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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学生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充足的营养必不可少。我国的很多农村义务教育的

寄宿制学生由于家庭条件等原因，不能较好的享受营养均衡的餐食，导致身体不能

健康的发展。目前我国偏远农村的学龄儿童上学远、吃饭难以及长期吃冷饭的问题

一直是影响农村学龄儿童生长发育的不利因素，上述问题极易造成农村孩子营养不

良，并且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学生的健康成长。本研究通过对兴县实施“营养改善

计划”的 50 所中小学进行实施现状调查，结合相关理论知识，对营养改善计划在当

地的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对当地学生、教师和家长对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认知度、

落实程度和满意度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找出“农村学校营养改善计划”执行过

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分析问题的同时，根据问题的性质提出相应的策略，给计

划的进一步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从研究开展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方面分析总结开展此研究的意

义所在。 

第二，对兴县 50 所农村的学校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现状进行调研以

及对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 

第三，当前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主要通过

对目前现状的分析得出所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第四，从对政策的认知、执行及完善运行机制几个方面研究，具体探析完善兴

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效实施的策略。 

 

关键词：农村学校；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研究；对策 
 

 



 

 I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dequate 

nutrition is indispensable. Many boarding students in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can not enjoy well balanced meals due to family 
conditions and other reasons, resulting in unhealthy physic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of school age children in remote rural areas in 
China who go to school far, eat hard and eat cold food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the advers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 
age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this study, 5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mplementing the "Nutri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in Xingxian Coun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local development of the nutri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was analyzed by combin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local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awareness of the 
nutri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policy, the subsidy system, and the degree 
of implementation and satisfaction, and try to discuss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tri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policy.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trition improvement plan 
policy has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summarized from the background,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Second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student 

nutrition improvement plan in 50 rural schools in Xingxian county is 
investigated, and the data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ird ,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trition 
improvement plan in rural schools in Xingxian County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re analyzed . 



 

III 

Fourth, from the policy cognition, the execution and the consumm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several aspects research, the concrete analysis 
consummates the Xingxian countryside school student nutrition 
improvement pla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school; Nutrition improvement plan;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earch；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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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落实公平教育的需要 

教育公平主要是机会的公平，基本要求是要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

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教育的公平，是教育民主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人们应该不受政治、经济、区域等因素的限制，所有人享有平等

的受教育的权利。但目前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 号）实施，明确提出为了“贯彻落实《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进一步改善农村学生营

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目标。

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实现我国城乡

教育公平和落实国家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公平一直是人类所追求

的，社会公平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社会公平，应以教育

公平为起点，而教育投入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教育政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

必要保障。目前，我国推行的营养改善计划”是向农村学生倾斜，这可以更好的解

决城乡、区域的义务教育不公平问题。 

1.1.2 儿童营养问题引起全球关注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合理的膳食，良好的营养。到目前

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为学龄儿童提供了供餐计划，旨在改善学生的营

养，提高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的发展，让学龄儿童能够健康的成长。儿童的营养问题

是当今世界各国都什么关注的问题，如何能合理的提升儿童的营养，是各国都在积

极探索的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就开始实施了学校供餐计划，并且颁布法律

来保证计划的顺利进行。日本也制定了学龄儿童的午餐计划，免费为学龄儿童提供

午餐，保证儿童的营养能跟的上身体的发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制定了学校

午餐法案，保障学龄儿童的营养。欧美发达国家无不重视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纷

纷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解决该问题。同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确保营养

供餐计划的实施。 

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得到了世界各国的

重视，只有儿童能健康的成长，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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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膳食，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儿童营养的摄入并不是十分均衡，这就导致了

他们不能健康的成长，体力和智力的提高都受到了限制。如何能提高学龄儿童营养

均衡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1.1.3 我国对此关注较少 

我国对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长期重视不足，没有重视到营养对儿童发展的重要

性，对农村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更是关注不足，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很大的

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农村经济更是较

差，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千多万人口没有脱贫，经济的落后导致很多贫困家庭的

孩子在学校寄宿的时候营养得不到均衡的发展，贫困地区在营养提升计划方面还没

有全面展开，当地政府对教育领域的投资更是不足，没有资金的扶持，对学龄儿童

营养方面的投入就得不到保障。很多地方对学校的硬件投入较大，把教育资金主要

用于新建教学楼等项目上，而对学生的健康发展重视不够，没有重视到学生的营养

问题，认为这是家长该考虑的问题，没有把这一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也是

我国目前对学龄儿童营养问题关注不够的一个很大原因。由于政府部门重视不够，

教育部门没有积极推进营养发展计划，使偏远农村学校的儿童上学远、吃饭难以及

长期吃冷饭的问题影响农村学龄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一直都不到解决。 

地方政府对此关注较少，导致农村的寄宿制学校的儿童存在大量的供餐不足的

情况，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得不到改善，很多儿童由于营养不足

而影响身体的正常发育，这是今后要极力解决的问题之一。而欧洲有些国家在一百

多年前就开始改善学龄儿童营养计划，这与我们形成巨大的反差，日本也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改善学生的营养，50 年代在全国普及，发达国家甚至有一些发展中

