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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请分别仔细看一看两块面包，根

据感受选择并打分。”

“请戴上眼罩，分别轻轻摸一摸、捏

一捏两块面包，根据感受选择并打分。”

“请捂上耳朵，分别咬咬两块面

包，根据嘴巴和耳朵的感受选择并

打分。”

……

在“知味杭州”亚洲美食节“美食与

食育”论坛现场，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近30位二年级学生在教师带领下，分

别用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认真

感受和品尝两块完全不同的面包。

“吃一块面包而已，真有必要这么

费劲吗？”在场有家长提出自己的疑问。

中国食育倡导者行动发起人吴敏

说：“作为妈妈，我希望下一代更多地了

解食物知识，对于食物的感受不再是简

简单单‘好吃’二字。因为我相信，面对

食物的态度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

识味知食，从娃娃抓起
2017年，浙江工商大学食品科学

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团队联合中国食

育倡导者行动“食话”，在分析杭州上千

个家庭饮食现状调研数据的基础上，从

基础食物教养和食品科学知识普及入

手，进行食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目前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食品

教育，但如果我们只做简单的知识传

授和灌输，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

一个更快乐的课堂，从简单授课、知识

灌输，到感官训练，意味着学生多项能

力的提高。”国际食品科学研究院院

士、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饶平凡如是说。

饶平凡是食育课程设计的带头

人，他认为在物质丰盈的时代，“怎么

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不识字读

不了书，很多人不识味却在乱吃饭。

他说：“‘感官食育’是这个食育课程体

系的重点，将原本应用于成人的感官

训练运用到教育上，融入到学生们的

课堂中，从而提高学生的辨食力、言食

力、创食力、美食力和悦食力。”

作为食育课程试点学校之一，杭

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为学生建立

了农庄，学生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农庄

里种植蔬菜水果，和泥土接触，直接

感受植物的生长过程，并在食堂里完

成食物的烹饪。

“每个学期，学生们都可以在食育

课中接触到不同与食物相关的主题，

比如‘好吃的蔬菜’‘看不见的油脂’

‘感官五味’等。我们发现，当学生了

解越来越多的食物知识，以及具备辨

别食物的能力以后，也促进家长、教

师、学校等多个层面更加重视食品安

全问题。”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校

长陈民仙总结道。

据“食话”发布的《2018年杭州市

小学生食育教学发展评估报告》，在杭

州市3所“食育课程”试点学校中，学

生在食物营养知识储备、食物选择能

力、健康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有显著的

提升及改善，其中拥有良好饮食习惯

的学生比例从 9%提高到 82.3%。有

不少家长表示，以前孩子只吃自己喜

欢的食物，喜欢什么就吃什么，现在会

和家人讨论食物的荤素、干湿搭配等

问题。

在论坛现场，有教师从上海前来

取经，也准备在自己学校里开设食育

课程。问及原因，她告诉记者：“我所

在的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有许多学

生初高中就会出国留学，开展食育课

程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文化自信，用食

物去标记他们的‘中国心’。”

多方合力，创立中国特色食育体系
“如果你这次考试考得好，那妈妈

就奖励你吃零食。”

“妈妈让我吃什么，我偏偏不吃

什么。”

“奶奶说吃这个对身体好，妈妈却

不让我吃，我该怎么办？”

……

这些都是日常家庭生活中常常能

听到的对话。在青少年食育情况调查

中，“食物奖励行为”“跨时代饮食观念

冲突”等成为不断出现的高频词汇。

“三代同堂情况下，餐桌营养搭配

权力往往由上一辈掌握，随着越来越

多的90后成为父母，这其中产生很多

矛盾，比如家长的很多食育知识亟待

更新，导致大部分家庭的厨房很难成

为小学生勇于探索和满足好奇心的地

方。”吴敏指出。

为让厨房与餐桌更好地成为亲子

沟通的重要场合，此次论坛现场发布

了一款亲子食育桌游——《了不起的

小饭桌》食育盒子。这是一个面向家

庭场景的食育解决方案，能够让学生

在和父母互动的过程中，从生产、消

费、烹调到食用等各个生活场景出发，

认识食物、食物与文化、食物与烹饪，

以及食物感官感受与人的关系。

“饮食除生理机能的需要，更是传

递餐桌礼仪和家庭教养的直接载体，

从吃饱到吃好，任重而道远。”杭州市

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刘长征强调，

“需要社会各界一起联动，一起助力，

从而推动食育在中国发展，创立中国

特色的食育体系。”

