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祖辈教育方式促进小班幼儿良好进餐习惯的实践研究

一、 研究背景：

（一）父母对子女的亲子教育与祖辈对孙辈的隔代教育是家庭教育中的两种主要

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加快，

事业、进修跟照顾子女争夺时间；另一方面，很多祖辈在退休以后照顾孙辈的时

间比父母多，祖辈对家庭教育的介入，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今年我班是新小班，通过家访了解到我班幼儿有 80%以上的幼儿是跟着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长大的。在隔代的教育中，祖辈更注重对孩子在生活习惯上的

包办，大多数的祖辈都比较宠溺第三代的孩子。孩子和祖辈接触的时间较长，接

送幼儿基本也是以祖辈为主。

（三）近 2个多月对新小班幼儿入园后的观察，我班 85%以上的孩子存在挑食、

偏食现象，，他们自我服务能力较弱，而多数孩子的生活起居，在入院前的用餐

方式都是在祖辈的教养之下进行的，很多孩子的用餐行为和用餐习惯都不尽如人

意。

二、研究的内容和成果

（一）小班幼儿进餐习惯现状

我班孩子小班来园一个月，对幼儿午餐进餐情况的了解和观察，我发现我班

幼儿有比较严重的不良的进餐习惯，经过和家长的沟通，发现我们班级有很多孩

子在三岁之前由祖辈喂养的居多。

于是，教师自行设计有关祖辈家长对自己孩子教育方式上如何培养的系列问

题，通过问卷的形式向祖辈家长进行调查，了解掌握祖辈家长的教育方式。发放

27张问卷，回收 27张，回收率 100%。

通过对问卷的整理，以及教师对幼儿在园进餐情况的了解，发现了以下几个

问题：

1、我班有 25名幼儿来园之前生活由祖辈教养，占全班 92%。

2、25名幼儿中 12名幼儿能独立进餐，占 48% 。13名幼儿由祖辈喂养，占 52%。

3、14名幼儿不爱吃素菜，占 56% 。

4、5名幼儿吃菜品种单一，占 20%



5、9名幼儿不会用正确的方法用勺，占 36% 。

6、1名幼儿需要边吃饭边喝水，占 4% 。

7 、7名幼儿饭前喜欢吃零食，占 58%

（二）对小班幼儿不良进餐习惯原因的分析

1、分析幼儿：

3岁之前的孩子自我意识比较强，有的孩子偏爱吃喜欢的食物（如零食、糖

果、肉类），对不爱吃的食物（如绿叶蔬菜、木耳、菇类）就会非常的抗拒；有

的孩子吃的品种比较单一，久而久之，对其他的食物不感兴趣；还有的孩子不愿

尝试幼儿园里对他们来说没吃过的“新”食物，只吃家里常吃的食物。

2、分析家长：

祖辈家长在教育隔代时，往往更注重孩子的健康和生活上的照顾，加上他们

都已经退休或者已经不承担工作，有相对充足的时间、精力，在照顾孩子时就会

更加细致、尽心。但是由于他们是为子女照顾下一代，特别害怕万一出差错不好

向孩子的子女交代，因此会更加宠爱，甚至是放任孩子。所以，祖辈对第三代的

到来往往表现地格外宠爱，往往孩子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孩子爱吃什么，就盯

着什么给孩子吃。有的祖辈家长怕孩子自己吃不干净，就代替孩子的小手去喂养

孩子，造成孩子“饭来张口”，导致幼儿养成不会自己独立进餐，正确拿勺子的

习惯。

（三）对祖辈家长采取“促进幼儿良好进餐习惯的”指导方式

1、现场观摩，发现问题

召集幼儿祖辈家长，来园观摩幼儿在园用餐的实际情况，深入第一现场了解

孩子在园进餐的现况。在观摩中，家长进行了纵向比较，发现了孩子在进餐时存

在的问题。（如偏食、不能独自进餐、不能用正确的方式拿勺、吃菜品种少，不

能将自己的饭菜吃完），所以在活动结束之后，就可以看到自己孩子在园的用餐

情况，可以立刻让家长进行比较。

2、沙龙互动，个别访谈

以“我谈孩子‘吃’的问题”为题，召开祖辈家长沙龙活动，通过教师与祖辈家



长面对面访谈，并进行记录，获取家长需求的最直接资料。通过说一说、谈一谈，

了解孩子在家吃饭的情况。对一些普遍存在的用餐习惯的问题提出一些指导性意

见。在互动中，达成家园一致的共识的目的。

活动反馈：

参与的家长都是祖辈家长，针对孩子的吃饭问题，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因

为孩子在家的用餐都在祖辈家长处，对指导他们的工作比较有实质性的价值。

在互动中，家长进行了纵向比较，发现了孩子和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表示能尽

量做到家园步调一致性。

家长的反应很热烈，讨论的安排也是比较紧凑的，本次主题因为是孩子的吃

饭问题，所以在活动结束之后，就可以看到自己孩子在园的用餐情况，可以立刻

让家长进行比较

活动最后家长一致达成了共识分别是：第一、吃饭时候不要看电视；第二、

尽量让孩子自己吃；第三、吃饭时候能饭菜分开，和幼儿园一样；第四、吃饭之

前不要吃零食

3、录像跟踪，定期反馈

在班级中，督促并纠正进餐习惯较差的幼儿逐步养成良好的进餐习惯。（正

确拿勺、不挑食、吃干净），定期将幼儿的情况与祖辈进行交流和沟通，用摄像

的形式，将孩子在园的进步及时反馈给祖辈家长。让进步比较大的孩子的祖辈家

长将好的做法向进步较慢幼儿的祖辈家长介绍，用家长介绍的方式，家长说服家

长，可以更力求在幼儿养成良好进餐习惯上的做法能达到家园一致性。

5、园报推广，菜谱介绍

利用园报“保健之窗”板块，刊登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营养菜谱， 利用祖