国家也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已在 2011

年决定开展农村学校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改善偏远地区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截止到 2013 年，国家财政已经安排专项资金达 300 多亿元来完

成此项计划，通过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就餐条件，①给家庭困难的寄宿制学生发

放生活补贴，确保他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我们在部门偏远地

区农村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正在研究逐步解决该问题。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迅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的改善。在城市里的家长开始为孩子营养过剩而担忧

的时候，仍有不少贫困农村的孩子在学校饿着肚子上课，导致营养不良和声场迟缓。

对此，国家就必须高度重视，进而予以干预。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教育工作的出

                                                        
① 宋乃庆,邵忠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教育学刊，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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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落脚点，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从 2011 年 9 月开始，我国就开展了贫困山区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兴县的

农村学校也开展了此项计划，笔者将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科学分

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旨在促进农村教育和城

市均衡发展、实现城乡教育公平，让农村的学龄儿童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国

家的好政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2.2 研究意义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研究选取兴县 50 所学校作为调研对象，区域覆盖兴县

三分之二的面积，调研用时超过 4 个月。通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研究方法，旨

在通过对 50 所学校的校长、学生、家长等展开调查，了解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兴

县落实的情况，找出此计划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阻力，提出合理的建议，为

改善学生营养的进一步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为

学生营养计划的进一步开展保驾护航。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国外研究综述 

对于学生营养的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起步比较早。法国和英国早在一百年前

就开始对此项目的研究，并且有了比较完善的模式。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

积极探索，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让此项目有法律依据，使项目能够更好的开展。 

在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美国走在了最前面，关于学校营养餐的法律十分完善，

譬如美国在 1945 年制定了《全国学校午餐法案》等①，早在 70 多年前就制定了相

关的法律规定，保障学龄儿童的营养得到保障。后来还先后颁布了《营养改善法》、

《学校午餐白皮书》等，这些法律是儿童的营养计划的顺利实施的法律依据。澳大

利亚也在 1950 年到 1975 年之间一共颁布了《学校午餐法》《营养改善法》等十几

部法律，保障学生的营养餐，通过法律的颁布，使学生营养计划法制化。② 巴西是

在不发达国家中在营养计划实施走在了前列，1985 年巴西通过颁布法律规定，为所

有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③，到了 2008 年法律规定所有中小学生均可享用

                                                        
① 袁春林.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实施过程中的教育性问题研宄——以重庆市 C 县为例.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② 熊丙奇.学生营养餐,好事如何办好.中国教育报,2012 ,3. 
③ 张帆,张倩,胡小琪.国外学生营养餐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中国食物与营养，201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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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午餐，减少儿童的营养不良率，通过免费午餐的合理膳食，解决学生营养不良、

体重不足、体重超标等问题。 

日本在关注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方面也做的很好，从 1887 年开始，日本的山形

县就开始给家境贫寒的孩子提供免费的饭团等午餐，到了 1945 年，日本政府开始

对所有大城市的学生提供午餐，到了 1947 年，日本开始对全国的 500 万儿童提供

免费午餐。到了 1955 年，日本开始立法，免费午餐作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在全

国普及。目前，日本政府通过基金会的形式，由各个基金会向学校拨付资金用来改

善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向支付不起 3 美元午餐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①。 

美国的学校供餐计划主要是州级政府在主导，州级政府对整个计划实行财政支

持，将资金拨付给学校，学校负责食物的采购、烹制、供应等。   

1.3.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营养改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食堂设施建设、食物浪费、

后勤人员待遇及素质方面的研究。 

关于食品安全方面，李明研究认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个

别地方学校食堂出现食物中毒的事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有点地方及学校在计划

实施的过程中，对食物的采购、运输、加工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在多个环节都

出现了问题②。在食物的采购过程中有以次充好的现象，在食物的运输过程中出现

运输时间过长，食物出现变质的现象，在食物的加工过程中出现不卫生的情况，这

些安全隐患都给学龄儿童的健康带来影响，会给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带来负面的影

响，导致很多家长对营养改善计划持怀疑的态度。 

关于资金安全问题，王建华研究发现很多地方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过程中有资

金使用不透明的情况，很多学校存在虚报学生人数的问题，很多学校的学生已经毕

业，但还在享受营养餐的情况。很多地方的学校很少公布食堂的财务情况，家长们

对学校的食堂对营养改善计划的资金使用情况毫不知情，对学校缺乏有效的监管，

导致政府拨付的资金不能全部用于学龄儿童身上。在食物的采购中，采购的价格普

遍高于市场的价格，导致营养改善计划的资金严重缩水。资金的安全问题也是实施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如何把项目资金都用到学生身

上，是每个营养改善计划的执行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在食堂建设方面，赵程峰通过对江西省的 20 所学校调研发现，在江西省的农

                                                        
① 王建华.为了国家的未来.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267. 
② 李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农村中小学生“营养餐”分析.青年文学家，2013,12,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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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学校，只有不到百分之七十的学校有食堂，大部分参见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用

餐环境非常差，卫生状况根本不达标，食堂设施简陋，没有食物存放和保鲜的场所，

极大的限制了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 

在用餐浪费方面，由于很多学校没有食堂或食堂条件差，很多学校采用购买成

品的形式供应营养餐，主要有鸡蛋、面包等，很多学生由于营养餐形式的单一而对

营养餐不感兴趣，使营养改善计划失去了它的意义，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根据张

国华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地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排斥营养餐，由于学生的挑食，学

