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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秀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饮食调理艺术、文化民俗、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民族情感，是中国极具特色的文化象征。

幼儿期是个体受各种文化影响的关键启蒙时期。在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中，让幼儿逐渐爱上民族饮食，增强对中国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认同感，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饮食文化，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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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饮食文化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家长教育素养

薄弱、教师饮食文化知识储备不足、园所力量不足及社区文化氛围淡薄

等。因此，需要在向幼儿渗透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知识、提高教师文化素

养、开发园本饮食文化课程、加强饮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个方面加

强实践，让幼儿在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中热爱民族饮食，提

升幼儿对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1 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向幼儿渗透优秀饮食文化知识 
家长可在餐桌上和亲子厨房中渗透饮食文化的基本知识，在与幼儿

进餐过程中分享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来源，帮助儿童认识餐桌食物的生

长环境、外在特征以及食物具有的营养价值和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基

于对生活的观察发现，许多幼儿都不喜欢吃苦瓜，可通过让幼儿辨认苦

瓜的形状，了解苦瓜的一系列生长过程和营养价值，进而懂得苦瓜对幼

儿生长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当幼儿有主动意愿参与到厨房

中制作时不加以干涉，幼儿是用感官和双手来探索世界的，若孩子们主

动想尝试使用擀面杖、小刀具等常用厨房用具，放手让幼儿自己动手体

验制作南瓜饼、包水饺、鸡蛋卷等食物带来的真实体验，萌发对食物的

敬畏。中华传统饮食文化里进餐过程也相当有考究，例如坐席的方向位

置、筷匙的陈设排列、上菜的先后顺序等，都体现着“礼”。这种“礼”

体现的是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礼”的精神贯穿于饮食活动的全

过程。家长与幼儿一同进餐时可向幼儿讲解餐桌礼仪常识：如入座的礼

仪，先请客人入座上席，长者入座客人旁以此入座，入座后不动筷子等；

进餐礼仪，进餐时不打嗝或出声音，不在餐桌上剔牙如有需要则要用餐

巾挡住嘴巴，如出现打喷嚏、打嗝等声响时，就要表示“真不好意思，

请原谅”之类的话以示歉意；最后离席时，必须向主人表示感谢并邀请

主人下次来自己家做客，以表敬意。在家庭生活中向幼儿渗透饮食文化

知识的同时，也有利于增进亲子关系。 

2 注重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提高教师饮食文化素养 
在日常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游戏和集体主题活动启蒙幼

儿对传统饮食文化的认知，可以借助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教育活动，

这种趣味性的形式深受幼儿、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与喜爱。例如，在端午

节来临之际，搜集端午节的相关资料，开展“端午节知多少”这一节日

活动中让幼儿讲述有关端午节的故事，并让幼儿体验包粽子、品尝粽子、

再观察粽子的形状特征，让幼儿动手绘画或手工制作等形式表现“粽子”。

同时，教师再以幻灯片或视频动画的形式呈现，为幼儿讲述屈原投江，

人们用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激发幼儿萌发爱

国主义情怀的萌芽。“好环境是无声的教科书”。在“食物生活体验馆”，

教师可把食物制作的流程图以图片的形式按顺序贴在楼道等可视的位

置，发挥环境的教育功能。让幼儿自主自发去感受和学习，掌握烹饪的

基本技巧。通过在环境当中渗透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能够在扩大幼儿的

视野、丰富幼儿知识的同时，以更加独特的方式，引导他们接触、了解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环境中去体会中华饮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饮

食文化不仅仅是停留书本上、电视中遥不可及的知识，而是切切实实的

存在于一年四季中、一日三餐里，缩短了幼儿与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

的距离，使中华饮食文化更接近幼儿的生活实际、更具生活趣味。 

3 注重开发园本饮食文化课程 
园本课程来源于校本课程，它是相对于幼儿园普适性课程而言的，

“园本课程，顾名思义就是指以幼儿园之‘本’为基础并结合该园的办园

理念和幼儿学习兴趣及发展需要开发的课程”。是以幼儿园为基地，以该

园幼儿的生长环境、发展现状、现实需要为核心，整合幼儿园硬件设施、

师资力量和社区等各种资源而创设的课程。园所可通过种植园的体验形

式开展尊重食物的主题活动教育，让幼儿在种植园为瓜果蔬菜剔除杂草、

松土壤、抓害虫、施化肥。幼儿通过劳作来熟悉食物来源和生长环境，

等蔬果成熟时品尝自己辛勤劳作带来的成果，体验到劳动的充实满足感

和快乐自豪感。同时，幼儿又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课程内容选择应考虑

到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及成长规律，要注意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不同特

点，这样才能确定所选内容能被幼儿所接受。另外，重视专家指导和人

才队伍建设也是解决师资缺乏的重要举措，通过激励机制的手段培养优

秀中华饮食文化师资力量，进而培养新一代的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传

承者。 

4 政府应加强饮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4.1 开展宣传活动，营造饮食文化氛围。充分利用电视、电影、宣

传片等多种媒体和渠道，让全社会领略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饮食魅

力、蕴含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逐步营造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氛

围，为幼儿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启蒙教育、幼儿学习饮食文化

知识提供心理基础。 

4.2 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在幼儿方面，充分利用幼儿文化展览

馆、幼儿博物馆、少年宫等公共文化设施，通过举办一些促进家庭及邻

里互动的亲子传统食艺制作趣味赛，让幼儿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饮食文化，领略传统饮食文化的艺术魅力；在青年群体方面，日常

工作较为繁忙，看似对社区活动没有过多需求，实则更需要通过集体活

动来缓解工作压力、调节身心。在老年群体方面，举办民俗文化宣传、

食材书画创意展等。使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带动居民之间的互动，建立

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从而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社区，提升社区群众的

文化品位。 

总之，幼儿饮食文化启蒙教育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及社会人士的

协同努力。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幼儿园、

家庭以及社区协同开展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启蒙教育势在必行，可为培养

民族幼儿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英才奠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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