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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南昌师范学院、江西省食

育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金平、谢康、谭彩丹、夏克坚、罗明洪、帅良、李曦晖、徐俪恒、汪健健、

李卓凡、陶凤庭、彭小强、杨璇、罗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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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育工作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食育工作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食育教学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江西省内中小学、幼儿园食育工作管理，大中专院校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99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JGJ 39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育 food education

以食物为载体的各种教育，包括但不限于食物来源与生产、食物安全与营养、饮食习惯与文化的教

育。致力于培养出具备食文化理解力的、有良好饮食习惯的、能过健康饮食生活的、能与自然环境和谐

相处的个体。

3.2

学校食育 school food education

学校组织开展的各种食育活动。

3.3

食育教学 food education teaching

以培养学生食育观念、培育中华饮食文化自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的教学行为。

4 基本要求

4.1 场地要求

4.1.1 幼儿园应按照 JGJ 39 的要求进行建设，中小学应按照 GB 50099 要求进行建设。

4.1.2 应具有满足教学课程和实践活动的场所。

4.2 组织和人员要求

4.2.1 学校组织架构完善，设有食育工作管理委员会，校领导任委员会主任，食育教师和其他食育人

员任主要成员，并能够定期组织参与食育工作会议。

4.2.2 应根据学生人数配备专兼职的食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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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专或兼职食育教师须具备教师资格证或大专以上食品、生物、医学、教育等相关专业背景，每

年至少参加 1次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组织的省级及以上食育相关培训，并通过考核。

4.2.4 应明确食品安全副校长、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负责日常食品安全检查，营养

配餐和管理，推广合理膳食理念，对膳食营养均衡进行咨询指导。

5 食育教学

5.1 教学理念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尊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结合本地食品特色和文化特点，坚持科学、严谨、

通俗、可行的理念，将食育纳入相关课程设计中，鼓励单独开设食育校本课程。

5.2 教学目标

以食物为载体开展综合性教育，让孩子获得有关“食”的知识和选择“食”的能力，培养出懂得敬

畏生命、感恩自然、恭谨谦让、勤俭节约、具备食品安全意识、了解传统饮食文化、拥有良好饮食习惯、

能过上健康食生活的人。

5.3 教学内容

5.3.1 根据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习阶段所需知识，由低到高设置八个阶段的食育课程：

——阶段一（幼儿园小班阶段）；

——阶段二（幼儿园中班阶段）；

——阶段三（幼儿园大班阶段）；

——阶段四（小学 1-2 年级阶段）；

——阶段五（小学 3-4 年级阶段）；

——阶段六（小学 5-6 年级阶段）；

——阶段七（初中阶段）；

——阶段八（高中阶段）。

5.3.2 将食育主要知识点合理分配到各阶段中，八个不同的阶段相互衔接，完成食育课程目标。各阶

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如下：

——阶段一（幼儿园小班阶段）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阶段二（幼儿园中班阶段）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阶段三（幼儿园大班阶段）应符合附录 C 的要求；

——阶段四（小学 1-2 年级阶段）应符合附录 D 的要求；

——阶段五（小学 3-4 年级阶段）应符合附录 E 的要求；

——阶段六（小学 5-6 年级阶段）应符合附录 F 的要求；

——阶段七（初中阶段）应符合附录 G 的要求；

——阶段八（高中阶段）应符合附录 H 的要求。

5.3.3 学校食育工作要营造食育氛围，可通过海报、展板、电子屏等形式在全单位范围内宣传相关知

识。宣传设施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立有食育宣传栏，并每学期至少更新 1 次内容；

——学生就餐场所张贴食育科普宣传资料；

——学校电子屏定期播放食育科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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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每学期在本校官方宣传平台发布 5 次以上食育工作宣传内容。

5.4 教学形式

5.4.1 每学年定期给学校师生组织至少 1 次食育相关知识培训。

5.4.2 保证幼儿园每月两次、中小学每学期一至两次食育相关活动。

5.4.3 食育活动形式包含但不限于讲座、研学游、科普电视节目、科普读物、科普小视频、食品加工

厂或农场参观旅游、食物营养知识竞赛或辩论赛、会议、食育类亲子活动、食育实践活动等。

5.4.4 每学年至少组织 1次食育相关知识竞赛，鼓励各学校各年龄段的学生参赛。

5.4.5 面向教职工及学生家长开展食育相关知识活动，如科普文章推送、主题讲座、家长沙龙等。

5.4.6 在保证食育内容科学、准确的基础上，鼓励自由发挥，不断创新食育教学形式。

5.5 教学平台

学校应具备至少 1 个可开展食育教育活动的平台（如示范园、体验馆、食育教室、实践场所等），

平台及场所可单独建立，也可与企业及其它社会组织合作建立。

5.6 教学评价

5.6.1 每学期定期对学校食育工作相关内容进行评价，包括但不限于教师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情况、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环境、教学管理等方面内容。