据报道，日本于2005年7月实施

《食育基本法》，以家庭、学校、保育所、

地域等为单位，将食育作为一项国民

运动在全国普及推广。到2010年度，

关心食育的国民人数占70%～80%；

不吃早餐的国民，儿童从 4%降到

0%，20岁一代男性从30%降到15%；

具有食品安全具体知识的国民达

到 60%。

在对话中，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副理事长丁钢强指出，2016年我国

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

中就提出引导合理膳食，加强食育，促

成健康生活，从国家政策层面强调食

育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公众对食

物的了解有很多误区，而食育就是为

给公众一个机会，让他们对食物安全

有一个更加客观的了解，食育必将为

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论坛现场听众中还有来自杭州第

一技师学院烹饪班的学生，他们表

示，学习一些正确的食育知识，可以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人与自然、食

物、厨房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大

的职业空间。

上一代人吃饱，下一代人正学习用舌尖思考
□杭州市东园小学
陈翩翩

自修课，我身边围着好

几个学生在订正作业，又有

学生来告状，说小雨转过身

去动小凯的文具，或是去打

扰小鑫写作业。

我突然有些恼火，对小

雨喊道：“你好好写作业，这

张没写完你今天不要回家。”

我低下头批了几张卷

子，小凯举手，说小雨在他

的桌上乱涂乱画。

我起身过去看，小凯的

桌上被铅笔、彩笔涂得乱

七八糟。

我火冒三丈，正准备朝

小雨劈头盖脸数落一通，转

念一想，我从来没和他有过

心与心的交流啊，或许他有

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我立马冷静下来，把他

拉到讲台边，问他为什么要

这样。

“因为我不喜欢他。”小

雨说。

我没有急于反驳，接着

问：“为什么？”

“因为他长得丑。”他立

马回答。

我本来以为，上课时小

凯总是很直接地指出小雨

发言的错误，这应该是小雨

讨厌小凯的理由。可我万没有想到，小雨

的回答是这样的，而且小凯其实是一个长

得非常帅气的男孩。

我脑子飞速转了一下，又问：“那小雅

说你上课总影响她，或者靠在她身上，或

者拿她的铅笔，你觉她也长得丑吗？”

“是的。”

我更疑惑了，他会不会是在乱说？因

为小雅长得十分标致。

“那你觉得班里谁长得好看？”

“小溪。”

“可是小溪太矮了，陈老师不能让他

坐到后面和你同桌……”嘴上说着，我心

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随即看着他问：“你

是不是不喜欢老师？”

“是的。”他脸有些发红。

这个答案让我有些难过，但我继续用

温和的语气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长得丑。”他看着我，毫不

掩饰。

我始终认为，学生古怪的想法背后，

一定有原因可以解释。于是，我请他说

说，到底为什么讨厌我。

他不语。

我语气变得低落：“陈老师一直很喜

欢你，但你却不喜欢陈老师。我很难过。”

他眼眶红了，泪光闪烁：“因为你总是

烦我，上课的时候你烦我。”

我终于想到了，为了提醒他认真听

讲，上课时我总是当着全班点他的名，叫

他起来回答问题，或者直接让他站起来，

等等。

他偶尔会反抗，我就十分生气，批评

过他。

我又想到，这实在是一个缺乏胆量的

孩子，尤其害怕当众说话，一个月里的发

言量很少，每次发言的声音也非常小。但

是这样一个疏于表达、好面子的学生，却

被我逼得必须屡屡站起来发言。

我深深地意识到，是我做错了，伤害

了学生的自尊心，难怪我会失去他的喜爱

与信任。

想到这儿，我立马拉住他的手，看着

他的眼睛对他说：“陈老师很喜欢你，所以

会一直非常关注你，特别是上课的时候。

你一发呆，陈老师就注意到了，就提醒

你。当然，可能提醒你的方式有问题，陈

老师不该直接点你的名字，不知道这让你

不舒服了。现在，请让我和你说声对不起。”

他安静地听我讲着，大眼睛忽闪

忽闪。

“以后，我不会再这么做了。我会用

其他办法提醒你，比如摸摸你的脑袋。你

要记住，这是陈老师给你一个人的信号。

如果上课的时候你收到我的信号，你会怎

么做？”

“我会立刻坐端正听课。”他露出了笑

容，我也对他竖起大拇指。

最后，我还是要回到正题：“你在小凯

的桌子上画画，这个行为怎么样？”

