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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谱我作主

———以班本课程舌尖上的美食的实施为例

●郭素芬

　　

[摘要]幼儿园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课程游戏化的理念被诸多师生所青睐,每一位教师都需要将教师本位调整

为儿童本位,充分发挥班本课程的作用,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本文主要以班本课程“食谱我作主”为重点

进行阐述,首先分析班本课程舌尖上的美食活动价值,其次从设定问题情境,体现课程指导主题、凸显幼儿主

体地位,加快课程进展、细致评价与反馈,升华幼儿情感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班本课程“舌尖上的美食”

实施过程与思考,进一步鼓励幼儿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关键词]班本课程;幼儿园;食谱我作主;儿童立场

现
今，幼儿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应密切融合幼儿的

成长特点设计教学方案，在教学中体现出生动性和

趣味性，实现课程游戏化。 教师应从儿童立场出发，重视

幼儿全面发展，有的放矢地进行课程教学指导。 鉴于幼儿

园“美食”模块的学习指导情况，部分幼儿尚未形成良好的

饮食习惯，总会在饮食中出现不爱惜粮食、浪费粮食等现

象，为此教师需要以幼儿为中心设定学习主题，细致分析班

本课程指导要点，引导幼儿产生“食谱我做主”的思想意

识，从而不断强化幼儿园班本课程的教学指导效果。

班本课程舌尖上的美食活动价值

(一)树立幼儿健康饮食意识，形成美的感知。

在班本课程的实践中，教师设定“舌尖上的美食”这一

个主题，能够巧妙地发挥食物价值，促进幼儿深入接触食

物，了解食物内在的营养组成。 幼儿可以在“舌尖上的美

食”的实践中愿意主动挑选食物，形成正确的饮食认知。

幼儿拥有健康饮食的意识，才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同时

幼儿在进行“舌尖上的美食”的活动中组织幼儿细致交流和

沟通，幼儿能够直观看到多种食物，对幼儿的口感开发有积

极影响。 幼儿品尝食物期间，体会着食物的口味，强化其

对食物的感知和认知。 幼儿还会自主观察到食物的色彩以

及具体形状，显著强化了幼儿对美的感知。

(二)结合实践活动，促进幼儿提高社交能力。

舌尖上的美食的主题活动，每个幼儿都能够感受到制作

食谱的过程，在动手实践制作食谱期间，幼儿之间会互相沟

通，创造具备应用价值的食谱，调动幼儿参与主题活动的主

观能动性。 再者幼儿通过同伴之间的合作，无形中形成了

社交意识，幼儿互相倾听心声，学会表达自己的建议，拉近

幼儿和幼儿、幼儿和教师之间的距离，在班级中创设良好的

气氛，不断提高幼儿社交能力。

(三)培养幼儿对文化认知，拥有节约精神

通过美食班本课程，孩子们还能了解家乡的美食文化，

增强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感。 例如，可以开展“舌尖

上的美食”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了解家乡的自然风光、特

色美食等。 这种活动不仅能够拓宽孩子们的视野，还能激

发他们的爱家乡情感，培养他们的文化归属感。 另外舌尖

上的美食的活动中，教师会带领幼儿进行食物制作，品尝多

样化食物，幼儿能够珍惜粮食，减少浪费粮食的行为。 幼

儿愿意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在主题活动中学会感恩，不随

意倒掉食物，从而拥有了节约精神。

班本课程“舌尖上的美食”实施过程与思考

幼儿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午餐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

节，良好的就餐体验对幼儿身心成长带来积极影响。 然而

在部分幼儿园，会出现幼儿不愿意自主进餐、挑食、进餐慢

等现象，在如今课程游戏化理念的实施下，每一所幼儿园教

师都需要结合幼儿身心成长特点，全面研究教育指导存在的

问题。 教师应巧妙应用具备价值的课程资源，促使幼儿形

成正确的思想观念，端正幼儿进餐态度，利用宁都县客家美

食培养幼儿自主进餐的意识，包含红烧肉、霉豆腐、宁都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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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豆腐、擂钵空心菜与肉丸等多种类型，促进幼儿找到进餐

