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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园加餐教育活动的价值研究 
◆荆新峰 

（河南省安阳市二道街幼儿园） 

 
摘要：幼儿园加餐是为保证幼儿营养量而在一日三餐之间的小加点，它

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不仅保证了幼儿的健康，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

值。作为幼教育工作者,针对每日丰富的幼儿加餐特点，应充分挖掘其教

育价值，探索符合幼儿好奇、好动利于探索的加餐教育模式，满足幼儿

自主探索、自由想象的愿望，便于其获取有益的综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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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加餐是根据幼儿营养量而在一日三餐之间的小加点，
它种类繁多、有糕点、水果、薯类、奶类、汤汁类等，形式多样，
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加餐
内容形式不断更新，其中蕴含的教育价值更趋丰富。在“吃中学”
既利于幼儿充分调动各种感官进行体验、获得直接有益的经验，
也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结合。 

一、幼儿园加餐教育价值研究的意义 
幼儿教育是人生 基础的教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

指出“应把幼儿一日生活看作是一个教育整体”，中国教育家陶
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幼儿的身心发展也决定了幼儿园施行保
育教育并重的特点，及寓教育于生活中的基础。作为幼儿教育工
作者,针对丰富的幼儿园加餐，应充分挖掘其教育价值，探索出
符合幼儿好奇、好动利于探索的加餐教育模式，满足幼儿自主探
索、自由想象的愿望，便于其获取有益的经验。对于幼儿园教育
研究来说，这是一项大胆创新的工作，它对于满足教师对加餐环
节指导方法的需求、实现加餐环节教育内容具体化、丰富加餐的
相关科学知识、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了解及再发掘餐饮文化，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挖掘幼儿加餐教育价值方面我园进行的研究 
在进行幼儿园加餐教育价值研究之前，我们关注了国内外关

于幼儿加餐教育的问题，在研究查阅资料过程中，我们发现：幼
儿园每天的加餐虽然都在进行，但研究此方面内容的资料却很
少，经验零散，且大多是生成活动，随机性强、没有具体的目标
指向，更缺乏对加餐本身丰富的教育价值进行挖掘，间接造成了
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使我们更加感到这项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
增强了研究的信心和动力。于是针对研究，我园进行了如下几项
工作： 

1．建立课题组，设计课题研究方案，制定研究计划。 
我们成立了加餐教育价值及模式课题组，并采用全园参与的

方式，搜集与课题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针对现行的加餐
内容与时间，提出研究方向，制定了可行的研究计划，并进行相
关人员分工。课题组成员分别为行政管理人员和各年龄段教师，
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为研究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2．统一思想认识，制定研究内容方法。 
我园日常加餐种类分别有：水果类、面点类、蛋类、奶类、

坚果类、豆制品类、薯类、糕点类、地方特色类、祛火类饮品如
红梨水类，经典小吃类，每天早午点各一次，每次时间约 15 分
钟左右。 

我们先后对家长、老师进行了“幼儿园加餐种类家长问卷调
查”、“幼儿园加餐内容教师问卷调查”，以全园各班家长教师为
调查对象，收集补充了幼儿园加餐种类如煮花生、毛豆、 糖拌
山药、水煮红萝卜、水煮大虾等，丰富了加餐。在系列整理分析
后，大家统一了思想，根据小中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实际需求，
确定了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吃中玩、吃中做、吃中学”的
加餐活动教育模式目标，为幼儿开辟了一条“边吃边学、会吃会
学”的自我提升的新途径。 

三、实践操作研究，构建不同的加餐活动教育目标及操作模
式。 

为了使研究的目标更明确，思路更清晰，我们多方收集整理
相关资料。如对“蒙氏教育”中加餐文化的吸收、对国内外幼儿
园宽松进餐活动方式的借鉴，对中西餐、国内外适宜幼儿的特色

餐如牛排、沙拉、吐司等形式的加入或者欣赏，以及对幼儿营养
学的资料收集等，初步形成研究特色。 

一方面在幼儿园制定带量食谱的前提下，将加餐教育活动分
别划分为科学类加餐教育模式、艺术类加餐教育模式、特色文化
类加餐教育模式、操作类加餐教育模式，蕴含着数学认知、科学
探索、艺术欣赏、语言描述、中西文化等 ，形成了“每日加餐
小课堂”，使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对于小班，
因其生活经验少，能力弱，趋向科学领域为主的探索，充分运用
多种感官感知；中班趋向以于科学领域、艺术领域为主，操作活
动增加。大班趋向于领域综合、餐饮文化、动手制作等，便于幼
儿经验积累以及对加餐中出现的各类食品的来源知识等产生自
主探索兴趣。 

另一方面，逐渐形成教育模式，如吃桔子活动，从日常零散
感知，提升为整合教育活动《桔子变变变》，幼儿通过看、闻、
剥、数、吃系列活动构建桔子相关知识的整体概念。使其在宽松
的环境下，充分调动感官自由探索，体验边吃边做边学的乐趣，
我园还开展了幼儿园加餐活动教学观摩及加餐教育心得交流，逐
步形成一些成熟的加餐教育小课堂教学案例，如《好吃的香蕉》
《夹心饼干》《酸酸甜甜的桔子》《分冬枣》《蛋宝宝变变变》《好
玩的酸奶袋》《面包上的果酱画》《漂亮的火龙果》《自制沙拉》
《地瓜哪里来》《神奇的红梨水》等，实现了加餐活动“吃中玩、
吃中做、吃中学”教育目标。 

在加餐活动中，不仅体现了吃、学，也渗透了进餐文明和进
餐礼仪，加强了卫生习惯的强化练习。如吃水果前后洗手、果皮
放入垃圾箱、整理果盘小勺等，培养了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四、形成的成果 
通过一年多的研究，我园形成了研究成果。将加餐教育价值

作为了幼儿园的潜课程进行开展。每日上午下午两次加点，老师
会搜集相关的资料，通过让幼儿看、摸、闻、做系列感知，不仅
引导对其外形的进一步认知，也了解了其营养价值。我们还把本
研究延伸到了家庭教育之中，使家长和幼儿园同步，使“吃中学”
真正的深入到了幼儿的生活中去，丰富了幼儿的进餐文化，改善
了幼儿挑食等问题，同时引发了幼儿对科学的探索兴趣。 

五、研究成果的思考 
研究表明，挖掘幼儿园加餐活动教育价值，是颇具创造性、

且很重要的研究活动。形成加餐活动中的教育模式，能够有效提
高幼儿进行加餐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爱探索、会迁移，促进了
幼儿身体、智能和社会性等素质的提高。幼儿园加餐活动教育模
式的开展，也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提高了对教育细
节的思考关注能力，克服了加餐目的单一的资源隐性浪费情况。
这一研究启发了教师们学充分关注开发利用幼儿园一日生活环
节中的每个活动的教育价值，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这不仅是
一种能力的体现，更是一种理念的提升。教师理念的提升，也将
也更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我园将会在后续的工作中将成果
不断的进行发展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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