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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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营养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建民、韩平华、程锦廷、陈宝红、施捷维、王科、古志华、徐健、袁源、于

甜、薛晴、苗丁月、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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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示范学校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育示范学校建设的基本要求、组织保障、建设要求、评价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开展食育示范学校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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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4403/T 163—2021 学校食堂建设与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育示范学校 food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school

拥有代表性的食育资源，配套有开展食育活动的设施设备及人员，设置食育课程和活动方案，有组

织、有计划地向师生和家长提供系统性食育宣传与干预，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学校。

4 基本要求

4.1 近 3 年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无食品安全事故，连续 2 年未受过相关行政处罚。

4.2 专人负责食育示范学校建设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定期归档建设资料。

5 组织保障

5.1 建立由学校领导、学校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员、学

校后勤人员、家长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食育示范学校创建工作组，负责参与食育示范学校的建设和维

护。

5.2 应明确工作组及其成员的职责，并指定 1 名校领导负责食育示范学校建设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6 建设要求

6.1 基础设施

6.1.1 宣传设施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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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设置宣传栏或多媒体显示屏定期更新展示食育相关内容；

——每学年设计不少于 2次食育主题班级黑板报；

——图书室或阅览室订阅食育相关书籍或报刊。

6.1.2 食育教学基地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校内有学生菜园或农场，面积不小于 200 m
2
，菜园或农场应种植不少于 5 种与食育课程相关的

可食用植物，并设置科普说明牌；

——有食育教学场地（如动手厨房、食育工坊等），面积不小于 60 m
2
，并放置食育教学工具。

6.1.3 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 A级；

——符合《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中对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示的规定；

——通过食品安全公示栏、按市场监管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要求采用食品安全信息系统的方式公开信

息，并在就餐区张贴食品安全信息二维码，可通过扫码获取信息并进行监督；

——学校食堂不应使用和供应的食品、谨慎采购和使用的食品符合 DB 4403/T 163—2021 的附录 G

和附录 H 的要求。

6.2 食育教学

6.2.1 食育课程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合理规划食育课程目标，各阶段食育课程的范围宜参考附录 A；

——设计不少于 1 套具有学校特色的食育课程，课程教学大纲清晰，教案翔实，食育课程内容信息

来源宜参考附录 B；

——将食育课程纳入常规教学活动，每学年开展不少于 8次食育课程或主题讲座；

——定期邀请食育专家，开展食育教学。

6.2.2 食育主题班会

食育示范学校每学年各班开展不少于2次食育主题班会，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观看食育教学视频、开

展食育互动游戏、讨论食育话题。

6.3 食育活动

6.3.1 实践活动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计不少于 3 种食育实践活动；

——每学年举办实践活动不少于 8 场，每场参加人数不少于 20 人，充分利用食堂、餐厅、学生菜

园等场所，组织不少于 1次校外实践活动，如参观食育科普教育基地或食品企业。

注：每班举办 1次活动计为 1场。

6.3.2 社团活动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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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食育主题的学生兴趣小组或社团，并配备指导教师；

——结合食育相关节日（如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世界食品安全日、全民营养周、中国学生营养日），

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食物营养、健康饮食、饮食文化等主题活动；

——每学年参加不少于 1场食育相关比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食育知识竞赛、食育绘画大赛。

6.3.3 家校共建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定期开展食育相关活动，如科普文章推送、主题讲座、家长沙龙等；

——每学年组织不少于 2次“学校食堂开放日”或其他形式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邀请家长参

与并做好相关记录。

6.4 师资建设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置不少于 1 名兼职教师负责食育教学工作；

——食育教师上岗前完成食育相关培训，并通过考核；

——食育教师上岗后每学年参加不少于 1 次食育相关培训，并通过考核。

6.5 食育成效

6.5.1 认知水平

食育示范学校每学年进行不少于1次食育相关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宜参考附录C，科学运用调查结果

开展食育宣传与干预。

6.5.2 信息传播

食育示范学校应满足以下要求：

——每月在本校公众号发布不少于 1 次食育相关科普文章；

——每学年在本校公众号发布不少于 2次食育活动介绍文章。

7 评价方法

7.1 评价组织

组织不少于5 名食品安全、营养健康、教育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

7.2 评价方式

7.2.1 评价应按《食育示范学校评价基本要求和评分表》（以下简称《评分表》）执行，见附录 D。

7.2.2 评价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文件审核，审查《评分表》各项评价指标证明文件，所有证明文件应为盖章的纸质文件，提交