校对学生的教育不够，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食堂工作人员素质方面，郑天如认为，农村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农

村的农民，他们缺乏必要的营养知识，在烹制食物的过程中，形式单一，缺乏营养

搭配，也难以吸引学生，导致营养计划没有实现最初的目的①。当前对农村学校食

堂工作人员的培训也迫在眉睫，应该培训他们的营养知识，烹饪技术。但是由于经

费的不足，此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② 

1.3.3 已有研究评述 

从国外的学校供餐制度及营养改善计划来看，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

去借鉴，国外一百多年的经验我们应该吸取，譬如美国、日本等国的立法，我们也

应该在营养改善方面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来对营养改善计划进行保障，在计划实施

的过程中有依据。我们也应当学习国外政府关于营养改善计划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有他们各自

的特点，但是也有许多不足之处。许多学者在营养改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像如何对实施者进行监管等问题还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笔者旨在研究过程中找

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1.4 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本文主要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分析，

向兴县 50 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发放问卷，同个别家长进行访谈的形式，掌握山

西省兴县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展开研究，找到在本地区

在农村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相关部门

提供理论依据。 

                                                        
①  郑天如.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困境及对策分析.教学与管理，2015,2,44-47. 
② 马文起.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成效、问题及对策.教学与管理，2013,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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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研究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基本框架

为规范研究，以典型案例进行补充论证。 

（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有关学生营养供餐计划的论著、书籍、文件、资料，汲取其中有 

益的知识内容，积极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国内外的

专家学者对学生营养计划提升方面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

方法和手段，学习国内外学者的先进的经验用来搞调查研究，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二) 实地调查法 

笔者通过对山西省兴县地区 50 所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学生、教师和家

长进行实地调查、走访，通过对他们的走访调查，掌握最基本资料。 
(三) 问卷调查法 

通过向山西省兴县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发放问卷调查表；向兴县地区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的教师、学生、家长发放问

卷调查表，通过回收的调查表找出问题所在。 
(四) 访谈法 

通过对兴县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农村学校的校长、老师、个别学生

进行访谈，了解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现状、困难问题。 

1.4.2 研究的思路  

关于如何在农村学校开展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一项目，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查找

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在吸取国内外优秀学者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了解国外和

国内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开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是如何运行这个项目的，并在此基础

上找出各国在实施此项计划的政策法规，管理的策略，遇到的问题等。 

在进行文献资料分析的同时，通过走访，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的形式收集

资料和数据，找到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找出兴县农村学校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结合兴县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给各级政府提出较

好的建议。 

1.5 相关概念界定 

1.5.1 农村学校 

农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同城市相对应，也叫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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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村学校即乡村里的学校，本文里的农村学校指的是将范围缩小至兴县行政区

划范围内的村级教学单位，是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主体之一。 

1.5.2 营养改善计划 

营养改善计划是近年来我国实施的一个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学龄儿童营养的一

个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摆脱营养不良的现象。从 2011 年 9 月

开始，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学校开展改善学生营养的计划试点工作，为农村学龄儿童

提供营养补助，每个学生补助三元，此项计划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学龄儿童营养不良

的现状，通过财政补贴，让更多的学生通过在学校补餐等形式使自身的营养状况得

到改善，提供学龄儿童的体力和智力。此计划是我国第一个向贫困地区学龄儿童补

助伙食的项目，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1.5.3 政策实施 

政策实施又叫政策执行，对于其完整定义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

见。但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查尔斯.O.琼斯认为：“政策执行是将一项政策

付诸实施的所有活动，而解释、组织和应用则是诸多活动中最重要的三种。所谓解

释就是把政策内容转化为一般人能接受的和可行的计划和指令；所谓组织就是设立

政策执行机构，拟订使政策内容生效的措施，以期实现政策；所谓应用就是由执行

提供日常的服务和设备，支付各项经费，从而达到既定的政策目录。”
①
我国学者

宁骚认为：“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措

施和手段作用于公共政策对象，使公共政策内容变为现实的行动过程。公共政策执

行的本质是遵循政策指令所进行的变革，是将一种政策付诸实施所有行动的总和”

②
殷江认为，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

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择、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活动，将政策

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
③ 

本文中的政策实施是指政府制定的政策被采纳后，通过各种手段，将理论性的

概念转变成实际行动的过程。主要指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政策制定后，各级政府将

此政策如何落实到实处。 

                                                        
① Charles O.Jones.An In 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Monterey,California:Brook/Coles Publishing 

Company,1984.P166. 
② 宁骚.公共政策学.北京，高等教育社,2003,366 . 
③ 殷江.昆明市下马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研究.云南，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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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6.1 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国家在教育领域实施的一项重大惠民政策，

本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上开展。 

（一）教育公平理论 

教育的公平，是教育民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人们应该不受政治、经济、区域

等因素的限制，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孟子也主张每个人应当享有平等

的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公平理论提倡无论民族、地域、经济，让所有受教育的人

享有相同的教育质量，所有人在享受教育这一公共资源的时候，不应该有偏差。在

教育受到地域、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时，应该人为的进行干预，确保每一位受教

育者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公共的社会资源。只有在教育上追求公平，才能确保每一位

