,旨在为儿童普及营养健康

知识、培养良好饮食习惯,使其从小爱上自然食物,继承

和发扬传 统 饮 食 文 化,学 会 科 学 择 食,合 理 膳 食 提 供

依据.

１　«食育基本法»的理念

１．１　启发国民对“食”的思考,实现健康饮食生活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２００４年)«国民健康营养调

查»[４]显示:男性中各年龄组肥胖人数相较于 １０ 年前

(１９９４年)有所增加,其中３０岁以上的男性大约有３０％表

现为肥胖,大概有２０％的２０多岁女性体重偏低,４０岁以

上的男性和女性患代谢综合征(内脏脂肪综合征)的可能

性高,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血脂、血压或血糖风险的男性

和女性比例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当下的日本饮食问题

正面临诸多挑战[５].面对民众肥胖率上升、体重偏低以

及各类综合疾病风险上升的危急情况,日本政府立即对

“食育”进行了立法并将其定位为智育、德育、体育的基

础,旨在通过法律的形式提高国民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启
发其对“食”的思考,实现健康饮食生活.

１．２　加深国民对自然、食物制作人员的感激之情

«食育基本法»第３条提出:“在推进饮食教育方面,
应使国民的饮食习惯以自然之利为基础加深国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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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相关人员的感恩和理解之情.”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

进,社会产业结构发生改变,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食物

外化进程明显加速,使得国民直接参与食物加工的机会

逐渐减少,渐而拉大了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很难意识到

有价值的粮食生产是来源于有限的土地和水等大自然资

源的馈赠以及美味的食物是来自其提供者背后的努力和

艰辛,久而久之导致自身与世界相通的珍惜粮食精神变

得淡薄,并逐渐趋于消退.面对国内食物浪费率高的困

境,日本秉持“吃的行为不仅是对动植物生命的继承,同
时也是对食物制作者劳动成果的肯定”的理念,以政府为

主体连同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制定、实施与监测的个人

或者团体共同施策以增进国民消费者与生产者、食物制

作者以及大自然的直接联系,以此来帮助国民获得与身

心健康直接相关的知识,加深对自然以及食物制作者的

感恩和理解之情.

１．３　构筑“食”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日本国内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如雪山印事件、BSE
事件以及出血性的大肠杆菌 O１５７事件使得民众对于食

品安全的担忧逐渐加重.为发挥“食育”在确保食品安全

方面的作用,«食育基本法»第８条提出:“鉴于食品安全

是健康饮食的基础,应在国际合作中积极开展营养教

育就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广泛食品相关问题提供信

息和交流意见.”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较少的直接关联互动可能会催生国民对公共食品安全事

件更多的担忧,削弱其对食品生产者的信赖度.因此,日
本在推进“食育”的过程中强调社区、家庭、学校以及托儿

所与农林渔业、食品从事企业等相关利益者进行多方面

的合作,以便广大国民直接参与到食品生产、流通、消费

的流程中,对食品安全进行全面监督.同时,政府还积极

与国际开展有关饮食教育方面的合作并为海内外的日本

人建立“食育”数据库,精准把握国民有关饮食方面的意

见,及时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借以增强消费者和食物

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和信赖.

１．４　继承和发展传统饮食文化,提高食物自给率

二战前,日本麦类农产品尚可基本自给,战后,美国

通过“剩余农产品处理法”(PL４８０),将其国内剩余大豆、
小麦等农产品对日出口.大量从国外进口食物使得本国

粮食自给率大幅降低,进而导致日本食物自给率仅为

３９％(截止２００６年底),１３年来首次跌破４０％[６].从农产

品自给率的长期发展变化来看,日本未来的粮食生产和

消费结构会在一定时间内呈持续下降趋势.因此,«食育

基本法»第７条为应对未来粮食自给率发展趋势作出如

下规定:“饮食教育要以日本优良的传统饮食文化、地域

特色的饮食习惯、与环境相协调的食品生产、消费和本国

的食品需求为重点,加深公众对供给状况的了解并促进

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为振兴农林渔业和提高日本

粮食自给率做出贡献.”日本政府敏锐地意识到食物自给

自足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性,故而强调

国内饮食发展与环境和谐相处,兼顾农林渔业的可持续

性发展,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构建日式饮食,最大限度保

护本土食物生产与消费,避免一味地追求数量上的扩张

使得本土食物自给率降低而不得不依靠国外进口,最终

导致本国食物陷入桎梏之中.