欢乐，切实处理幼儿进餐问题，由此扩展班本课程的涉及范

围，提高幼儿园指导有效性。

(一)设定问题情境，体现课程指导主题。

教师在“舌尖上的美食”实施中，需要以问题为出发

点，设定一些问题情境，精准化定位课程指导主题。 教师

首先应思考怎样增强幼儿对进餐的关注度，一些幼儿没有自

主进餐的意识，怎样指导幼儿？ 一些幼儿不了解食物的类

型和对自我身心成长带来的作用，怎样促进幼儿生成进餐兴

趣？ 可否带着幼儿对幼儿园食堂进行参观，深入了解食堂

中现有的人员以及物品呢？ 其次应思考食堂这个资源如何

呈现在幼儿面前，怎样带领幼儿聚焦食物？ 经过研究可以

发现，食堂引申的话题相对多一些，尤其是食堂的机器和食

物等，红烧肉、霉豆腐、宁都赖坊豆腐、擂钵空心菜与肉丸

等均是幼儿可以学习的资源，因此教师要引导幼儿爱上进

餐，适当给幼儿介绍多种食物的制作过程；再次幼儿应思考

按照怎样的形式给幼儿介绍食物，重点给幼儿强调食物具备

的哪些特征？ 通过幼儿的成长情况，教师可以优化课程指

导的流程，给幼儿介绍喜爱的食物、对身体发育有益处的食

物等，提高幼儿进餐欲望。 还可以和保健医生、幼儿园的

厨师交流，全面给幼儿阐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最后是思考

怎样处理众口难调的问题，教师应让幼儿了解到每个口味有

差异性，然而幼儿园是整体的学习生活，每个幼儿都应主动

进餐，不要挑食，进食促进自己健康发育的食物是最为关键

的，由此在多种问题情境的设定上，整理班本课程的学习资

源，便于有效实施班本课程“舌尖上的美食”。

(二)凸显幼儿主体地位，加快课程进展。

“舌尖上的美食”课程实施中，需要设定多个环节，逐

步促进幼儿对美食产生独特的兴趣，提高幼儿进餐意识和主

动性，包含几点。

(１)幼儿合作沟通。 教师给幼儿提出问题：小朋友们，

你们对已经进食的食物有怎样的看法吗？ 你们最喜欢吃什

么食物呢？ 幼儿纷纷回答：大明虾、肉丸子、酱棒骨、红烧

肉．．．．．．在幼儿给出的答案中，教师了解到幼儿没有充分对本

地区的美食产生强烈热情，那么在美食介绍中教师便需要扩

展幼儿接触食物的范围。 组织幼儿加入调查问卷，以“多

样的食物”为主题带领幼儿和家长共同参与，彼此之间互相

合作与研究。 幼儿能够更多地了解到食物类型，尤其是霉

豆腐、宁都赖坊豆腐、擂钵空心菜等，这些都是宁都县的美

食，便于丰富幼儿知识面。 教师追问：你们喜爱的食物是

相同类型的吗？ 怎么统计一下每个小朋友喜爱的菜系？ 在

师生互相交流之下，幼儿提出填写记录表的方法，这样可以

了解到幼儿普遍喜爱生菜、豆腐、空心菜和鱼排等食物。

在这一个阶段中，教师发现幼儿之间愿意交流，且每个幼儿

都可以充分地将自己喜爱的食物介绍出来，只不过对食物种

类的了解不足。 教师引导幼儿分析各种食物的特点，以

“香脆”、“香甜”、“嫩嫩的”等词汇教给幼儿，即便是部分

幼儿不愿意自主进餐，也会对喜爱的食物有更多的语言表

述。 由此教师鼓励幼儿进行小组合作与填写调查表，巧妙

地培养幼儿沟通意识和实践能力。

(２)探索食谱生成。 幼儿园教师应思考：怎样促使厨师

了解到幼儿普遍喜爱的食物种类？ 鉴于角色游戏的开展，

部分幼儿能够拥有自主制作食谱的意识。 教师可以利用信

息技术给幼儿呈现出多彩的食物图片，引导幼儿选择自己喜

爱的食物类型。 一些幼儿表明需要在餐盘中摆放一些食物

码，记录自己进餐的过程。 一些幼儿表明自己愿意即刻进

餐，甚至模仿“吃”的动作等，这样幼儿讲述了自己喜爱食

谱的类型，有蔬菜类、水果类和主食类等。 在这一个阶段

内，一些幼儿介绍了食谱中包含较多的肉、食物准备得比较

多，不能完全吃没。 然而幼儿都可以在游戏中分享自己的

建议，此时幼儿应研究幼儿自主制定的食谱是否可行？ 怎

样科学评价幼儿制作食谱的结果？ 幼儿和教师互相沟通期

间，幼儿可以对喜爱的食物调整为我希望进餐的内容，对多

种食物类型结合起来，充分扩展幼儿交流的范围。 幼儿能

够满足于制定食谱的场景，主动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可是依旧有一些幼儿没能形成科学搭配食物的意识，