公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国外的学者也一直主张教育公平论，他们认为教育资源是

社会的公共财富，应该保证每一位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接受相同高质量的教

育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如何把教育资源平等的分配给每一位接受教育的人，是确保

教育公平的人毕生追求的目标。在我国，由于存在城乡差距的问题，教育的公平化

一直是教育部门力求解决的问题，我国的教育部门在政策方面一直向农村偏远山区

倾斜，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教育公平，保证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能够分享国家的教育资源。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论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论均衡，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国外

研究较少提及均衡的问题，更多的是对于教育公平的论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近

年来我国教育研究和管理实践的热点和重点，着重考核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均衡。

旨在通过相对均等的分配教育资源，缩小城乡、地区间的差距，逐步实现教育公平。 

均衡发展是手段，教育公平是目标。提倡教育公平，如果没有均衡发展作为础，

那么在经济落后、条件较差、师资队伍水平不高的地区和学校，就很难能保障每生

都能平等的享受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教育公平所强调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公

平就无法实现。但是同时，要求均衡发展是相对的均衡，是指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城

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不能片面认为是平均主义。在支持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校

发展的同时，要鼓励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学校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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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课题研究的政策基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府主导、 

试点先行、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稳步推进，不断提高农村学生的营 

养健康水平。 

（一）国家试点的政策内容 

1.启动国家试点。由中央财政全额出资，按每生每天 3 元、每年在校时间 200  

天计算，为试点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膳食营养补助。2014 年 11 月，

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将补助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天 4 元，并于当月起执行。 

2.支持地方试点。积极鼓励各地开展地方试点，主要以贫困地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中央财政对省级试点工作开展较好的省份，给 

予资金奖补。 

3.改善就餐条件。要求各地将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的食堂建设项目纳入到 

重点规划，充分整合利用农村学校校舍改造工程资金和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 

造资金等中央专项，开展食堂建设，保证学校食堂硬件设施建设能尽快达标。 

中央财政专门安排食堂建设资金，专项用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食堂条件改善。 

4.鼓励社会参与。倡导并鼓励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公益力量，在各级政府 

统筹协调下，积极参与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工作。 

5.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从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始，中

央财政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标准每生每天提高 1 元，达到小学每生每

天 4 元、初中每生每天 5 元，全年按 250 天计算。积极鼓励各省扩大补助范围，

对中西部地区落实这一补助标准所需要的资金进行 1:1 配比。 

（二）山西省级试点的政策内容 

山西省制定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除按国家要求落 

实各项措施以外，提出积极开展省级试点、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全面覆盖，提高 

农村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范围，明确了保障营养改善计划顺利实施 

的工勤人员的配备来源和工资发放问题。 

1.全面实施省级试点工作。从 2012 年春季学期开始，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省级试点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与国家试点标准相同。所需资金

由省与州(市)共同担，分担比例分五个层次，按各地财政收入状（国办发[2011］

54 号）要求，从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始，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和有关文件规定中所确定的 680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况的不同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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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区分。 

2.建立完善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从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提高对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山西省从 2012 年春季学期开始，将补助

范围扩大到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所有寄宿学生，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州（市）共同

分担。 

3.加强工勤人员配备。要求县级人民政府为农村学校食堂配备合格工作人员 

并妥善解决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和专业培训等问题。对外聘用食堂临时工勤人 

员，支付聘用人员工资，经费由当地政府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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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现状 

为了更好的了解《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取得的成绩，了解在实施此计划的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并根据兴县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本次的调查方案。 

2.1 调查的设计 

2.1.1 调查的目的 

本调查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学生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找出当前学校

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的找寻解决方式，以期对我们今后的农村学校有效实

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有所帮助。 

2.1.2 调查对象 

为了调查此项政策在兴县的实施的具体状况，笔者选取的 50 所村级学校覆盖

了兴县 60%以上的地区，跨了包括蔚汾镇、瓦塘镇、康宁镇、高家村镇、蔡家会镇

在内的 5 个镇和蔡家崖乡、贺家会乡、孟家坪乡、赵家坪乡、圪达上乡、东会乡、

固贤乡、奥家湾乡在内的 8 个乡，平均每个乡镇调研 3-4 所村级学校，其中，学生

主要选择 3-6 年级的小学生和 7-9 年级的初中生。 

2.1.3 调查的工具 

本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农村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在实施的具体过

程中取得了哪些成效，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针对不同的对象，分别设计了教师

问卷、学生问卷、家长问卷。教师问卷主要是针对《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执行的现

状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学生是政策受益者，充分考虑学生对营养

餐的满意情况及建议，还针对学校领导进行了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因素问卷调查。 

2.1.4 调查的实施 

本次调查共发放学生问卷 350 份，收回 345 份，有效问卷 340 份，有效回收率

为 97.1%；总共发放教师问卷 200 份，回收 117 份，其中有效问卷 145 份，有效回

收率为 91.7%；发放家长问卷 270 份，回收 258 份，有效问卷 255 份，有效回收率

为 98.1%。调查样本分布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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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抽样调查教师样本分布情况 
乡镇 人数 学校类型 教师性别 