5.6.2 评价以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过程性评价包含食育活动中教师对食育活

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学生在参与食育活动中的行为、表现、技能进行观察记录，可以通过记录评价、档案

评价、小组互评等多种方式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进行评价。终结性评价指在每学期末采用问卷调查、

家长访谈、自我评估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客观的终结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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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阶段一（幼儿园小班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A.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初步认识简单常见食物和生态环境；

——养成基本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

——形成对中国重要传统节日的初步印象。

A.2 基本内容

A.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A.2.1.1 初步认识简单常见食物。

A.2.1.2 初步认识本地常见食物的生态环境。

A.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养成基本的个人卫生习惯（正确的洗手和刷牙方式）。

A.2.3 饮食习惯与文化

A.2.3.1 养成基本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

A.2.3.2 初步认识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重要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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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阶段二（幼儿园中班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B.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初步了解常见食物的基本生长环境和生长过程；

——知道基本食物分类；

——养成良好饮食卫生习惯；

——初步认识常见食品安全问题；

——知道基础的餐桌技能；

——初步培养对中国重要传统节日食俗的兴趣。

B.2 基本内容

B.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B.2.1.1 初步了解水稻、小麦、玉米谷作物、蔬菜等常见食物的基本生长环境和生长过程。

B.2.1.2 知道常见食物的分类，意识到各类食物在生长发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B.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初步认识常见食品中的细菌、真菌、病菌等微生物及其健康风险。

B.2.3 饮食习惯与文化

B.2.3.1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少喝饮料；认真进食，细嚼慢咽等）。

B.2.3.2 知道用筷方式、餐桌基础技能，如餐前摆放餐具、餐后收拾餐具等。

B.2.3.3 初步认识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重要传统节日食俗，并培养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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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阶段三（幼儿园大班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C.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认识常见食物生长的生态环境；

——认识食物营养价值；

——认识基础的食品安全问题；

——知道简单的烹饪制作技能。

C.2 基本内容

C.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C.2.1.1 认识食物生长的生态环境和生长季节，懂得对自然的敬畏。

C.2.1.2 知道常见食物的生长过程和采摘、加工、食用方法。

C.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C.2.2.1 认识常见的高风险食物（如腐败变质的、野生的、未煮熟的食物）和可能带来的风险。

C.2.2.2 认识常见的食物过敏原。

C.2.2.3 了解中国学龄前儿童膳食宝塔。

C.2.2.4 能初步区分健康与不健康的食物。

C.2.2.5 了解生活中常见食物的营养价值。

C.2.3 饮食习惯与文化

C.2.3.1 知道简单的烹饪制作技能。

C.2.3.2 认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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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阶段四（小学 1-2 年级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D.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初步认识常见本地食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初步认识常见食物的营养价值和科学的食用方法；

——了解中国学龄儿童膳食宝塔；

——初步认识食品中的各类风险；

——知道简单的食材粗加工方法，了解中国传统和本地饮食文化。

D.2 基本内容

D.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D.2.1.1 观察大自然，认识常见本地食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D.2.1.2 初步认识常见食物的种植方法。

D.2.1.3 初步认识食物的采购要点。

D.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D.2.2.1 初步认识食品中常见的各类风险（如微生物、天然毒素、农残兽残）。

D.2.2.2 初步认识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

D.2.2.3 初步认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宝塔。

D.2.2.4 能进行简单的食材粗加工，掌握日常简单烹饪工具、器皿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D.2.3 饮食习惯与文化

D.2.3.1 知道健康饮食、饮食卫生习惯的基本常识和要求。

D.2.3.2 感知中国优秀传统饮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有亲切感。

D.2.3.3 认识中国传统节日节气以及饮食习俗。

D.2.3.4 了解家乡本地的代表性食物和主要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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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阶段五（小学 3-4 年级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E.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知道常见本地食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知道人体所需营养素知识，认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宝塔；

——养成健康的饮食卫生习惯；

——知道食品中的各类风险；

——知道简单食物制作方法，了解中国传统和本地饮食文化、食品历史典故。

E.2 基本内容

E.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E.2.1.1 了解常见本地食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阶段的生长环境。