２　«食育基本法»的经验

２．１　注重以法律为手段赋义、赋责

为使“食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推进,«食育基本

法»清晰地表明社会不同团体在该运动中应当承担的义

务与职责.其中,第９条对国家在“食育”中应承担的职

责做出如下规定:“国家有责任全面系统地制定和实施促

进营养教育的措施.”第１０条将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规

定为:“地方政府负责根据所在地区的特点制定和实施自

愿性措施,同时根据基本原则与国家政府协调推进饮食

教育.”第１１条表明,教育工作人员有义务抓住每一个教

育机会推动饮食教育,增强公众对食物的兴趣和理解;农
林水产等相关者需提供各种体验机会,让公众了解大自

然并积极地与教育工作者开展饮食教育活动.第１２条

将食品相关企业的职责划分为:“应当按照基本原则开展

经营活动,自觉主动地推进食育,努力配合国家或地方自

治体实施的食育推进措施及其他与食育推进有关的活

动.”针对国民的义务,该法在第１３条提出:“国民应根据

家庭、学校、托儿所、社区和其他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原

则,努力实现终生健康饮食,并为促进饮食教育做出贡

献.”最后,第１４条和１５条则强调政府应采取必要的法律

或财政等措施推进“食育”运动且每年必须向国会提交一

份“食育”推进报告.

２．２　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主体合作体系

日本的“食育”推进体系为:政府主导,社会多主体共

同参与.在«食育基本法»颁布之前,日本采取的“食育”

推进措施是比较零散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层面,各利

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有所欠缺.该法颁布后,日本形成了

以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为主的两条“食育”推进路线(见
图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食育”运动.

在国家层面设立“食育推进委员会”,会长由内阁总

理大臣担任,设总务１名,委员包括“食育大臣”、相关阁

僚和“食育”领域的专家[８].由“食育推进委员会”制定

“食育推进基本计划”,再提交给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

和农林水产省等内阁部门实施.其中,食品安全委员会

负责宣传食品安全基础知识,提高国民对食品安全的理

解;文部科学省的职责为促进在校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督促学校建立妥善的“食育”制度,传承特色文化;
厚生劳动省负责推广国民健康强化运动、母婴保健运动、
确保食品安全运动;农林水产省监督国内生产与海外进

口的各种食品[９].地方公共团体则需要有效利用地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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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本食育推进体制[７]

Figure１　Japanesefoodeducationimplementationsystem

色制定与推进“食育”相关计划并向公众立即进行汇总和

公布有关要点.

　　«食育基本法»除了强调政府进行上层的“食育”制度

整体规划,对于社会各个主体针对“食育”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谁来做”“为什么做”也给出了明确定位,目的

在于建立健全一套政府主导下的多主体“食育”推行体

系,详见表１.

　　具体来说,内阁府负责“食育”目标和战略的整体推

进,由文部科学省等部门连携地方公共团体、教育者、食
品业务从事者制定“食育推进基本计划”,支援各类与饮

食教育有关的活动,研究和调查“食育”现状并收集数据

和发布信息;企业、消费者团体、自治体和电视广播、网
站等机构负责收集、发布、宣传和提供食品相关信息,形
成“食育”推行模型;为促进食品文化的传播和有关活动

进行,学校保育所内的营养师、厨师等工作人员需要与

医疗机构、学校给食单位共同指导和设计菜单并提供营

养健康知识,以此改善儿童生活方式;社区以开展志愿者

活动和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动为抓手,通过创建关

心食材的环境来进行专业知识人力资源训练,从而提升

食物自给率,推进本土食料的地产地消;家庭方面则以交

流为媒介围绕饮食礼仪、营养均衡以及适中的进餐节奏

等内容帮助家人获得饮食平衡知识,习得理想的饮食习

惯和知识实践.