  小学 初中 男性 女性 

蔚汾镇 9 9  4 5 

瓦塘镇 11 5 6 4 7 

康宁镇 8 8  3 5 

高家村镇 10 4 6 3 7 

蔡家会镇 16 6 10 6 10 

蔡家崖乡 12 7 5 3 9 

贺家会乡 6  6 1 5 

孟家坪乡 15 7 8 6 9 

赵家坪乡 8 8  3 5 

圪达上乡 9  9 4 5 

东会乡 12 5 7 4 8 

固贤乡 15 5 10 4 11 

奥家湾乡 14 7 7 4 10 

合计 145 71 74 49 96 

表 2-2 学生样本抽样分布情况 

年级 合计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人数 25 101 71 27 33 65 18 340 

百分比 7.4 29.7 20.9 7.9 9.7 19.1 5.3 100 

 

2.2 调查结果分析 

2.2.1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认知情况调查 

笔者通过数据调查发现学生、教师以及家长对于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一定的了解，但

还是少之甚少。对于国家这项惠民政策，超过 80%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这个数据有

些意外，其中不乏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他们认为学校能给改善伙食就不错了，不

会去考虑具体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其次是家长，有超过 70%的家长也表示不了

解这项政策，这个数据也着实令人震惊。每一位家长是最在乎孩子身体健康的，但

是对于这项政策大部分家长不了解，还有一部分表示听都没有听过；而有 64.8%的

教师对此政策了解，但是也仅仅是限于听说过，对其具体内容及如何实施基本是不

了解。很明显，学校领导和教师对于教育部门下发的文件了解较多，也反映出地方

政府和学校对上级政策的宣传不到位。因此，加大对此项政策的宣传力度，是十分

必要的，要想把此项计划执行好，要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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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对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认知情况统计 

分类 学生 百分比 教师 百分比 家长 百分比 

十分了解 21 6.2 36 24.8 44 17.3 

了解 35 10.3 58 40 32 12.5 

不太了解 152 44.7 31 21.4 97 38 

完全不了解 132 38.8 20 13.8 82 32.2 

合计 340 100 145 100 255 100 

其二，学生、教师及家长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获取渠道 

表 2-4 是对学生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23.8%的学生获知这个政策是经

过学校通知，有 30.3%的学生是经过网络信息得到消息。而只有 4.1%的学生是

经由村委会宣传得知。这也映证了前文所述，地方政府的宣传渠道十分不畅。说

明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之前，政府没有做好宣传的工作或者说宣传的力度还不

够，使农村的家长不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政策，不能很好的配合计划的实施。

表 2-4 学生对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相关信息获取渠道情况统计 

分类 学校通知 家人告知 同学谈论 网络获知 媒体获知 村委宣传 

学生数 81 65 17 103 60 14 

百分比 23.8 19.1 5 30.3 17.6 4.1 

2.2.2 学校营养教育教学情况调查 

表 2-12 学校开设营养教育相关课程情况统计 

分类 已经开设并按时教学 已经开设但偶尔教学 还未开设此课程 合计 

人数 13 186 141 340 

百分比 3.8 54.7 41.5 100 

对于学校而言，仅仅从食物上改善学生的就餐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从本质

上落实“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就需要从教育入手，开设营养学课程，让学生自

己掌握营养的搭配知识，随时随地改善自己的营养配比。但是从调研当中，我们了

解到，当前在兴县的农村学校中，仅仅有 3.8%的学生提出其所在学校已经开设了这

门课程，并可以保障正常授课。剩下的有 54.7%的学生表示其所在学校尽管开设此

类课程，却一般不会请老师来上课。另外 41.5%的学生干脆表示学校压根没有开设

此类课程。除了对学生的教育，学校还存在对教师以及后勤人员培训缺失的情况，

在访谈当中，很多教师表示，学校将主要精力放在考试成绩之上，总希望能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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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可以考入市重点学校的学生，提升学校的影响力。根本不会去组织教师、后

勤员工参加任何的培训。学校负责人队此项计划的重视也非常不够，大部分学校并

没有开始营业教学课，学生、老师、食堂工作人员都对此了解甚少，作为比较专业

的课程，没有请专业的老师给予讲解，这也是当前大部分学校的现状，农村学校要

想开设营业教育的相关课程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首先，资金方面有问题，大部分农

村学校请不到专业的营养师给学生开设此课程，没有资金加强食堂员工的培训，对

营养改善没有形成一个概念。 

2.2.3 对学校就餐环境满意度调查 

表 2-6 餐厅存在问题调查情况统计 

 
餐厅卫生状

况堪忧 

餐厅面积较

小，拥挤不堪

餐桌餐椅配

套不完善 

地面油腻湿

滑 

餐具不卫生，

无消毒设施 
合计 

学生数 24 93 72 88 63 340 

百分比 7.1 27.3 21.2 25.9 18.5 100 

表 2-5 和 2-6 是对学校就餐环境是否满意对学生进行的满意度调查。从表 2-5

统计数据可知，有超过六成的学生对当前的学校提供的就餐环境表示不满意。具体

到细节上，从表 2-6 结果得知，7.1%的学生认为餐厅的环境不容乐观，27.3%的学

生表示其所在学校的餐厅面积较小，遇到饭点，便十分拥挤，无法正常用餐。这对

政策的顺利实施起到极大的消极作用。另外，有 21.2%的学生认为餐厅的桌椅板凳

等硬件设施不够用，很多学校的学生甚至连吃饭的桌椅也没有，很多学生吃饭都是

蹲在地上吃，既不干净也不卫生，排队吃饭不仅影响心情，还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而对于餐具卫生表示不满意的学生占 18.5%，这些学生在访谈中提到，碗筷经常清