他又沉默了。

“桌子是公物。”我提醒道。

“我不应该在桌子上画画。”他躲开我

的眼睛，两只小手握得很紧。

这次我没有作声，把他拉到怀里，手

把手地教会他如何用橡皮把课桌擦干净。

当我批改完学生的作业，抬头朝小雨

的方向望去，我看到那张桌子洁白如新。

我笑着向他点点头。

你
是
不
是
不
喜
欢
老
师
？
是
的
！

宝宝不开心 不想来上学
□杭州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金 宵

不论受到的是表扬还是批评，乐乐

的脸上都写着“宝宝不开心”几个字，似

乎没有教师能对她的胃口，似乎情绪永

远处于关机状态。

一开始，我尝试用女教师特有的温

柔去打动她，无果；再后来，我尝试跟她

沟通学习之外的事情，依旧碰了一鼻子

灰。她心门紧闭，任凭我在门外循循善

诱，她除了冷漠之外没有其他反应。我

只能用“性格如此”来安慰自己，渐渐不

再去尝试。

“金老师，今天乐乐要迟到一会

儿。”早读时间，乐乐妈突然发来消息。

“是身体不舒服吗？”我连忙询问。

“昨晚作业没做完，今早怎么说都

不肯起床，骂也没用，就是不要去学校，

在床上哭闹。”乐乐妈发来长长的一段

语音，带着无奈与疲惫。

此时此刻，哪怕是隔着屏幕，我也

能感受到一个母亲内心的无助感和挫

败感。我先回复了3个“拥抱”表情。

“她不愿来上学确实挺让人担心

的。”我接纳乐乐妈的情绪，接着劝她，

“乐乐不愿来学校可能是害怕老师批

评，或者是觉得在同学面前丢面子。如

果在她情绪还很激动的时候给她讲道

理，她肯定听不进去。所以先不要勉强

她，等她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再跟她心

平气和地聊一聊”。

我一直赞同“先处理情绪，再处理

问题”的正面管教策略，因此没有强硬

要求乐乐必须来学校，而是想让孩子的

负面情绪宣泄出来，慢慢恢复冷静，恢

复正常思考能力。

上午第三节课时，我正在上课，乐

乐突然出现在教室后门。

她没喊“报告”，我点头允许她进入

教室，走到自己座位上。透过窗户，我

看到乐乐妈在走廊徘徊。

我以为她只是担心孩子，想多看几

眼，可是5分钟过去了，她还没有离开。

于是我让学生们先做相关练习，然

后推门出去。

乐乐妈马上迎上来，大倒苦水：“金

老师，怎么办啊？我真的拿她一点办法

都没有。”

原来，早上乐乐妈在乐乐情绪稳定

下来之后，说服她返校。但就在校门

口，乐乐突然反悔了，再次任性地哭闹。

乐乐妈说着，眼泪竟夺眶而出。

那一刻，我也深感无助。作为一个

班主任，作为一个学习过心理学的教师，

我甚至有点痛恨自己的无助。但我还是

想再试着跟乐乐沟通，慢慢地帮助学生

处理自己的情绪，学会理性地自我分析。

午间整理的时候，我拉着乐乐的

手，把她带到“亲亲心灵港”个辅室。

在沙发上坐定，我问：“现在心情怎

么样？愿意和我聊一聊吗？”

她板着小脸回应道：“聊什么？”

我暗自庆幸，至少这个回答表示并

不抗拒。“聊什么都可以啊，说说你最近

开心的事，让你烦恼的事。”

“老师，你直接切入正题吧。”她说。

这一招打得我猝不及防，乖乖，她的

防备心如此之重。我仍强装淡定：“正

题？没什么正题，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而已。”

她没有回应我的话，显然依旧没有

放下防备。

我便反问：“那你觉得正题应该是

什么呢？”

“肯定是我妈又向你告状了。”她似

乎已确认我是奉她妈妈的命令来“声

讨”她的。

我笑了：“你妈妈只是说了你早上

说过的一句话，我对这句话有点好奇。”

“哪句话？”

“你说过什么话呢？”

“我说，我不想来上学。”

对于她这突如其来的坦诚，我着实

又吃了一惊。

“如果1分代表有一点点不想来上

学，10分代表极其不想来上学，你给自

己打几分？”我尝试用最近学习到的

CBT认知行为疗法相关知识来沟通。

“9分。”她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在心底长舒一口气——还好，还

有希望。

“啊。这么高的分啊，剩下那一分

为什么幸存下来了呢？”我接着聊。

“啊？”她似乎被这个问题噎住了，

思考良久才说：“因为在学校可以和小

甲一起玩。”

我知道，小甲是她的好朋友。

“是啊，如果真的不来学校，就没办

法和小甲一起玩了呢。”我说。

“那我可以周末约她一起玩啊。”她

不以为然。

“那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你做什

么呢？”

“我可以睡懒觉啊，睡到自然醒，然

后吃饭，出去玩啊。”她笑着回答，似乎

这理想中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你只能自己一个人玩，小甲可

是在上学。”我提醒她。

“那我就找其他人玩啊。”她说。

“周一到周五白天，你的同龄人都

在做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我，但我相信她一定知

道答案。

“那我就周末再去找小甲。”话题又

转到周末。

“可以啊，周末一起玩，那你们以前

周末在一起都会做什么呢？”我继续提问。

她突然有些沮丧。

“如果你不去学校，就不用做作业

了，对吗？”我跟她确认。

“嗯。”她说。

“那你们在一起都聊些什么呢？”

“……也没什么。”虽然嘴上没说，

但我猜想，她脑海中浮现的应该是同

学们。

看她有些低落，我转换话题，现身

说法，给她讲我读书时英语成绩从8.5

分逆袭到120分的故事，同时和她分享

林肯的一句话：“我走得很慢，但是我从

不后退。”

比起故事的励志性，她更感兴趣的

似乎是我的分享本身。她的情绪明显

好起来，笑容生动地绽放在她的脸上。

“现在你能打几分？”

她犹豫片刻：“7分吧。”

我不知道从9分到7分，这下降的

2分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此后，

乐乐再也没有不想来上学。

这个“不开心宝宝”，也慢慢学会了

嘴角上扬。

风起时
（水彩）

裘 杰 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