２．３　实施全方位的“食育”推进路径

对于“食育”的整体推进应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食
育基本法»第３章“基本的施策”给出了相应建议,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食育基本法»提出的实施策略极大地

推动了“食育”在日本社会中的进程.当然,“食育”推进

表１　社会利益主体的角色分工[１０]

Table１　Roledivisionofsocialinterestactors

主体 工作内容 如何推进 机构 主体 目标

内阁府

数据 管 理;同 类 型

问题的年度连续调

查;信息发布

食育推进基本计划

的制定;各类活动的

支援;研究调查

国家,地方公共团体,

教育 者,食 品 业 务 从

事者

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

省,农 林 水 产 省,相 关

部门

推 进 食 育 的 目 标 和

战略

企业
食 品 相 关 信 息 收

集、发布、宣传

食品安全性信息的

提供

电视  广 播,食 品 相

关企业,网站等

企业,自 治 体,消 费 者

团体
形成食育推行模型

学校保

育所

促进食品文化的传

播和培养活动等

菜单、营养等健康知

识的提供
医疗机构,学校给食

营养师,专业厨师,保育

所,学校给食负责人

改善 生 活 方 式;指 导

和设计

社区
专业知识人力资源

训练

创 建 关 心 食 材 的

环境

志愿 者 活 动;消 费 者

和生产人员的互动
商店街

提升 食 料 自 给 率;推

进食料的地产地消

家庭 获取食事平衡知识
食事礼仪,共食,营

养均衡,饮食节奏
交流 家人

为了获得理想的饮食

习惯和知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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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仍离不开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该法强调各都道府在

确保所在地区利益相关者开展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根据地

区特点高效地开展“食育”推进工作,通过收集公众的

“食”信息,建立针对性的策略,用简单化的方式使得更多

国民对“食育”产生兴趣;各级政府观测实时动态数据以

了解“食育”推行状况,及时评估效果并向国家及国民公

布结果,针对不足之处及时征求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审查、改进;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加强部委之间的

合作以 及 判 断 公 共 和 私 营 部 门 之 间 的 角 色 和 成 本 负

担[１２],以便于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有限预算,集中选择最

佳“食育”实施路径,消除重复措施.此外,«食育基本法»
还强调在制定“食育”实施策略时要合理分配“食育”推进

过程中的各个主体间的利益,充分考虑各个团体的创造

性和背后付出的努力,实施奖励制度使其能够自主自愿

地参与到“食育”建设之中.

２．４　强调“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的动态性

«食育基本法»规定要在国家层面设置“食育推进委

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制定全面系统的“食育推进基本

计划”.委员会成员以５年为时间段,结合实际考察每一

阶段的主要“食育”矛盾,对目标进行不断地调整、完善.
以第４次推进计划为例,委员会针对“食育”的部分当前

值(令和２年度:２０２０年)进行上调,设定了在令和７年度

(２０２５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值,比如:对饮食教育感兴趣的

人数由８３．２％提升到９０％以上,与家人一起吃早餐或者

晚餐次数由每周９．６回提升到每周１１回,平均每日蔬菜

摄入量２８０．５g调整到３５０g等[１３].该计划每５年进行

一次,至今日本已进行４次“食育推进基本计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为日本第一期“食育推进基本计划”,
该时期的饮食状况已经到了危险地步,人们难以实现健

康生活.基于此,日本政府把饮食教育定位为一切的基

础,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推动日本食品重建,将其视为生活

结构改革的一部分.故而,第１次“食育推进基本计划”
围绕着“促进国民身心健康,增强对食物的感恩理解,开
展食育推进运动,促进父母、教育者在儿童饮食教育中的

作用,食物体验和推广,贡献传统饮食文化、振兴乡村,提
高食物自给率以及加大饮食教育在食品安全保障等方面

的作用”为基本方针开展[１２].