洗不干净，会有食物残渣。究其原因，是因为后勤人员短缺，必要时还需要学校教

师临时帮忙。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地方政府受制于经济条件的约束，

后勤人员的短缺，归根到底还是由于资金短缺造成的。 

2.2.4 营养改善餐品质量调查 

表 2-8 学生对餐品质量满意度情况统计 

分类 十分好吃 比较好吃 一般 不太好吃 十分难吃 合计 

学生数 10 47 60 105 118 340 

百分比 2.9 13.8 17.6 30.9 34.7 100 

表 2-9 学生对餐品营养性满意度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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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营养的目的在于给学生提供良好的伙食，但是从对学生的调查中可清楚的

看出，对当前学校提供的伙食而言，有 30.9%的学生表示不太好吃，有 34.7%的学

生表示十分难吃。和以前相比，只是每天多了一袋牛奶和一个鸡蛋，其他的饭菜质

量反而比改善之前有所下降。而在对学生进行营养性满意调查时，有 40.9%的学生

认为改善后的食品并没有多少营养可言，甚至还有 15%的学生对于是否有营养不知

情，可见，学校的营养教育存在着极大的缺失。很多学生甚至认为开设此计划是多

此一举，由此可见，对学生加强营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学生 

2.2.5 营养改善计划经费使用情况 

表 2-10 餐厅后勤员工情况统计 

分类 员工超员 员工正好 员工不足 合计 

人数 20 33 92 145 

百分比 13.8 22.8 63.4 100 

 

表 2-11 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财政经费是否够用情况统计 

分类 足够使用 刚好够用 根本不够 合计 

人数 5 15 125 145 

百分比 3.4 10.3 86.2 100 

后勤人员是营养改善计划得以顺利开展的又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为食品的采

购、加工、给学生发放以及餐厅的卫生等都需要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参与。而学校经

费本身就不足，正常的教学开支已经让学校力不存心。如表 2-10 和 2-11 数据所示，

有 63.4%的教师认为当前的后勤工作人员数量急剧短缺，并且有 86.2%的教师认为

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仅仅划拨了用于改善餐品的经费，却没有附带相应的配套设施

提升经费，有些学校为了改变学生就餐环境，省吃俭用，从改善食物的经费中节省

开支，用来扩建食堂或招聘更多的后勤人员，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形比比皆是。这样

不仅不能提升学生的营养水准，还有可能造成家长的误解。影响政策的正常推进。 

由此可见，营养改善计划不是简单的发放几个面包，几袋牛奶就能够解决的，它不

仅仅是当地学校就能够解决的了的，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地方政府的财政、教育

分类 营养 比较营养 一般 不营养 不清楚 合计 

学生数 20 33 97 139 51 340 

百分比 5.9 9.7 28.5 40.9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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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当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在划拨了用于改善餐品的经费的同时，附带

相应的配套设施经费，改变农村学校学生的用餐环境，只有环境改善了，食堂管理

人员的数量得到保证，素质得到提高，食堂管理水平得到提高，整个营养改善计划

才有意义。当然，这些都离不开资金，要想让营养改善计划更好的进行下去，政府

部门还应当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不能仅仅划拨改善餐品的经费，要从全局出发，

让整个配套的经费得到保证。 

2.2.6 信息公开公示情况调查 

表 2-7 对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信息公示情况统计 

分类 学生 百分比 教师 百分比 家长 百分比 

每周公示 28 8.2 7 4.8 20 7.8 

每月公示 35 10.3 21 14.5 31 12.2 

每季度公示 43 12.6 23 15.9 25 9.8 

每学期公示 89 26.2 49 33.8 77 30.2 

每学年公示 101 29.7 29 20 45 17.6 

从不公示 44 12.9 16 11 57 22.4 

合计 340 100 145 100 255 100 

对于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过程中财务状况以及采购信息的公示，是政策能否深入

人心，资金能否得到合理使用的最佳解决办法。但是从调查数据可知，兴县所有的

学校都不会及时将信息对外公示，在学生看来，学校公示一般会在每学期或者每学

年进行一次，简单地将费用在学校宣传栏上张贴几天就完事。一旦公开不及时，极

有可能造成暗箱操作，侵吞公款的情况。因此，学校领导需要对此引起重视。此外，

家长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对其食品安全负有极大的义务，而从访谈结果可知，兴县

所有接受调查的学校当中，没有一所学校聘请家长担任监督员，对此，很多家长都

提出了质疑。根据调查得知，如何让专项资金的每一分钱都能花在学生身上，这是

我们的十分关注的，从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学校对食堂运营的财务制度不透明，

导致很多家长对此不太满意。目前，对营养改善计划的专项资金还没有形成一个有

效的监督机制，谁来监管资金能用在学生身上，是每个家长关心的问题，如何能对

学校进行监管，谁来监管是下一步应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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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兴县农村学校“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现状 