的证明文件应充分说明指标内容；

——现场审核，实地勘察学校情况，现场核查《评分表》各项指标。

7.2.3 评审专家组专家依据《评分表》独立评分，并按附录 E 规定的样式填写《食育示范学校评价结

论表》。

注：专家评分的平均分为最终评价得分。

7.3 评价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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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示范学校评价采用打分法，总分100分。评价分值达到80分（含）以上的学校，视为达到深圳

市食育示范学校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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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食育课程范围

表A.1给出了各阶段食育课程的范围。

表 A.1 各阶段食育课程的范围

食物与营养 健康习惯 食品安全 饮食文化与实践

阶段一

（ 幼 儿

园阶段）

食物分类，各类食物对生

长发育的作用。

区分健康零食和不健康

零食。

了解中国学龄前儿童膳

食宝塔。

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偏食不挑

食，喜欢吃瓜果蔬菜等新鲜食

品，喝白开水，少喝饮料；认

真进食，细嚼慢咽）。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洗手、

刷牙）。

常见的户外活动。

分餐。

食品中的细菌、病毒、真

菌等微生物及其健康风

险。

常见的高风险食物（如腐

败变质的、野生的、未煮

熟的食物）和如何识别食

物腐败。

常见的食物过敏原。

用筷方法，简单的餐桌技

能（如餐前摆放餐具、餐

后收拾餐具）和礼仪。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节气

及饮食习俗。

知道珍惜食物、垃圾分

类。

农事体验（如发豆芽）。

阶段二

（ 小 学

1-3 年

级）

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和

人体所需的主要营养素。

正餐与零食，中国儿童青

少年零食指南。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及基本应用。

健康的饮食行为（如均衡饮食，

食物多样，三餐规律，吃好早

餐，合理零食，不喝或少喝含

糖饮料）。

食品卫生常识（如不吃不洁、

腐败变质食物，生吃蔬菜水果

要洗净，购买食品注意查看保

质期）。

分餐、使用公筷公勺。

不良饮食行为（如偏食挑食、

暴饮暴食）及对健康的影响。

食品中常见的各类风险

（如微生物、天然毒素、

农兽药残留）。

常见的食物中毒问题。

用筷礼仪和餐桌礼仪。

垃圾分类的方法，减少使

用一次性餐具。

中国传统节日节气及饮

食习俗。

参与农事体验（如 1-2 种

常见水培、土培植物种

植）。

阶段三

（ 小 学

4-6 年

级）

人体所需的主要营养素。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合理膳食方法。

清淡饮食习惯。

不浪费食物。

食品营养标签。

吃动平衡和保持健康体重。

营养不良、超重肥胖的基本知

识和预防方法。

不吸烟，不饮酒，拒绝毒品。

食品安全五要点（精明选

择、保持清洁、生熟分开、

煮熟食物、安全温度）的

核心内涵。

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方

法（包含不吃野味）。

食品添加剂基本知识。

帮厨方法（如摘菜、洗菜、

淘米、清理餐桌、洗碗

等）。

简单的食物制作技能（如

凉菜、西红柿炒鸡蛋、炖

汤等家常菜制作）。

深圳本地饮食特点和粤

菜文化。

参与农事体验（如 1～2

种常见果蔬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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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各阶段食育内容基本要求（续）

食物与营养 健康习惯 食品安全 饮食文化与实践

阶段四

（ 初 中

阶段）

膳食与健康、疾病防控的

关系（可结合青春期的特

点以及成年人常见慢性

病防控的需求）。

常见的加工食品和食品

的生产过程。

阅读食品标签的方法。

充足的身体活动对促进健康的

作用。

烟草和酒精的危害和拒绝技

巧，毒品的危害和拒绝技巧。

不科学饮食对减肥或增重的危

害。

常见营养相关疾病的防控方

法。

保健食品及保健食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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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中的致癌物、食

品添加剂、非法添加

基本知识。

全国代表性地域饮食文化

特点以及八大菜系特点。

阶段五

（ 高 中

阶段）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核心

推荐。

健康的膳食模式。

农业的发展、食品加工工

艺、气候变化对食品的影

响、新型食品原料、未来

食品。

不良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与慢

性病（如心脏病、肥胖、癌症、

糖尿病、高血压和骨质疏松症）

发生的关系。

食物中毒后的应急处

理。

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如政策、法规、

标准）。

中国饮食特点。

世界代表性国家或地域饮

食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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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食育课程内容信息来源

B.1 大型国际组织官方网站，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B.2 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官方网站，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B.3 国家级政府及食品安全相关机构网站，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B.4 现行国家标准、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B.5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如《营养与食品卫生学》《食品毒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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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校园食育调查问卷