２０１１年,日 本 进 行 第 ２ 次 “食 育 推 进 基 本 计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该阶段的“食育”已经取得一定效果,越
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对抗内脏脂肪综合征(代谢综合

征)队伍之中,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的“食育”也在稳步进

行.但是由于生活紊乱而导致糖尿病等生活疾病的人数

表２　食育的基本施策[１１]

Table２　Basicstrategiesforfoodeducation

法条 施策内容 推进策略

第１９条 促进家庭饮食教育
加深家长和儿童对食物的兴趣和了解;加强对孕妇或包括婴儿在内的营

养指导,促进家庭饮食教育

第２０条
在学 校、托 儿 所 等 推 进 饮 食

教育

托儿所等支持学校午餐;设置适合饮食教育指导的教职员工;提高领导

层对饮食教育的认识;建立其他饮食教育指导系统;在农场进行的实践

培训等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进行;食物的烹饪、垃圾的回收利用应采取各

种实践活动,促进儿童对食物的认识;大力宣传过度瘦身或肥胖对身心

健康的影响

第２１条 改善地区饮食习惯

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促进本地区营养、消费等有关饮食习惯的改

善;预防生活习惯病,培养健康饮食习惯;促进专门知识人才的资格认

定;加强对医学饮食教育的指导;支持食品相关企业开展食品教育宣传

活动

第２２条 开展饮食教育宣传活动
开展有关促进饮食教育的宣传和启蒙活动,使相关各方能够交流信息和

意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推进饮食教育时要注重加强与志愿者的合作

第２３条

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交流,振 兴 与 环 境 协 调 的 农

业、林业和渔业等

确保食品安全,促进食品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强公众对食品的了解和兴

趣,使其与环境和谐相处

第２４条 支持饮食文化传承活动
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提高对传统活动和习俗的认识,继承日本优秀饮

食文化:例如与传统活动和礼仪相关的饮食文化,地区特色饮食文化

第２５条

食品安全、营养等饮食习惯的

调查、研究、信息提供和促进

国际交流

调查研究消费状况、厨余产生及其回收利用情况;收集、整理和提供各种

必要信息,建立数据库;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在海外收集食品安全、营养等

饮食习惯信息;与饮食教育研究人员进行国际交流并推进有关活动和采

取其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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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儿童不吃早餐、“孤食”、老年人缺乏营养管理

等问题都亟需解决.故,此次“食育推进基本计划”提出

３个重点问题:① 按生命发展阶段持续推进“食育”,从儿

童到成人再到老人,建设“终身饮食教育社会”;② 推进有

助于预防和改善生活习惯病的饮食教育;③ 通过在家一

起吃饭来促进儿童的饮食教育[１４].

２０１６年,内阁府在第１、２次“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的
基础上,总结当前国内“食育”存在的问题有:① 年轻一代

与其他几代人相比,不吃早餐的比例很高,营养均衡的人

很少;② 随着家庭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对包括老人、单亲

家庭和贫困儿童在内的单人家庭的支持成为一个重要问

题;③ 国民对海外的食物依赖变高,产生大量的食物浪

费,对环境造成了负担;④ 传承饮食文化在当下是一个急

迫的事宜.基于以上问题,日本开始实施第３次“食育推

进基本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１５],针对饮食教育提出了５个

优先重点主题:① 以年轻一代为中心;② 与日常生活相

适应;③ 实施有助于延长健康寿命的食品教育;④ 加强

食品循环、提高国民对环境的认识;⑤ 继承饮食文化.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日常生活”和实现对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的承诺,２０２１年３月,在食品教育促

进会议上,第４次“食育推进基本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提
出３个优先主题:① 促进支持终身身心健康的饮食教育,
延长健康的预期寿命,创造自然健康的饮食环境;② 从社

会、环境、文化视角推进可持续的饮食教育,包括食物与

环境的和谐(环境圈)、深化与支持农业、林业和渔村各种

行为者的联系(人的圈子)和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③ 推进与“新日常生活”和数字化对应的饮食教育,
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来提高人们对食物的认识.