2.3..1 农村学校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认知现状 

在没有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时，人们对其的认识可能仅仅是学生营养

改善，就是在家里家长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会制定一个短期内的这样一个计划。笔

者通过对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学生的访谈调查了解到有很少一部分家长能认识到

学生营养改善的重要性，大部分家长认为只要孩子吃饱就可以了；而对于学校食堂

对学生营养改善几乎没有意识到，认为孩子能吃饱就可以了。比如，A 家长说：只

要孩子能吃饱，营养肯定就能跟上，不需要去专门去进行学生营养改善；B 校长说：

学校就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孩子营养的改善问题属于是家长的事。 

在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后，笔者通过数据调查发现学生、教师以及家长对于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国家这项惠民政策，超过 80%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

他们认为学校能给改善伙食就不错了，不会去考虑具体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其

次是家长，有超过 70%的家长也表示不了解这项政策。很明显，学校领导和教师对

于教育部门下发的文件了解较多，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和学校对上级政策的宣传不到

位。 

2.3.2 学生健康教育工作的现状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要加强营养教育。各地、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形式，向学

生、家长、教师和供餐人员普及营养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营养观念和饮食习惯。

2009 年，兴县政府从外地专门抽调了一些领域像食品安全、膳食营养的专家若干

名，专门对食品安全问题和合理膳食问题进行检查。 

2.3.3 学生供餐现状 

（一）食堂硬件实施状况 

营养改善计划经过认真的实施后，兴县县政府为了确保学校具备达标的供餐条

件，想方设法改善各个学校的食堂的硬件条件，改建扩建学校的食堂，使其能更好

的为学生服务，满足营养提升计划实施的硬件要求。  

1.实施前的学校食堂硬件现状 

2009 年以前，兴县的中小学学校的食堂条件较差，很难保证学生的正常营养。

计划启动后，在短短的几年间迅速提高了全县学校食堂的硬件条件，为实施此项计

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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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兴县学生营养办了解到，2011 年 8 月，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实施之前，兴县开展了《兴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情况调查》。其

中，食堂基本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按全县学生的生均食堂面积尚不足 0.9 平方米，

远远不能满足正常的要求。 

2.实施后的学校食堂硬件现状 

笔者在山西省兴县学生营养办了解到，截至 2015 年 11 月，兴县县政府充分

经过多方筹资，累计下发专项资金共 68.94亿元。全县中小学学校食堂存量面积 400 

万平方米，从 2009 年 年 9 月统计时原有的 178.1 万平方米，增加了 264.1 万平

方米；生均面积从 2001 年 8 月统计时原有的 0.8 平方米，提高到了 1.6 平方米。 
（二）餐品质量情况 

笔者通过对兴县农村学校校领导的访谈了解到在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之前，

兴县农村学校对于寄宿制学生主要是以学校食堂供餐的形式日供三餐；供餐食品以

大米、白面以及蔬菜等实物为主，致使供餐食品单一；供餐食谱仅是根据当地饮食

习惯和食物实际供应情况制定，而没有结合学生的营养状况致使供餐食品营养搭配

不合理。而对于非寄宿制学生主要是在家用餐。 

实施之后兴县农村学校对于寄宿制学生供餐方式主要以完整的午餐为主；供餐

的食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营养要求，供餐种类除基本的大米、白面、及蔬菜

之外，还提供肉、蛋、奶以及水果等，这样就丰富了供餐的食品种类，提高了餐品

质量，以达到学生摄入的食物营养均衡。 

2.3.4 食品监管现状 

为保障营养改善计划的食品安全，兴县县政府下大力气确保学校食品安全零事

故，兴县学生营养办相关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教育局、卫生局、工商局等部门每

年都进行联合执法，发现问题就令其马上整改。但是由于农村学校较多，涉及面较

广，目前还不能保证食品安全无死角。 

2.3.5 资金监管现状 

为保障营养改善资金的合理利用，不被挪用，山西省专门制定出台了相关管理

规定和管理办法，保障了专项资金的高效和安全。 

县政府要求有关学校要特别加强财务管理，依法健全学校的财务制度，配备专

(兼)职财会人员，切实加强食堂会计核算，定期全面公开学生营养改善经费账目，

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兴县县政府还加大审计的力度，每年要对营养改

善计划的专项资金进行审计，对享受补助的学生人数、餐品成本的预算、票据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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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方面严格审查，确保营养改善计划能够阳光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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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存在的问

题及成因分析 

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及访谈发现，兴县的营养改善计划工程还存在着大量的问

题，比如存在对农村学校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认知浅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

情况不好、农村中小学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监管机制不健全等三个方面

的主要问题。 

3.1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 

3.1.1 农村学校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认知浅薄 

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步骤：第一是理解政策理解不到位。第二

是资源保证。落实教育政策必须有一定的资源保证，这主要体现在经费、人力和物

力等方面。第三是组织落实，这包括为政策的实施建立有效的工作部门和机构。第

四是政策实验。第五是政策调整。①在实施教育政策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意

想不到的问题，这就需要对问题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以适应新的情况。教育政

策实施过程的第一项就要求理解政策；《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农村中小学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晋教基[2014]28 号）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政

