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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内地西藏班融入本地饮食文化促进德育工作为例

李健琼

（广东省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广东 佛山 528322）

摘要：西藏孩子年少离家到广东求学，饮食方面诸多不应，本文以西藏学生如何通过各种的活动融入本地饮食文化，以促进学校德

育工作，以达到育人目的；并以此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对推进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我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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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了加快培养优秀少数民族人才，

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

国家开设在全国各地选择一些城市设立内地 西藏班，这一项重要

战略举措，对推进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我国各民族的

紧密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西藏孩子从几

千公里远的雪域高原来到顺德求学，最小的孩子年仅 11 岁，由于

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差异，孩子们在生活和学习上有

诸多不适。孩子们远离家乡和父母，免不了有思乡思亲之情。尤

其对于高标准的教育要求，孩子们短时间内难以接受。有不少孩

子因此产生情绪上的问题，只有及时疏导才能实现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的目标，完成党交给的立德树人的任务。怎样稳定学生

思乡情绪，使孩子们早日融入本地文化，健康快乐成长？本文从

饮食角度探究西藏学生如何通过融入本地饮食文化促进德育工作，

以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

一、饮食文化差异成因

（一）地域差异

俗语说：“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天。”我国地大物博，不

仅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就是人们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异，

西藏孩子因与本地人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存在不同，加之气候

地理环境不同，饮食习惯上当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西藏孩

子们喜欢吃辣、浓、咸、香的食物，口味上偏向四川口味的菜肴；

而这样的饮食习惯在广东就很容易上火。广东因气候炎热，当地

人较喜欢口味清淡、偏甜的菜肴。俗话说得好：吃在广州，厨出

凤城。凤城也是顺德的别称。广东菜肴中顺德菜系也是主流之一。

加之广东人多以大米、蔬菜、肉类鸡、鸭、鱼、猪为主食。而有

部分来自牧区的学生不习惯吃大米、面食和蔬菜。他们习惯吃牛

羊肉、喝甜茶或酥油茶，糌粑作为日常生活的主食。这些差异造

成西藏孩子们生活上、饮食上的不适应，对西藏孩子的跨文化融

合产生不利影响。

（二）文化、生活习惯差异

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类的生理需要，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

式之一，不同民族在不同的自然、人文等环境下所创造出不同的

饮食文化及习惯。例如顺德有“美食之都”称号，其中以烹饪河

鲜尤其在煮鱼方面，顺德人擅长烹饪鱼，“鱼”是顺德百姓餐桌

上的必备菜，除此之外蒸炒各式的菜肴以风味鲜美、清淡香脆驰

誉海内外。顺德人喜好吃偏甜的小吃。而西藏的人们一般禁食狗肉、

驴、骡、马肉等肉类。有些西藏孩子因民族习惯的原因不吃鱼肉、

或在一些特殊日子禁吃肉类和蛋，或在某些节日需要素食一段时

间。文化背景不同，造成饮食文化的不同，故此西藏孩子刚到之初，

因饮食文化不同容易引起跨文化交流冲突及误解。这都会对到孩

子们尽快适应当地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会因文化差异所导致

无可避免的不理解和误解，从而影响民族団结。

二、因饮食文化差异对学校德育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情绪不稳定

因为孩子年龄小离开父母的照顾，有部分小孩是独生子女，

自理能力、生活独处能力欠缺。加之学习生活上不习惯，饮食上

不适应，在心理和情绪上感到孤独、无助、恐惧、自卑、烦躁、

情绪低落。给孩子们带来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如果孩子们长期情

绪没有得到疏导，在性格上会出现情绪不稳定易发怒、不喜欢与

人交流、自我封闭等现象，孩子们情绪没处发泄时，有些男生会

选择把心中不悦发泄到物品上，故校园公物被损坏的情况时有发

生，严重的还会发生打架等德育事件。因为孩子们情绪方面不稳定，

也不易于接受老师的教育，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给学校的德育工作

带来挑战。

格桑普尺是来自西藏牧区的一名农民家的孩子，她不是独生

子女，来到广东后学业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她在西藏时可是以

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内地西藏班。刚来时她总是对饭堂意见很多，

如为何不能让学生吃辣椒、菜肴太清淡、不是水煮就是清炒、猪

肉不好吃；他们不吃冬瓜而饭堂喜欢煮冬瓜汤等。因为广东的地

理环境形成炎热潮湿的气候，人长期在这样的天气下是很容易有

湿气。所以广东人都很喜欢煮冬瓜汤排湿解毒；而西藏人多不喜

欢吃冬瓜。因不理解本地饮食文化故普尺刚来不习惯饮食，所以

她会经常无故发脾气。上课时常会与老师有言语上的冲突。性格

要强的她对于学业上带来的挫折感，因无法排解心里压力，只要

生活中稍有一点不如意，她就怨声不止。在同学中产生不良影响，

给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带来不少的问题，对民族团结、民族认同教

育产生不良影响。

（二）不利于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

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心理满足五层次理论，饮食是人类

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饮食文化就是以食品为物质基础所反映出来

的人类精神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标志。吃、喝活动可以

成为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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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活动。因为饮食差异会令西藏孩子对于本地饮食文化产生一些

不解，不利孩子们对学校产生归属感，同时也会降低他们的学习

生活的幸福感。饮食上的误解不利于他们与本地学生的沟通；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也不利于我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

三、饮食差异对于学校开展西藏班德育工作的意义

因为饮食文化涉及到中国人生活的多方面。饮食文化具有特

定的特征：饮食文化中的食材、器具和行为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意义，饮食文化反映人对于生活的各种心理需要和价值取向，饮

