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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油爆虾倒了大半
和学生们一样，!"位家长都领到了一份学

生营养午餐。这份午餐之中包括了油爆虾、莴笋
肉片、卷心菜、芋艿和紫菜蛋花汤。“并没有孩子
说的那么难吃嘛。”家长试吃之后纷纷表示两荤
两素的搭配还算得当，口味也还算不错。

用餐之后，记者又跟随家长们走访了该校
的 #到 $年级后发现，对于这样一份家长觉得
“不错”的午餐，孩子们却是倒的倒，剩的剩。家
长郭女士随机翻看了十几个餐盒，隔着透明的
餐盒盖子她看到半数孩子剩下了一半的菜和
饭，少数吃掉了荤菜剩下了素菜，更有一个孩子
把油爆虾全部倒掉了。郭女士颇为心疼地说，真
是太浪费了！

学生 最喜欢浓油赤酱
孩子们到底喜欢吃什么？该校中学部家委

会秘书长虞咏霖说，午餐后询问了不少学生，发
现红烧、咖喱、油炸等“重口味”菜肴最受学生的
欢迎。“但作为家长，却要对这样的菜肴说不。浓
油赤酱、高油高盐的食品对孩子的健康并不
利。”

家长们发现，孩子们的挑食习惯，竟然是被
自己宠溺出来的。“有个孩子把油爆虾全倒了。
一问才知道，他从不剥虾，在家都是由妈妈剥好
才吃的。因此到了学校，他嫌带壳的虾吃起来太
麻烦，就全倒了。”

校长张人利说，许多孩子的不良饮食习惯
其实都受到家庭的影响，比如，现在流行吃自助
餐，但一些成年人缺乏用餐礼仪，取了过多食物
却因为吃不完而只能浪费。“这些成年人的陋习
都会直接或间接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

食堂 众口难调难掌勺
“全部烧重口味，孩子喜欢家长却不同意。

全部烧淡口味，孩子不肯吃倒掉太浪费。食材选
择也很有讲究，炸猪排怕没炸透吃了拉肚子，红
烧鱼又怕鱼刺太多。”静教院附校初中部的食堂
经理葛师傅说，每天要给初中部 %""多名学生
定菜谱，还要同时满足学生口味和家长意见，实
在有些难。他说，甚至有家长特地给学校提意见
说，不要给孩子吃油炸的，多吃些豆腐、素菜这
类清淡的菜。
而且，记者也发现，孩子们有种跟风的心理，

只要有一个孩子说午餐太难吃不想吃，周围就会

有一小群人也放下手中的筷子。

学校 轮换厨师变“菜肴”
据介绍，目前，静教院附校的小学部和初中

部是采用了不同的配餐方式，学校小学部的午
餐是送餐公司送的，而初中部的午餐是供餐公
司派厨师来学校食堂里烧的。校长张人利说，学
生觉得饭菜难吃其实也情有可原，一来由物价
局、市教委等多个部门制定的学生营养午餐价
格一直以来都只有 &元的标准，这给食材的选
择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二来，虽然家长觉得午
餐好吃，但学生在校期间每年都吃这些菜肯定
会吃厌。“因此，要让营养午餐变得好吃，学校应
该设法做些改善，而政府部门是不是也能够根
据物价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营养午餐的标准，让
食堂的采购和掌勺的厨师能有更多的选择？”

目前，静教院附校正在对厨师人选做调整。
张人利说，每个厨师的手艺不同，即使是同一道
菜口味也会有所差别，因此，学校决定，今后供
餐公司每隔三个月就轮换一批厨师，通过换口
味的方式来给学生“换灶头”，希望能提升学生
对营养午餐的喜好。

本报记者 马丹

! ! ! ! 面对学生
的剩饭剩菜，老
师是该置之不
理还是严肃批
评？世界外国语
小学校长张悦
颖认为，学校应
该多花些心思，
给孩子一个愉
快的用餐体验。
这不仅对其生
长发育有好处，
也有助于培养
孩子的用餐礼
仪和用餐习惯。

在世外小
学，有两名专职
工作人员负责
食堂管理，和配
餐公司一起商
定学校每周食
谱。与此同时，
世外小学家委
会成员们也一
同参与管理，并
拥有对食堂进
行“飞行检查”
的权利。通过检
查，家长们也为
学生午餐提供
了好建议。有家
长提出，咸菜、
粉皮营养价值
不高，应该让孩子们少吃。家长
们普遍反映，孩子们爱吃油炸
食品，对此，学校严格控制油炸
食品在学生餐盘中出现的次
数，用红烧、清蒸、茄汁等烹调
方法唱主角。

张悦颖留意到，一年级新
生入校时，几乎每个孩子都十
分期待着午餐时刻的到来，但
是，学校伙食受到食品安全、
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
能像家里那样翻花样。时间一
长，孩子难免会觉得有些吃厌
了。为了“吊”起孩子们的胃
口，如今，在世外小学，每份午
餐都有两种主食，米、面、红
薯、玉米互相搭配，深受孩子
们喜爱。此外，全校各班每月
还会有一天到食堂用餐，“加
餐”令孩子们很兴奋。此外，一
门名为“'(()*+, -*./ 01+”的
课程也进入了该校拓展型课
程。在这门课课堂上，孩子们会
和老师一起包汤团、做寿司、做
比萨，并现场享用，通过舌尖上
的美味认识世界，了解不同地
域文化。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家长尝尝“还不错”
孩子抱怨“太难吃”

宠溺宠出“倒饭族”校方翻花样希望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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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孩子在

学校不好好吃午

饭# 放学路上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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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每天回家都要抱怨午饭难吃。营养午餐到底有多
“难吃”？近日，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家委会的10名成员
特意在不对学校做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分别到小学部和初中
部试吃了一顿营养午餐。但试吃结果却令家长吃了一惊：从
口味到搭配都算不错的营养午餐，为何遭到了学生的嫌弃？

校长张人利说，在家里，学生想吃什么，家长基本上都会
满足，而且吃得都太精细了。“太过宠溺，可能就是
造成孩子不良饮食习惯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