３　对中国推进“食育”的启示

３．１　注重“食育”的法律配套衔接

中国正处于完善法律体系阶段,为实现«健康中国行

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目标[１６],应该像日本一样重视“食
育”立法[１７],组织教育界和食物营养领域的专家建立“食
育”研究委员会,编订符合中国发展现状的“食育”法律,
由国家层面做好“食育”政策的顶层设计,合理分配社会

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方义务与

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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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不断完善“食育”基础

研究和法治建设,做好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与终结

的政策系统运行各个环节.另外,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
存在和发展往往受到一般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影响,这要

求制定政策时应该持系统性观点并加以分析其可行性,
充分结合公共政策系统中的经济目标取向、政治结构、文
化等因素,联系实际建立中国“食育”法律配套衔接体系.

３．２　建立健全政府管理体制机制

２０２２年,中 国 营 养 学 会 发 布 «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２０２２)»,提出“东方健康膳食模式”概念[１９].该膳食模式

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主体进行长期管理的事业,其背后

必定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因此,为促进“食育”的推行,实
现儿童饮食行为的安全化、科学化和文明化的目标[２０],应
该理顺各级政府在“食育”人才管理、监督保障等方面的

责任,完善各部门的职责,采取多管齐下的工作机制,借
鉴日本文部科学省在“食育推进基本计划”中提出的“上
层价值定向—中层支持建设—下层教学实施”理念[２１],从
而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

(１)保障人才队伍供给.当前,河南省开展了１００所

幼儿园“食育”试点工作,河南省教育厅分批为试点幼儿

园的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培训,使教师们具有开展“食
育”实践和研究能力[２２];深圳市则启动了青少“食育”工程

帮助青少年儿童掌握系统化、标准化的食品安全知识和

营养健康知识[２３].但是,“食育”在中国学校中的整体推

行力度还是比较弱,政府应充分发挥正在践行“食育”理
念试点幼儿园的价值,建立以点带面人才交流制度,逐一

在各地区幼儿园乃至其他层级的学校开展试点工作,探
索实施“食育”的工作方式、方法[２４],加强对“食育”推广过

程中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资格认定,将“食育”人才作为急

需人员纳入培养体系,联合高职院校、企业启动人才培训

计划,积极开展面向重点人群的饮食研究,尽快制定符合

“食育”专业人才队伍的待遇保障机制,加大对优秀人才

的奖励,建立薪资、职称评比等制度,通过社会保障机制

为人才的生活保障兜底,以法赋权、以法赋利,在实践中

总结出符合国情的“食育”工作模式,避免日后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食育”时走弯路.
(２)监督、保障社会团体利益.政府大力支援各种志

愿者活动,对于在“食育”方面贡献较大的民间组织或者

个人及时给予表彰,建立与各组织之间的合作制度并提

供有益于食品教育宣传活动的信息.由政府层面组建专

家全面贯彻实施“食育”的重大决策,掌握“食育”推行过

程中各个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寻求主体间利益契合点,
建设相关配套设施,提高主体素质和政策认同感,完善决

策机制和监督制度,强化各主体责任.
(３)宣传、推动饮食教育.“食育”整体推进的前提是

被儿童所知晓其为何,因此,政府应开展有关促进“食育”
的宣传和启蒙活动,有效促进食品企业、营养机构和社会

各团体之间的互动,使相关各方能够交流信息和意见以

增强儿童对食品的了解和兴趣,从而推动饮食教育在儿

童生活中的进展.此外,为传承传统饮食文化,政府还应

支持饮食文化传承活动,提高儿童对传统饮食文化、习俗

的了解和兴趣.