E.2.1.2 选择当地 1-2 种常见蔬菜进行种植，形成尊重自然、科学劳动的观念。

E.2.1.3 认识常见食物的生长过程及常见食物的种养殖方法。

E.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E.2.2.1 知道食品卫生常识，临期过期食品对身体的影响（如不吃不洁、腐败变质食物，生吃水果蔬

菜前要洗净，购买食物前要看清保质期及生产日期等）。

E.2.2.2 熟悉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及人体所需的主要营养素。

E.2.2.3 认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宝塔。

E.2.2.4 初步认识烟酒对健康的消极影响。

E.2.2.5 学习简单的凉拌、蒸、煮等烹饪方法，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E.2.3 饮食习惯与文化

E.2.3.1 养成健康的饮食、卫生习惯，关心公共卫生。

E.2.3.2 初步了解江西本地饮食特点和赣菜文化。

E.2.3.3 了解本地特色食物来源和历史典故。

E.2.3.4 初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感受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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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阶段六（小学 5-6 年级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F.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知道常见食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熟悉人体所需营养素知识，熟悉中国学龄儿童膳食宝塔，实现合理膳食；

——养成健康的饮食卫生习惯；

——知道食品标签的知识；

——学习降低食品中各类风险的方法；

——学习食物制作方法，了解中国传统和本地饮食文化、食品典故。

F.2 基本内容

F.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F.2.1.1 知道常见食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F.2.1.2 熟悉当地 1-2 种常见蔬菜种植方法，感受劳动的艰辛，懂得珍惜劳动成果。

F.2.1.3 认识当地的江西省地理标志产品，了解知名地理标志产品的生长过程。

F.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F.2.2.1 学习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方法。

F.2.2.2 学会阅读食物营养标签，认识生活中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F.2.2.3 认识烟酒对健康的消极影响，过期临期食品对生命的影响，宣传并践行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

F.2.2.4 知道根据学龄儿童膳食宝塔搭配一顿营养均衡安全的饮食。

F.2.2.5 知道用简单的炒、煎、炖等烹饪方法制作 2-3 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蛋、煎鸡蛋、炖骨

头汤等）。

F.2.3 饮食习惯与文化

F.2.3.1 养成健康的饮食、卫生习惯，自觉维护公共卫生。

F.2.3.2 知道江西代表性食物的来源和历史典故。

F.2.3.3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主要代表性成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就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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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附 录 G

（规范性）

阶段七（初中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G.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知道食品生长环境的保护；

——知道常见的加工食品，膳食与健康的关系；

——知道常见营养相关疾病的防控方法；

——知道食品中的各大风险类别和预防方法；

——知道全国各地的饮食文化。

G.2 基本内容

G.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G.2.1.1 知道食物生长各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

G.2.1.2 体验当地常见的种植、养殖等生产劳动。

G.2.1.3 知道常见的加工食品以及食品的生产过程。

G.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G.2.2.1 知道食物中的几大风险类别和预防食源性疾病（包含食物中毒）的方法。

G.2.2.2 知道食物中的致癌物、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基本知识。

G.2.2.3 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应用，合理搭配饮食，能够独立制作午餐或晚餐中的 3-4 道菜。

G.2.2.4 知道烟草和酒精的危害和拒绝技巧，毒品的危害和拒绝技巧。

G.2.2.5 初步认识膳食与健康、疾病防控的关系。

G.2.3 饮食习惯与文化

G.2.3.1 形成健康、文明的饮食生活习惯，懂得生命的意义，热爱生活。

G.2.3.2 知道全国代表性地域饮食文化特点及中国八大菜系特点。

G.2.3.3 知道全国代表性食物的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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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阶段八（高中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

H.1 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深入理解食品生态环境的基本防治知识，知道种植基本技能；

——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了解健康的膳食模式；

——认识饮食习惯和慢性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了解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领略世界饮食文化的魅力。

H.2 基本内容

H.2.1 食物来源与生产

H.2.1.1 深入了解我国食物生长生态环境的防治知识，从源头开始保护。

H.2.1.2 体验当地常见的种植、养殖等生产劳动，知道常见种植、养殖基本技能。

H.2.2 食物安全与营养

H.2.2.1 知道食物中毒后的应急处理方法。

H.2.2.2 知道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如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

H.2.2.3 理解不良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与慢性病（如肥胖、心脏病、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和骨质疏

松症等）发生的关系。

H.2.2.4 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应用，能够根据家庭成员身体状况设计一日三餐食谱，合理搭配饮

食并能够独立完成制作。

H.2.3 饮食文化

H.2.3.1 深入了解中国饮食特点。

H.2.3.2 了解世界代表性国家或地区饮食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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