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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懂了。”上了车以后，孩子趴过去，拍了一下司机，说：“哥

哥，其实你挺帅的。”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司机绅士地打开车门，

非常认真地含着泪对这位妈妈说：“小姐，我想给你免单。”“为

什么呢？”妈妈疑惑地问。“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问我的妈

妈我们为什么这么黑，妈妈告诉我，我们是黑人，我们注定低人

一等。如果在那时妈妈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也许我的

价值感将大不一样。妈妈的尊重、支持也让孩子学会了尊重，反

之则会影响一生。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都值得被尊重。

其次，理解儿童。威廉·Ａ . 科萨罗的阐释性再构论告诉我们，

儿童是发展的“主体”而非“客体”。儿童有自己的世界和文化，

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有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有自己的符号和表

达方式，用最适宜的方式让自己初步感知、理解成人的符号世界。

也许可以把“你过来把画赶紧画了，磨磨唧唧。”换成“请问你

现在有空吗？可以开始创作吗？”也许可以把“几次了还不会，

画得乱七八糟”换成“方便跟老师分享你的画吗？”也许可以把“每

个人都是有审美的，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换成更具体化的表达，

反复把玩我们自己的行为举止，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想办法了解他

的想法，理解儿童，从而促进其参与活动，进行美的体验。

（二）实践层面：身体力行

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我认为对于国家来说，保障参与权的有

效性、具体性是第一要务。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增设并完善现有

法律，同时组织专业人员广泛的调查、收集并重视儿童的意见，

将儿童建议纳入立法，或者吸纳儿童参与立法进程，身体力行，

真正做到法律意义上的儿童参与，实现儿童参与权的系统化和规

范化。对于社会来说，增设渠道，扩充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儿童参与的重要性是必要的。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应加强合作，

开创监管儿童参与平台，如由儿童自己全权负责的儿童杂志报刊、

网络平台等，强制要求学校、社区开放儿童参与渠道，同时要做

好持续地监督和后续评审工作。最后，对儿童影响最大的成人就

是教师和父母了。教师应创设包含问题的情境，结合幼儿的发展

状况，可以真正影响到幼儿的情境，比如从幼儿平时的对话中找

到突破口，提供可供改造的材料及解读，引起幼儿的主动关注，

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让幼儿可以深度学习。同时扩大空间，不

仅是实地空间，更涵盖精神空间，给幼儿更广阔的天地，多给予

幼儿参与的机会，比如通过持续更新易改变的活动材料等。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会孩子的可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

为人处世，行为方式等等价值内涵。父母在生活中可以更多的给

幼儿空间，让幼儿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如果幼儿不太理解，

可以多花一些时间让其明白，再让其决定是否参与，这是成长创

造的必经过程，但一定是从机会开始。

—直以来，我国奉行着家庭中父母权威至上，学校里谨记师

道尊严等传统观念，民主更多时候被认为是西方思想，因此在很

大程度上这些落后的传统思想束缚和阻碍了儿童参与权的实现。

笔者坚信，我国具备儿童权利实施的土壤，儿童参与虽然很难保障，

但却具有本土化的现实需要。民主文化环境的创造以意识的觉醒

为前提，以具体行动为基础，只要上下齐心，儿童的参与权将不

再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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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之处见真章
——传统餐饮文化与核心素养的有机融合

张金桥

（象山县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大目湾实验学校，浙江 宁波 315700）

摘要：一直以来，小学德育教学都旨在让学生能够在日常的

生活中体会到思想品德行为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改变。想要让学

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出改变，我们就必须要在德育教育当中渗

透行为习惯的教育，而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有细节，传统餐饮文

化包含了许多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人的礼仪要求。在今天我们将传

统餐饮文化的内容与德育教学进行有机融合，能够让学生在生活

的细节中体会到道德观念对于自身的重要作用。本文中笔者就自

身的教学经验来谈一谈如何通过传统餐饮文化的相关知识对小学

生进行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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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德育教育当中，如何让学生们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细

节训练入手，让学生能够在自己成长的阶段中真正的与生活同步

进行德育学习，一直是我们在教学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德育

教育是通过教学的引导，平时环境的塑造以及相应细节的训练让

学生将德育的观念逐渐内化为一种稳定的自身行为，使学生形成

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想要真正让学生理解这样的道德观念，就

必须要让学生将自己在课堂中所学习的知识与生活中的经验联系

起来，并且得到及时的反馈，这样才能够解决我们一直孜孜以求

的教育目标。

一、传统餐饮文化与小学德育之间的关系

（一）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国历史久远，而参与文化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更是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不同地域历朝历代都有着自己

独具特色的餐饮文化和餐饮习俗，这些内容都与我们的祖祖辈辈

所生活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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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今天我们进入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餐饮文化也逐

渐由过去的传统，与当下的现代社会巧妙结合，形成了一种与

现代社会发展相得益彰，同时也能够体现中华文明传统样貌的

餐饮文化。

在今天的传统餐饮文化习惯当中，最能够直接体现的就是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学生要注意，不

