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午餐时间一到，穿上工作服、戴
上卫生帽，小小炊事员上岗了。杨浦
区建设小学推出了“小小炊事员”项
目，让孩子们轮流在午餐时间为彼
此服务，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管理。孩
子们先从观察打饭、用餐的流程开
始，到组织讨论如何实施、用餐规
范、餐桌礼仪，渐渐“独当一面”。要
自己管好吃饭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
单。谁来分饭？是大家排队领？还是
小炊事员送到位子上？是从教室的
两边开始？还是从中间开始更有效
率？怎样才能营造干净整洁的用餐

环境？别看这些问题小，这一点一滴
的细节都是孩子们用心观察、用心
思考想要解决的。“虽然在午餐时有
老师值班，但几乎所有的实施班级
都已做到了午餐自我管理。孩子们
自主报名轮流担当小炊事员，在执
勤的过程中培养独立自主的习惯，
并且学会合作。”校长张丽芳说，“即
便是动手能力弱的孩子，分汤的工
作也能完成得很好。其实孩子会观

察、肯学习，尤其在同龄人面前愿意
表现得更好。”
罗阳中学校长王立英说，学校

一方面在《健康与幸福》的课程中讲
讲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引导孩
子不挑食，每天吃完学校的午餐，为
了获得对学校午餐的信任度，学校
还把餐饮公司的配菜师请来，向学
生解析每天配送的午餐营养搭配。
另一方面各班通过主题班会，倡导

光盘行动，挖掘光盘行动背后的的
育人价值。“从感恩讲，每顿午餐需
要一定的花费，我们感恩父母，不浪
费父母的心血，就是感恩父母的实
际行动。从尊重他人来说，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每天厨师花
费很多的精力为大家准备午餐，我
们只有吃好才能体现他们劳动的价
值，才是尊重他们的体现。
从国情来讲，中国人多地少，养

活十几亿人口实属不易，我们要珍
惜现有资源，不应浪费粮食。”王立
英说。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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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流行“教吃饭”
“食育”渐成沪上中小学文明必修课

出乎意料，
“食育”竟成了
沪上新学期的
热门词，许多中
小学开学“第一
课”的课堂就摆
在了午餐桌上。
“你吃得 健 康
吗？”“你的吃
相优雅吗？”
“餐桌上规矩
你又知道了多
少？”这学期里，
餐桌营养，特别
是餐桌礼仪，或
将是孩子们的
必修课。

! ! ! !长宁区天一小学校长吕华琼
说，因地制宜开设食育课程，既帮助
学生从小建构健康饮食的意识，又
有助于养成孩子自己动手、生活自
理的规则意识，加之合理的运动计
划，三管齐下，从根本上逐步解决
“小胖墩”的困扰。新学期，长宁区各
学校因地制宜，想法设法推进“食堂
工程”，逐步尝试探索“食育”课堂，
让孩子们在吃得更好的基础上，将
一顿午餐打造成一堂有意义的课。
此前，长宁区曾做过一份学生

营养评价统计，小学生中肥胖的比

例随着年级增长逐年递增。到了小
学五年级，男孩超重的人数占了
!"#$，肥胖的比例超过两成，女孩
肥胖的人数比男孩少了一半，但仍
有 %"&$的人超重。同样，静安区的
一项调查显示，%'$的受调查中小
学学生偏食，只有不到 &'$的学生
有科学饮食知识。调查还发现，中小
学生的饮食“两极分化”，一方面“饮
食过量，缺少运动”导致大量“小胖

墩”的诞生；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受不
良舆论影响，想通过节食保持苗条，
出现了发育不良的情况。
“学校的‘大锅饭’不太可能与

家里的‘小锅饭’进行口味上的比
较。”长宁区实验小学校长潘宗娟
说，由于学生在家庭条件、生活习惯
等方面差异悬殊，饮食习惯、饮食观
念等也不尽相同。学校今年将全面
铺开饮食健康教育，从原来一个年

级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二年级和五年
级都有选修课。而且，该校对教材进
行了校本化，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
年龄特点让孩子认识食物和食品背
后的健康知识，比如，许多孩子不喜
欢吃胡萝卜，对一年级孩子，会采用
童话故事的方式来讲述胡萝卜的好
处，对五年级的孩子则会用更专业
的方式，将胡萝卜所蕴含的营养元
素和功效一一讲解。“饮食健康教育
并不是靠一堂课就能刻意而为的，
需要一个长效机制，也需要多元化
的渗透和影响。”潘宗娟说。

! ! ! !奉贤区明德外国语小学将“用
餐礼仪”作为学校行规教育重点，努
力营造节俭用餐、健康用餐、文明用
餐的餐桌文化。校长胡爱花介绍说，
《()*学生一日行为规范》是每个
明德学子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上学
规范、个人礼仪规范、早读规范等十
六章，共 +,条。第十章为午餐规范，
从餐前洗手到排队取餐、安静就餐、
清理餐桌直至有序归还餐盘，其中
的 +条规范将午餐要求分步骤、按
秩序，详细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

在用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有章可
循。各班充分利用午会课、班会课时
间，根据实际情况针对这 +条规范
进行有侧重的教育。一年级的老师
们则会在开学初带着孩子们一起前
往食堂，在真实情境下对每条规范
详尽解读，让新生们能更快适应全
新的小学生活，真正了解“午餐规
范”。

全校各班还积极开展《小岗位
大责任》活动。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
班级管理，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每
班均设立 &-.名午餐管理员，参与
到自己班级的午餐管理工作中。当
听到学生们吃饭讲话时，他们会善
意提醒；当看到有人把米饭弄到桌
子上时，他们会及时指正；当发现有
学生将没吃几口的饭菜倒掉时，他

们会严肃地批评。这些“管理员们”
俨然已成为食堂里的“小当家”。
“为了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小公

民，学校精心打造 /0平方米的‘西
餐厅’模拟情境教室，里面的桌椅、
餐具摆放得整齐有序，优雅的音乐
飘荡其间。学生们在这里不仅能和
外教老师学习英语，还能掌握不少
西餐礼仪知识呢。这样的课堂能让
学生培养良好的礼仪和文明进餐好
习惯，促进中西文化交融、拓宽学生
国际视野。”胡爱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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