辈家长不常上网而喜欢阅读报刊的习惯，向祖辈家长介绍一些正确喂养的宣传知

识。除此之外，向祖辈家长提供幼儿园的菜谱，分为“幼儿一周菜谱”和“晚餐

建议菜谱”，帮助祖辈家长了解幼儿园的菜色的同时，提供一些晚餐不同品种菜

色的建议。使幼儿祖辈家长在孩子良好进餐习惯培养上引起重视，配合祖辈家长

一起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进餐习惯。

（四）研究效果

经过一年来的研究，以及在提供祖辈家长一些指导性建议的基础上，通过



与祖辈家长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我班的孩子在进餐习惯的养成上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变化的情况如下：

1、幼儿进步情况数据分析：

幼儿进步情况数据

小班幼儿进餐

习惯

研究前幼儿人数

(占总人数的%)

研究后幼儿人数

(占总人数的%)

独立进餐 12 （48%） 25 （100%）

爱吃蔬菜 13 （44%） 22 （88%）

进餐品种多样 19 （76%） 23 （92%）

正确握勺 20 （80%） 25 （100%）

边吃饭边喝水 1 （4%） 0 （0%）

将饭菜吃干净 9 （36%） 20 （80%）

饭前吃零食 4 （16%） 0 (0%)

2、祖辈家长在幼儿进餐习惯培养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通过一年和祖辈家长的沟通，我们班级的祖辈家长在幼儿进餐习惯的配合程

度以及行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祖辈家长在幼儿进餐习惯培养行为的变化

祖辈家长行为 研究前人数

(占总人数的%)

研究后人数

(占总人数的%)

喂饭喂菜 13 （52%） 1 （4%）

饭前吃零食 4 （16%） 0 （0%）

吃饭时喝水 1 （4%） 0 （0%）

食物品种单一 11 （44%） 3 （12%）

边看电视边吃饭 15 （6%） 0 （0%）

饭菜吃不完就算了 12 （4%） 5 （2%）

3、幼儿发展评估在用餐习惯一栏中从入园前到入园后一年里有了很大的变化。

4、案例介绍

案例一：



到吃中饭的时间了，我注意到小时又紧皱着眉头，用双手捂着肚子，我来到

他的身边，他那可怜的眼神投向我，低声说：“老师，我胃疼，吃不下。”跟着眼

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分析原因：

小时是个腼腆，听话的小男孩，在与家长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小时候，家

里人看他比较瘦弱，为了让他多吃一点，用一口饭一口水的方式喂他，致使他得

过胃窦炎，现在虽然病情稳定，但是使他养成了不好的饮食习惯，一到吃饭就说

胃疼，想喝水。新入园，在新的环境中，对进餐产生了排斥的心理。

采取的措施：

通过和家长的沟通，我和家长一致达成了共识，在学校吃饭前，我会先声情

并茂地介绍菜色，引起孩子的食欲，鼓励小时大胆地一小口地吃，有一个适应的

过程，用“我是小老虎，一口接一口”的比喻，鼓励他每一次吃饭不喝水的好行

为。在家里，家长也要和幼儿园达成一致，尽量不要依着孩子喝水的要求，从刚

开始的减量，到逐步逐步遵循幼儿园饮食的步伐，帮助孩子一起改掉不亮的饮食

习惯。

案例二：

我班小潘每到吃中饭的时间，他就开始拖延时间，不是洗手很长时间，就是

搬小椅子不肯出来，一问才知道，他那可怜的眼神投向我，低声说：“老师，我

想吃零食。”

分析原因：

小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一直是跟着妈妈爸爸在另一个幼儿园上学，而小潘

从小住在奶奶家，他的奶奶非常宠爱这个孙子，孙子要吃什么，她就买什么，由

于零食吃的太多，小小的年纪已经蛀掉了好几颗牙，每次吃饭吃钱，总是先用零

食垫饥，长久下来，饭量越来越小，对零食的依赖越来越大。

采取的措施：

通过和家长的沟通，我和家长一致达成了共识，在学校吃饭前，我总是先让

小潘去吃饭，告诉他：“你看其他小朋友都等着，你先吃，要吃的快一些哦”。小

潘很喜欢老师的表扬，每次完成任务，总是会给他贴个小粘纸。在家里，家长也



要和幼儿园达成一致，尽量不要给孩子吃零食，告诉孩子，老师喜欢认真吃完饭

菜的宝宝，零食可以吃晚饭以后再吃，久而久之，小潘不再提吃零食的事了，胃

口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三、研究背后的思考

幼儿身心发育尚未成熟，需要成人的精心呵护和照顾，通过此次课题的研究，

但不宜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以免剥夺幼儿自主学习的机会，养成过于依赖的不

良习惯，影响其主动性、独立性的发展。

孩子的良好的进餐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反复

性，我们成人要做好孩子的榜样，以身示教；为幼儿提供合理均衡的营养，创设

良好的家庭教养氛围，形成一致的教育原则，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进餐习惯，使

孩子形成终身受益的生活能力和文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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