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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进餐问题及良好用餐习惯的养成
韦冉条

贵州省荔波县第一幼儿园　贵州　荔波　558400

摘　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健康教育应“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重视幼儿身体健康的同时，要高

度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由此可见，幼儿健康教育已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放到同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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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执行两餐两点（早餐、早点、午餐、午点），就餐过

程中总发现许多孩子喜欢在进餐时与同伴交谈。虽然进餐时

要保持安静是幼儿园的一项常规，但看着他们快乐交谈的情

景我真的不忍心去打断。那么，在吃饭时孩子们到底可以自

由交谈或者是必须安安静静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老师可能会认为边说话边吃饭，整

个用餐环境会显得乱哄哄，没有秩序感，或者可能会认为孩

子年龄小，边吃边说会影响身体健康成长。本人认为，作为

一名新世纪的幼教教育工作者应该敢于对原有常规进行反思，

切不可单纯为了追求整齐划一的外显秩序和强调片面的健康，

就不许孩子们在午餐时说话、交谈，应该着眼于孩子的情感

需要、孩子的整体发展，应该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项常

规的合理性。更何况现代“健康”的含义也早已不仅仅只是

传统上所指的生理健康，它还包括心理健康，涉及认知、情

绪、情感、个性、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

曾有专家赴美考察后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为什么美国的

孩子在进餐时都兴高采烈，情绪饱满，整个气氛轻松、愉快，

而我们国内的孩子在吃饭时却有不少是愁眉苦脸，看上去似

在使“苦差”呢？那么是美国幼儿园的饭菜比中国幼儿园的

饭菜更可口诱人吗？不，有另一项调查已否定了这一点。那

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
正如刘晶波博士所说，在幼儿园许多规则的制定更多的

是以成人世界的标准为出发点的，对于孩子来说并不合适。

整齐划一虽然方便了管理者，但这种过分强调环境有秩序性

的常规，却忽视了幼儿个体自主性和幼儿的情感需要，因此

对个体的发展来说是有害无益的。有如俗语“人逢喜事精神

爽”，在正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小孩高兴时什么都吃，不高兴

时给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他也不吃。那么对于这些压抑的孩

子来说何来用餐的快乐心情，有何来用餐的食欲，这样又怎

么能保证幼儿午餐的质量呢？那么，怎样才能在保证用餐安

全（如呛着、喷饭粒等）的同时，让孩子快乐用餐呢？我在

实践中做了如下尝试：

一、餐前音乐或餐前相关故事欣赏

我们幼儿园的校园音响系统会在餐前播放轻松、优美的

音乐。我就请孩子们在这时听听轻音乐，让孩子们的情绪稍

稍趋于平静并在欣赏音乐或倾听配音故事的同时变得更轻松

更愉快，从而带着愉快的心情进入午餐。

二、菜谱介绍

在午餐前进行菜谱介绍是我们班的“保留节目”。我常常

会在餐前之前先请孩子们先闻一闻饭菜的香味，并请他们根

据闻到的香味猜猜 -- 今天我们将吃些什么菜、喝些什么汤，

以激起孩子们对早、午餐的兴趣。然后再向孩子们介绍餐中

各道菜好听的名字、做这道菜的配料，还会告诉他们这些饭

菜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通过这“闻一闻”、“猜一猜”、

“说一说”等一系列活动，幼儿往往会很快被餐中食物的色香

味所吸引，能有效地激起孩子们想吃的欲望。

三、轻松进餐

允许孩子们在用餐时轻声自由交谈，自由地选择座位，

并采用师生共餐形式，开设生日餐桌（即为班上过生日的

孩子特设的餐桌），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环境中特有的温馨喝

快乐。

实践证明，本人的做法是可行的，虽然乍一看整个就餐

室“乱哄哄”的，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孩子们聊得很开心，

吃得也很开心，其乐融融，并绝少有呛饭的现象发生。

当发现孩子们想继续餐前某一活动的交流，谈兴正浓时，

本人会顺水推舟地给孩子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充分表达，使

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身心更愉悦，从而快乐进餐。但如果

在上面情况中老师不允许孩子讲话，或打断他们的快乐交谈，

孩子们会在整个午餐中表现闷闷不乐的样子，影响食欲；如

请他们在用完餐后再谈，大多数时候孩子在那时已经没有要

谈的兴趣了。这样一个原可以锻炼孩子口语表达能力，让他

们自由展现的机会就悄然逝去了。　　   当然，毕竟孩子还
比较小，身体各器官系统尚未发育完全，若讨论过于激烈，

幼儿情绪过于激动，会在就餐时引起喷饭等呼吸道不适。同

时，若一味放任孩子们漫无边际的交谈，又会使交谈没完没

了，过度延长进餐的时间。因此这一环节必须有教师介入其

中。那么怎样介入能在不破坏愉快气氛的同时又保证教师的

有效调控呢？我认为，教师可以在一开始就以同伴或朋友的

身份介入其中，参与孩子们的话题。这样不仅会让幼儿觉得

老师更可亲近，缩短师生间的心理距离，也便于教师随时进

行自然地调控，婉言引导孩子们的话题主要围绕午餐进行。

并避免因话题讨论过于激烈而导致进餐时间过长何引起不必

要的意外。

总之，我认为在幼儿身体各器官间的协调能力达到一定

水平后完全可以允许孩子们在就餐时轻声自由交谈，这样不

仅可以满足孩子交流的需要，也可以在此同时锻炼孩子的口

语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温馨如家而

胜似家的特有的集体就餐环境，让孩子们深深体验到与老师、

同伴共同生活的快乐，使就餐真正成为孩子们的欢乐时光。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就餐质量，也有利于幼儿的成长。从中也

体现了《新纲要》精神和我们幼儿园将“快乐教育”溶于幼

儿一日生活各环节的教育理念，符合儿童健康教育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