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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食育礼仪——幼儿餐桌上的“德育” 
◆王晋琳 

（天津市河西区第二十四幼儿园  300000） 

 
摘要：食育礼仪教育是品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期是幼儿品德教

育的启蒙时期和礼仪养成教育的关键期，俗话说“少年若天性，习惯成

自然”，良好的就餐礼仪行为将对幼儿的身心和社会性发展产生重要的影

响。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父母更加注重幼儿高品质的膳

食结构和营养搭配，而忽略了幼儿食育礼仪行为的培养，《纲要》中指出

幼儿要有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教师和父母

捧到餐桌上的不应只是美味的食物，更应把优雅得体的进餐礼仪传递给

幼儿，让优雅的进餐行为成为其展现自我的一张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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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及意义 
1. 礼仪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体现在诸多细节和场

合中并形成系统的被大众广泛认可的社会规范，礼仪可以反映出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精神内涵。 

2.就餐礼仪是指大家在就餐时应遵守的礼仪行为。按照不同
的维度，就餐礼仪可以分为很多种。如：按时间可以分为餐前准
备、就餐中的礼仪和餐后整理；按地域的不同可以分为：中餐礼
仪和西餐礼仪；就餐的场合可以分为：幼儿园就餐礼仪、家庭就
餐礼仪和外出就餐礼仪。 

3.关键期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外在环境起 大作用的时期。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如果有适宜的
环境刺激，某种行为会很容易习得，相反就会引起病态反应，甚
至阻碍日后的发展。 

4.幼儿德育是品德教育，是培养幼儿良好品德、习惯和性格
养成的一种教育。 

二、食育礼仪的现状问题 
1.家长缺乏通过食育礼仪教育培养幼儿良好品德的意识 
现在的家长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让幼儿吃得多、吃得好，

很少考虑到对幼儿进行进餐礼仪行为的培养，生活中经常看到有
些幼儿看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就独自霸占，对此父母却习以为常且
不加以纠正，食育礼仪教育中父母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幼儿外在
表现出来的“吃相”就是每个家庭和父母自身行为熏陶的结果。
作为父母，只有掌握了科学的食育礼仪认知、在育儿理念上有正
确的态度才能当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通过家庭餐桌把浓浓的
爱意和适当的礼仪修养传递给幼儿。 

2.幼儿园没有系统的食育礼仪教育课程和理念 
在我国“食育”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出现时主要以口

口相传的经验和习惯在民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食育”是近十
几年才由李里特提出。目前我国的食育工作刚起步，正处于探索
阶段，国家将膳食营养健康知识和食育礼仪行为培养列为改善国
民健康状况和礼仪修养的重要措施之一。许多幼儿园都很重视幼
儿进餐礼仪行为的培养，但是实际操作时多是通过日常的口头提
示或一节课来进行，还没有被广泛认可并推广的食育礼仪教育课
程。 

三、餐桌德育的实施策略 
1.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1)幼儿园方面 
环境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幼儿的发展是通过

与环境的积极互动，主动地获取有益于其发展的丰富经验。幼儿
园可以以环境创设为基点，营造礼仪进餐的氛围。我们在楼道以
及班级互动墙饰上布置了幼儿礼仪进餐的连环画或图片。如：把
就餐礼仪编排成郎朗上口的儿歌并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下来，
布置在活动区背景墙上，图书区投放一些就餐礼仪的自制图书
等。 

(2)家庭方面 
幼儿的成长离不开家长和幼儿园之间的积极配合，只有家园

合作才能形成合力促进幼儿的发展。为了幼儿的健康发展，父母
要注意身体力行为幼儿营造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文化氛围，让幼儿

从健康的餐桌礼仪文化中获得良好的道德品质。为此，幼儿园应
当注重对家长的宣传引导，鼓励家长从自身做起，家园合作培养
幼儿良好的餐桌礼仪行为。 

2.给幼儿勤劳的双手，培养热爱劳动的品质 
父母要重视和满足幼儿受保护、受照顾的需要，又要尊重和

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独立要求，避免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因此，
父母要鼓励幼儿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餐时家长可以根
据幼儿的情况，让其参与到餐前准备和餐后整理中来，如：餐前
准备中的摆桌椅、碗筷、端菜，餐后整理中的收拾残羹、擦桌子、
洗完都可以放手让幼儿尝试去做。这样既可以帮助幼儿树立自信
又可以锻炼其生活自理能力，培养他们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 

3.鼓励幼儿自己进餐，培养独立的品质 
幼儿成长有“人格独立”的需求，当幼儿长到一周岁半时，

开始喜欢尝试着自己进餐，尽管有时会弄得到处都是饭粒，他们
还是对这种探索乐此不疲，对此，家长应该积极鼓励。然而现实
中许多父母为了让幼儿多吃点、吃干净点就选择了喂饭，久而久
之幼儿失去了独立进餐的兴趣和能力。其实当幼儿表现出独立意
向的要求时，家长应积极鼓励并积极配合促进幼儿独立的品质。 

4.从点滴做起，培养幼儿节约的美德 
勤俭节约历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庭的早期培

养对幼儿勤俭节约习惯的养成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父母可以抓
住幼儿身边的小事适时培养。如：鼓励幼儿外出点餐时吃多少点
多少，不剩饭，吃饭时不掉饭粒等。 

5.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识 
《纲要》中指出幼儿要关心周围的环境，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父母在注意自身行为的同时，引导幼儿注意保护环境，教师要在
了解幼儿生活环境的基础上，教育幼儿了解大自然环境和人类的
关系，有初步的环保意识和行为。如：吃饭时保持餐桌的整洁，
外出郊游时随时清理垃圾、尽量使用“环保餐具”、了解塑料垃
圾的危害，尽量使用环保购物袋、不随便丢垃圾等。环保教育应
从幼儿身边的小事做起，从餐桌“小环境”为起点延伸到保护大
自然、社会这个大环境。 

6.尊敬长辈，让幼儿懂得奉献爱心感受礼仪进餐的乐趣 
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幼儿在生活中做

到吃饭时给长辈端椅子，进餐时主动给长辈夹菜，让幼儿在愉快
和谐的进餐气氛中感受加入爱心的互动，从小做到心中有他人，
同时在餐桌上适时地将一些简单的用餐礼仪教给幼儿。 

幼儿的思想品德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的慢慢
锤炼，幼儿食育礼仪行为的培养也同样如此。幼儿食育礼仪行为
习惯的培养是幼儿园、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和提高的过程。倡导
食育礼仪需要国家各级部门、家庭、幼儿园、社区、企业等机构
各尽其职各司其责，形成合力，才能解决幼儿面临的食育礼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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