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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用餐活动直接影响着幼儿的生长发育,因此需要教师给予幼儿恰当可行的组织和指导。所以,幼儿教师应合理搭配、交替使用多

种活动类型；幼儿教师应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实现活动效果最佳化；幼儿教师应掌握丰富的知识,丰富餐前介绍内容；幼儿教师应对幼儿保持耐

心和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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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用餐活动是一日生活中的较为复杂的一个步骤,保教老师组织起

来也很困难,因此教师的组织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幼儿园实习期间,了解

到教师们能够认识到用餐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尽力组织好这一环节,但总

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保教老师随意组织活动,教师代替幼儿取餐,教

师催促幼儿进餐,教师给幼儿喂饭,强行为幼儿添加食物,餐前介绍食物内

容单一等问题。基于此,笔者进行实地研究,致力于为这些问题提出科学的

解决方法,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 

1 教师组织幼儿用餐活动存在的问题 

1.1教师重复使用单一活动类型,活动效果欠佳 

教师在组织幼儿用餐前的准备活动时经常重复使用一种活动类型,这

与教师的态度有关,也与教师的组织能力有关。当前幼儿园的某些教师因

为时间短等客观因素,不重视幼儿的餐前准备,采取敷衍态度随意组织一

个简单的活动时间就糊弄过去了。虽然教师组织的类型很多,但实际开展

过程中经常重复使用同一两种活动类型,甚至是一种活动内容,比如音乐

活动,教师经常组织孩子们就唱那几首,使其它活动等得不到开展。其次,

教师组织活动的活动效果欠佳,没有一个活动是在餐前准备时间中顺利开

心的组织下来的。还有为了是幼儿安静下来,不断地变换游戏,开展的活动

缺少计划性和目的性,不能抓住幼儿的眼球,使得幼儿的参与度和配合度

很低。 

1.2教师在组织幼儿进餐中对幼儿缺乏耐心和爱心 

教师在组织幼儿进餐时经常会出现催促幼儿进餐、强行喂幼儿吃饭和

添加食物不合理行为的发生,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幼儿抵触教师,抵触吃饭,

不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情绪。而这里教师的言语没有熏陶

幼儿的内心,而是损害了幼儿美好的用餐时间。强制喂饭和添加食物不合

理两种行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幼儿,总的来说,教师在组织幼儿进餐时

对幼儿缺乏耐心和爱心。 

2 科学组织幼儿用餐活动的建议 

2.1幼儿教师应合理搭配、交替使用多种活动类型 

保教老师应将多种活动类型相结合,交叉运用,就拿餐前的四种活

动类型来说,教师要做到两两结合,游戏活动和语言活动的结合是老师

们最喜欢的,也是很新颖的一种结合方式,教师应该经常变换活动花样。

例如教师可以把游戏活动《小手拍拍》与音乐活动《小鱼游》相结合,

这样既可以保证幼儿不抢拍、不落拍,又让幼儿身体得到锻炼。当然教

师还要注意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水平,运用语言和手势相结合的方式为

幼儿讲解活动内容,这样的话在开展活动时,活动内容简单易理解,幼儿

也愿意参与。 

2.2幼儿教师应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实现活动效果最佳化 

教师应适当添加主题活动,扩充教育内容,增加活动内容的有趣性,如

详细深入介绍饭菜营养价值,将食物的营养价值灵活地编成儿童歌曲等,

教师要注意幼儿的用餐活动与音乐、故事、游戏等相结合,教师可以将有

趣的语言和动作合理的加入某个活动,开展积极、有趣、更容易让幼儿理

解接受的活动.教师还应提高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例如大多数幼儿的注

意力从散步活动转移到主题墙饰的欣赏时,教师应立刻变换活动内容,满

足幼儿当时的需求。 

2.3幼儿教师应掌握丰富的知识,丰富餐前介绍内容 

教师应多方面丰富自己,提高专业能力,增加自身储备知识,这样教师

可以对幼儿用餐活动组织开展的很顺畅。教师可以通过上网、看书、积极

参加培训和与同事交流学习等方法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教师掌握了丰富

的知识,教师自然也能介绍餐前食物,幼儿也能对食物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教师具备了丰富的知识不但可以丰富餐前介绍,在教学方面,生活方面都

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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