３．３　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位一体化

食物的生产、流通和最终被儿童消费是一个彼此相

关联的环,其中离不开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多方主体的合

作.对于«食育基本法»中构建的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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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分工的“食育”全方位实施策略,日本社会各界给予

了积极回应,共同为完善家庭饮食结构,强化学校“食育”
指导做出了努力.当前,为加大“食育”在中国的整体推

进以优化儿童的饮食教育,应该围绕着家庭、学校以及社

会实施全方面的“食育”推行模式.
(１)加大对家庭饮食教育的指导.不同喂养方式会

影响幼儿食物摄入的种类、摄入量以及体重[２５].也有研

究[２６－２７]表明,消极的家庭养育方式影响儿童进食水果、
果汁和蔬菜的量,父母创设一个积极、支持性的饮食环境

能够帮助孩子习得健康的饮食行为和态度.因此,从现

实来看,家庭作为儿童生活的主要场所,为了加深儿童对

营养均衡的认识,让全家人吃得健康,有必要推动对儿童

的监护人或者对其饮食影响较大的重要他人的饮食教

育,采取发放“食育”指导手册、加强孕妇的营养指导、举
办专题讲座、亲子饮食运动会等措施以促进食品教育的

传播和启蒙,提高儿童身边重要他人对健康饮食的重视,
树立科学的饮食教育观,促使他们为儿童的健康饮食做

出努力.
(２)提高学校饮食教育的质量.学校作为实施“食

育”的主要场所,首先,应该借鉴日本在学校建立营养师

制度的做法,推进营养师指导学校厨师、保育员、给食负

责人、科任教师以及家长共同为儿童创设适宜的饮食环

境以促进传统食品文化传播、生活方式改善的系统性努

力;其次,积极加强校餐的“活”利用,增强菜单的设计将

饮食教育纳入其中;再次,在各学科、课外活动和教学计

划当中融入饮食营养、良好用餐习惯、传统饮食文化以及

对自然、食物制作者感激之情等内容,以丰富多样的学校

教育活动强化对儿童的“食育”指导;最后,为加深儿童对

理想饮食习惯和食物生产的兴趣和理解,学校领导层应

当提高对“食育”实践的重视,增强饮食教育进教室、融课

堂的指导设计.
(３)创新社会多主体合作媒介.在互联网时代,人们

理应利用 VR、互联网等新数字媒体技术为社会不同的工

作者、教育者乃至各个国家地区之间搭建实际可行的沟

通平台,发展应对数字化转型的非接触式“食育”,充分利

用线上＋线下方式实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提出的完善食品标签体系等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目

标[２８],积极推进企业为儿童提供更多接触食品的体验机

会,联合多部门、多团体、多组织围绕“食育日”和“食育

月”大力宣传以食物营养为代表的饮食信息,同时推动医

疗业与营养业合作,将医食结合的理念深入学校和家庭,
指导儿童及其监护人、重要他人的饮食教育.

３．４　长期追踪调查儿童饮食状况

日本“食育推进基本计划”从２００６年一直进行至今,
该计划围绕国民不同阶段饮食问题开展了５年为一期的

跟踪调查,而后利用追踪收集到的客观数据有效地揭示

该国人在饮食教育上的真问题.未来中国儿童“食育”的

推进工作也应该建立在对食品安全、营养等饮食信息的

长期追踪调查基础之上,依据客观数据实施饮食基础调

查和研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纳入向公众

开放的共享数据库,针对数据反映的问题及时与国际交

流并推进有关活动和采取其他必要干预措施,为科学推

进儿童“食育”提供证据支持.

４　结束语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儿童饮食问题正面临

着食物外化、孤食、费食、挑食等现实困境.因此,为了让

中国儿童吃出健康,有必要借鉴日本«食育基本法»中所

采取的食育推广经验.当然,与日本丰富的食育实践经

验比较,中国的政策支持、社会保障、学校课程开设、家庭

支持、社会各团体参与、专职人才储备等方面都与日本存

在一定现实差距.接下来,中国应当发挥地大物博、丰盈

的饮食文化、社会分工程度高等优势,取长补短,在实践

中形成贴切中国儿童身体素质发展现状的食育经验.如

此,方能培养一个健康的新时代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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