能拿着筷子指别人，这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再比如说当家族聚

餐时，如果长辈还没有动筷子，那么晚辈是不可以先吃东西的，

这是一种长幼的顺序，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传统。

通过这种内容的教育，其实就让学生十分深刻地了解了在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构成的，同时通过

怎样的一种方式能够体现对他人的尊重，这就是我们在德育教育

当中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

（二）通过实际行为让学生了解德育知识的作用

在德育教育当中，我们还十分强调让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来获

得周遭环境的反馈，这样能够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德育知识在实践

当中的重要作用。而餐饮文化和餐饮行为就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事情，在这种日常的行为当中，我们能够让德

育做到真正的润物细无声。从小到每天的一日三餐，大到平时的

家族聚会和班级同学聚会，上到面对师长，下到面对同龄的朋友

与同学，学生都应该了解到在饮食过程当中应该如何表达对他人

的尊重，如何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举例来说，学生要了解到当餐桌上做着不同身份的人的时候，

自己应该做出的反应也是不相同的。比如如果与自己的长辈坐在

一块时，那么如果长辈要夹菜，自己是不能够同时去伸筷子夹菜的，

如果长辈的杯子空了，那么自己应该主动去倒水。与自己的平辈

朋友或同学一起吃饭时，如果是自己请客那么也要主动照顾餐桌

上的其他人，如果是别人请客，那么当其他人照顾自己时，也应

该及时说谢谢。这样的行为在平时的吃饭餐饮过程当中，能够及

时地让周围的人给予反馈。比如长辈会夸赞学生懂事，同学们也

会因此而喜欢与自己相处。在这样的餐饮氛围当中，学生将逐渐

找到自己在人群当中的定位，并且及时地获得他人对于自己行为

的反馈，感受到自己良好行为为整个环境做出的改变，从而更加

体会到良好的餐饮文化和德育教育对自己的影响。

二、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传统餐饮文化行为的策略

（一）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生活经验

德育教育与其他的学科稍有不同。德育教育的学科教学内容

主要是与学生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因此在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生活经验，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教学有的放矢。

举例来说，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让学生理解一些餐桌的

基本礼仪，就需要联系学生在平时生活当中所有过的经验。比

如我们让学生回想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否有过夹菜时，把整个盘

子中的菜搅得十分混乱；自己去餐厅吃饭时，是否有见过其他

桌上的顾客说话声音很大，打扰了其他顾客的餐饮体验；自己

在吃饭时是否见过别人在咀嚼时张着嘴，让别人在感官上感觉

十分不好。我们让学生回想这些情境，然后再让学生自己谈一谈，

应该如何去避免这些行为，同时应该怎样改正才是尊重其他人

的表现。对于生活中的场景，学生多多少少都会有经验，这样

能够激发学生生活经验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到课

堂的讨论和学习中来，从而让学生真正融入到关于餐饮文化礼

仪的学习当中。

（二）小组合作学习，课堂中模拟实践

虽然吃饭是学生每天都要做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简单的在课堂当中进行理论的讲解，就可以让学生真正学会传统

餐饮文化当中的细节。在教学当中，我们仍然需要通过课堂中的

模拟实践，让学生通过实际的行为真正感受到这些餐饮文化的使

用方式。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应该在课堂中为学生搭建一个模

拟实践的平台，当每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束以后，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合作去模拟一个餐桌的环境。

举例来说，当我们学习过家庭聚餐的餐桌礼仪之后，我们

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模拟这个环境。在小组当中每一

个人扮演家庭中的不同角色，有人是长辈，有人是晚辈。然后

每一个人在餐桌当中都表现出自己的角色，应该具有的餐桌礼

仪。当一轮表演结束以后，大家的角色可以互换，让大家都可

以体会到餐桌礼仪的实际运用方式。同时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向

学生介绍一些古代的餐桌礼仪，然后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

色，去体会古代餐桌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方法可

以让我们的教学更加具有趣味性，让学生也更有兴趣去了解不

同时期的餐饮文化。

（三）班级集体分享，让学生感受德育的作用

在教学当中我们十分强调，学习的反馈对于学生的作用，因

此在每一次的教学结束以后，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应该组织一次

班级中的集体分享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谈一谈，自己在生活当中

使用了餐饮礼仪之后所得到的反馈效果。

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学生可以真实地去回馈自己在生活

当中所接受到的反馈，另一方面也可以听取其他同学的经验，在

其他同学的描述过程当中取长补短，进一步优化自己的德育认知

体系，从而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进步。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天的小学德育教育当中，我们应该更多地

关注学生生活当中的日常行为，让学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应对

生活当中的具体情境。餐饮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十分久远

的历史，同时它也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让学生了解更

多的传统餐饮文化，感受更多的餐饮礼仪，学会在餐桌上与他

人更好地相处，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德育教育的作

用，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继续传承中华

文明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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