图C.1给出了校园食育调查问卷的样式。

图 C.1 校园食育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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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校园食育调查问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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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校园食育调查问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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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校园食育调查问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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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食育示范学校评价基本要求和评分表

表D.1给出了食育示范学校评价基本要求和评分表。

表 D.1 食育示范学校评价基本要求和评分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分值 评价方式 得分

1

基本要求（否定项）

近 3 年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无食品安全事

故，连续 2年未受过相关行政处罚
该项不满足，一票否决

2
专人负责食育示范学校建设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定期归档建设资料

3

基础设施

宣传设施

在学校设置宣传栏或多媒体显示屏定期更新展

示食育相关内容
3 文件审核

4 每年设计不少于 2次食育主题班级黑板报 3 文件审核

5 图书室或阅览室订阅食育相关书籍或报刊 3 现场核查

6
食育教学

基地

校内有学生菜园或农场，面积不小于 200 m
2
，菜

园或农场应种植不少于 5 种与食育课程相关的

可食用植物，并设置科普说明牌

4 现场核查

7
有动手厨房、食育工坊等食育教学场地，面积不

小于 60 m
2
，并放置食育教学工具

4 现场核查

8

食堂、集体

配送餐单

位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 A级 4
文件审核

现场核查

9
符合《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中对餐饮食品进

行营养标示的规定
3 现场核查

10

通过食品安全公示栏、按市场监管部门和主管部

门的要求采用食品安全信息系统的方式公开信

息，并在就餐区张贴食品安全信息二维码，可通

过扫码获取信息并进行监督

4 现场核查

11

学校食堂不应使用和供应的食品和谨慎采购和

使用的食品符合 DB 4403/T 163—2021 的附录 G

和附录 H的要求

4 现场核查

12

食育教学 食育课程

合理规划食育课程目标，各阶段食育课程的范围

宜参考附录 A
5 文件审核

13

设计不少于 1套具有学校特色的食育课程，课程

教学大纲清晰，教案翔实，食育课程内容信息来

源宜参考附录 B

5 文件审核

14
将食育课程纳入常规教学活动，每学年开展不少

于 8次食育课程或主题讲座
5 文件审核

15 定期邀请食育专家，开展食育教学 4 文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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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食育示范学校评价基本要求和评分表（续）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分值 评价方式 得分

16 食育教学
食育主题班

会课

食育示范学校每学年各班开展不少于 2 次食育主

题班会课，课程内容可包括：观看食育教学视频、

开展食育互动游戏、讨论食育话题

4 文件审核

17

食育活动

实践活动

设计不少于 3种食育实践活动 3 文件审核

18

每学年举办实践活动不少于 8场，每场参加人数不

少于 20 人，充分利用食堂、餐厅、学生菜园等场

所，组织不少于 1 次校外食育科普教育基地、食品

企业等参观

4 文件审核

19

社团活动

成立食育主题的学生兴趣小组、社团等，并配备指

导教师
3 文件审核

20

结合食育相关节日（如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世界

食品安全日、全民营养周、中国学生营养日），组

织开展食品安全、食物营养、健康饮食、饮食文化

等主题活动

3 文件审核

21
每学年参加不少于 1场食育相关比赛活动，包括但

不限于食育知识竞赛、食育绘画大赛
3 文件审核

22

家校共建

定期开展食育相关活动，如科普文章推送、主题讲

座、家长沙龙等
3 文件审核

23

每学年组织不少于 2次“学校食堂开放日”或其它

形式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邀请家长参与并做

好相关记录

3 文件审核

24

师资建设 师资建设

设置不少于 1名兼职教师负责食育教学工作 4 文件审核

25 食育教师上岗前完成食育相关培训，并通过考核 4 文件审核

26
食育教师上岗后每学年参加不少于 1 次食育相关

培训，并通过考核
4 文件审核

27

食育成效

认知水平

食育示范学校每学年进行不少于 1 次食育相关问

卷调查，问卷设计宜参考附录 C，科学运用调查结

果开展食育宣传与干预

5 文件审核

28

信息传播

每月在本校公众号发布不少于 1 次食育相关科普

文章
3 文件审核

29
每学年在本校公众号发布不少于 2 次食育活动介

绍文章
3 文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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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食育示范学校评价结论表

表E.1给出了食育示范学校评价结论表。

表 E.1 食育示范学校评价结论表

学校名称

评价日期 评价得分

建议改进项

评审专家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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