食文化可以通过食物向人们传递信息，表达情感。故此传统饮食

活动是人们认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价值取向的文化透镜。故从

饮食文化角度出发，以小见大，阐述西藏班学生融入本地饮食后，

西藏孩子们通过文化融合达到自我身份认同，对于增强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培养民族情感等多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

探寻饮食文化的德育价值，挖掘饮食文化背后深藏的教育意蕴，

剖析通过饮食文化促进德育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的方式与逻辑。

同时对于丰富民族德育教育工作的相关研究来说具体有深远而长

远的意义。针对实践意义方面，根据国家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西藏学生的德育教育不止在课堂上，学校内，它是融于生活中的

长期性、持续性的教育。融入异域饮食文化的德育研究为民族团

结道德教化提供新途径，教育者通过发挥饮食文化的教育功能的

同时也为新时代的德育工作开展开拓一条新思路。也为以后民族

教育提供更多德育资源，为培养振兴国家的优秀人材助力。

四、如何依托围绕饮食文化开展各种活动

（一）通过讲座、主题班会、汉藏交谊等活动了解融入本地

饮食文化

西藏的孩子初来时并不喜欢本地菜肴，饮食也是文化，老师

们通过召开主题班会：舌尖上的顺德，介绍本地菜肴的一些特点，

及对于健康方面岭南饮食文化方面的突出优势，还有本地菜肴背

后所隐藏的故事等。向同学们展示各式出名的粤菜的图片，面对

色香味俱全的粤菜学生由原来的不喜欢、抗拒到愿意试试。走出

这一小步后，学生也慢慢接受认同学校，再到身边顺德本地的同学。

学校也安排本地的学生与西藏的孩子一起住，一起吃。因为本地

的孩子周末都是可以回家的，他们回家有好吃的也会不忘给西藏

小伙伴捎上一份。饮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文化，本地学生与西藏

的学生之的隔阂与误解通过食物这一媒介慢慢消除了。例如文中

提到的格桑普尺同学是一名“小吃货”，本地班的同学常常拿好

吃的回校请她吃，她与本地班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通过食物，

普尺同学不再感觉到异乡的不适应，还很喜欢与本地的学生来往，

因此她还自荐当上“汉藏一家亲”的联谊使者。

（二）动手实践，饮食文化教育促德育育人

学生品尝美味的顺德菜肴后，慢慢喜欢上顺德的各种美味的

食物，学生对于食物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也很好奇。于是学校联系

商家及培训厨师机构让西藏学生参与食品制作。其中顺德的小点

心是很出名的，2019 年西藏学生走进有百年历史的天元饼家，参

观月饼的制作过程。每位学生还亲自制作一个月饼带回去留念。

还有就是走入顺德职院厨师专业，顺德大厨亲身教学生做顺德双

皮奶、姜撞奶。在元宵节教西藏班的孩子们学做本地口味的汤圆。

西藏的学生通过制作本地美食活动，他们不但亲身品尝到全国人

民都趋之若鹜的舌尖上的美食之旅，更能参与其中，他们意识到

能来广东学习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在众多西藏孩子们中有不少是

来自牧民区的，家里也养牛、产奶。他们也喜欢吃奶制品，可从

来没有想过牛奶还可以做出如此美味的小吃。通过各种饮食活动

让西藏的孩子们开阔眼界。孩子们通过融入本地的饮食文化活动，

让我们本地的老师同学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活动之后孩子

们的情绪平复很多也喜欢饭堂的饭菜了，孩子们心情好了，身心

更健康，学习更加专心，对于学校认同感提高了，德育事件也少

了很多。

（三）走入本地家庭，让学生更深入体会本地饮食文化

通过开展“我在当地有个家的活动”，西藏班的孩子走入本

地人的家庭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孩子们就更能亲自品尝、了

解当地饮食，同时也把自己西藏一些好的饮食带给当地的家庭，

也让本地人可以了解远在几千公里外的藏族的饮食文化。有时西

藏孩子们的家长会来看望孩子。孩子的家长与本地家庭聚餐等活

动增进不同民族之的友谊。

五、结语

从饮食角度探究西藏学生融入本地饮食文化后对学校德育工

作有促进作用。因为中国饮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根源，秉持儒家

“仁”“和”和谐统一的价值观，西藏孩子通过对本地饮食文化

的了解进一步达到民族融合，强化西藏孩子文化自信，从而培养

西藏学生爱国精神，并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根据国家对立德树

人的要求培养孩子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奉献精神。西藏

班学生可以通过融入本地饮食提升自身修养。西藏学生融入本地

文化所进行的民族教育开展过程，可以适当汲取中国饮食文化中

所渗透的中华民族饮食文化教育理论，可以通过了解理解本地饮

食文化精髓以达到其融合路径的实现。亦可在课堂中、教学中、

生活中、德育教育中融入本地的传统饮食文化，通过以文化人，

文化育人的方式为国家培养新社会“四有”新人达到教育目标。

对于西藏孩子德育教育也应以利用融入本地饮食文化帮助西藏学

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通过“知行统一”

的方法，在实践中升华理论。除此之外，西藏学生通过一日三餐，

与本地学生一起生活，走入本地家庭本地饮食文化会不知不觉中

对孩子们的饮食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帮助他们更好适

应本地生活，让他们远离父母到几千公里外的异乡求学之路走得

更顺，并达到国家预期的培养目标。同时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探讨饮食文化与德育教育融合路径，是深入推进文化育人、开展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工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地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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