出现了制定食谱的不恰当问题，所以应和保健医生交流，共

同和幼儿深入对话，转变幼儿对进餐的不良思想观念。

(３)科学制定食谱。 幼儿园教师在“舌尖上的美食”课

程指导中，及时得到保健医生的帮助，保健医生基于专业化

知识技能设定了科学膳食的方案，以图片的形式呈现在幼儿

面前，细致化给幼儿讲解。 引导幼儿了解到人体的生长中

需要哪些食物，有水果蔬菜、油脂类食物、谷物类等，幼儿

可以直观地分析到人体生长需要较多的谷类作为支持、需求

的油脂类食物并不多。 之后幼儿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我

们已经制定的食谱中蔬菜和水果比较多；我觉得我们需要多

吃一些薯条和汉堡，这些食物是我们喜爱的；我们需要少吃

一些冰激凌，因为这些食物比较凉．．．．．．教师和保健医生均引

导幼儿再次分析如何制定科学的食谱，给幼儿介绍一荤两素

一汤的作用。 在周末休息时，还可以号召幼儿家长和幼儿

一同买菜，研究菜的分类，帮助幼儿积累更多制定食谱的经

验。 在第二周制定食谱的过程中，教师还要给幼儿准备好

彩纸和吸盘等，鼓励幼儿在制定食谱之后绘画出自己感兴趣

的食谱，稍加修饰和处理，以身心健康营养的提供为基础得

到最为科学的食谱。 在这一个阶段，保健医生给幼儿进行

专业化指导，体现出制作食谱指导的专业性特征，幼儿的认

知也逐步出现转变。 幼儿可以在制作食谱中感受到健康营

养的意义，愿意自主进餐、不浪费粮食。 为了帮助幼儿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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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准备的食物量，可以提供给餐盘，包含多个区域，比

如上面有三格、下面有两格，幼儿可以将主食、菜和水果等

一一放在对应的区域内，不仅树立了全新的进餐认知，还丰

富幼儿生活经验。

(三)细致评价与反馈，升华幼儿情感。

通过“舌尖上的美食”课程研究，每个幼儿都懂得了营

养的合理搭配，愿意在制定食谱中广泛调查和一致的思路，

教师可以深深地了解到：幼儿制作的食谱中，有荤素搭配的

科学性和均衡性，保健医生也能够让幼儿产生物“量”的意

识，将幼儿下个星期的食谱完美制作出来。 教师需要引导

幼儿及时评价和反馈，分析制作食谱的重要技巧，如何保持

自己的身体健康。 随后引导幼儿和食堂的厨师交流，给出

下个星期的食谱，厨师带着幼儿参观食堂的操作间，幼儿体

会到如何将生的食物制作为熟的食物、怎样进行煎蒸炸煮

等，增加幼儿亲身体验的幸福感。 每个幼儿都可以感受到

多人合作的快乐，需要在生活中珍惜粮食。 接下来教师统

计了幼儿下个星期进餐的情况，惊奇地发现幼儿改变了不良

习惯，每个幼儿都能够津津有味地进餐，感受进餐带给自己

的快乐。 这一个阶段，幼儿和厨师介绍自己制作的食谱，

一旦得到了厨师的认可，幼儿心中便会生成较多的自豪感，

期待着自己食谱被制作出来的样子。 幼儿在互相交流和探

索中，将“舌尖上的美食”课程活动推向高潮，幼儿在心中

不由播下了制作食谱的种子，愿意为了自己和其他幼儿的身

体健康负责。

结束语

在幼儿的成长发育中，应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幼儿园

教师要注重让幼儿知道营养均衡的必要性，这也是全社会共

同关注的主题。 教师应设计行之有效的“食谱我做主”相

关的课程主题，细致观察幼儿进餐习惯，一旦发现幼儿出现

偏食现象，便需要及时用专业化知识点拨幼儿。 引导幼儿

在课堂上互相交流，强调科学食谱的作用和价值，由此确保

幼儿成长的需求，鼓励幼儿提出自己的建议，调动幼儿主体

意愿，确保幼儿可以在班本课程的实践中体会到快乐，分享

自己的进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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