策内涵。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 

兴县的农村学校的家长及学生对营养改善计划政策了解甚少。推广实施学生营

养餐要充分调动起家长来，只有家长理解政府的好政策，学生营养餐的实施必须要

依靠政府提倡、企业配合的市场机制来运作进行。这项工作必须依靠农村家长们的

支持，只有家长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动配合和支持在农村开展营养餐计划的实

施。但是从实地调查的结果来看兴县农村学校学生的家长整体接受的文化水平低，

对营养知识的掌握匮乏。再加之当地政府及学校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宣传力

度不到位使得家长及学生对此了解甚少。一些家长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营养改善计

划，只知道国家给学生发放补助，并不知道发放补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地方政府

和学校在开展营养改善计划的同时，没有积极的宣传该项计划，让文化程度不高的

家长能理解什么是营养改善计划，没有积极的和家长沟通，导致在推行过程中有的

家长不配合甚至还有抵触的情绪。 

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工作关系密切。从理想状态说，教育政策充当了教育管理

                                                        
① 吴志宏.教育管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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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指导，教育管理工作是实施教育政策的手段，教育政策通过教育管理得以落

实和实现。只有教育管理者充分认识到教育政策的内涵才能更有效的实施教育政

策。而笔者通过对学校管理者的访谈发现学校管理者在工作中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政策表面的东西大肆宣传，实质性的东西却轻描淡写。比如，在供餐中学校给学生

提供 4 元的免费午餐，不是将这 4 元用于给学生增加营养，而营养餐的核心是要给

学生增加营养，不是提供免费午餐。 

最后，教育缺失引起饭菜浪费。要教育教育学生不能因为自己的口味而随意的

丢弃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要让学生懂得政府开展营养计划的艰难性，教育学生要

懂得合理的营养对自己身体的重要性，如果因学生的挑食导致营养得不到均衡的发

展，达不到开展营养实施计划的目的。从实地观察情况来看，兴县的农村学校学生

尽管经济条件不优越，但仍然有不少学生存在浪费粮食，不珍惜粮食的现象。访谈

过程中，很多农村教师反映，农村的部分学生也存在挑食，乱扔食物，浪费粮食的

现象，有的学生把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随意丢弃，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因此，加

强学生的德育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要教育学生珍惜粮食。 

3.1.2 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落实不到位 

首先，农村学校营养改善设施薄弱，食堂生均面积严重不足，配套设施极不完

善，硬件上的硬伤也影响了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 

根据规定，学校厨房的使用面积和设施要与就餐学生人数相匹配。但是，在兴

县调研过程中，发现几乎超过半数的村级小学当中没有专门的食堂可供学生用餐。

很多学校在操场上用简易瓦岗搭建的一个面积不足 50 平方米的简易房充当食堂。

在中午用餐高峰期，大部分学生因为没有可以坐下吃饭的地方，只能选择将饭菜带

回教室用餐。食堂建设不符合标准造成的用餐困难已经成为兴县乃至全省营养改善

计划政策执行面临最大困难之一。 

其次，营养改善实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食品安全的重要行不言而喻，教育部门非常重视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有很大的隐患。农村学校食堂的环境、

食品的采购、储存，食品的加工这些环节都存在很大的隐患。如果得不到解决，会

给营养改善计划带来极大的影响。但是大部分农村学校的食堂在这一方面做到不太

好，给学生的健康很不利。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是笔者在

调查中发现，仍然有许多安全隐患存在，比如在采购环节，由于学校的财务是“校

财局管”，学校为了能够有正规的票据进行报销，不得不舍近求远，到一些统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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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购买粮食、蔬菜等，增加了运输的成本，因为运用的问题，不得不一次性购买大

量的粮食、蔬菜进行储存，由于食材储存的时间长，导致有可能出现霉变、腐烂的

现象，这就导致学生有可能会吃到腐烂变质的饭菜，这会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健康，

给此项工程带来影响。再次，政策实施的后续经费不足。营养改善计划要想持续下

去，必须有足够的经费做支撑。要想把这个计划做下去，必须长期对学校进行补贴，

因为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给学校增加了运行的成本，学校不得不拿出其他经费来

补贴食堂，加重了学校的负担，会导致学校的其他工作受到影响。营养计划的实施，

会增加学校的运营成本，会给学校带来经济上的沉重的负担，如果政府不持续性的

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恐怕没有几所学校能承受如此重的负担。要尽快建立家长监督

机制，将家长监督放到监督工作的首要位置，成立家长委员会，接受家长委员会的

监督，让营养改善计划在阳光下运行，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生身上。在食品采购方

面，要规范食品的采购制度，对食物原料的采购要实行统一招标，统一配送，禁止

学校私自购买食品；严格审查企业的资质，严把质量关，保证给学校食堂供应好的

食材，确保学生的食物安全。 

此外，食堂工作人员是营养提升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环，如果食堂工作人员没有

营养学方面的相关知识，他们根本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对食堂工作人员的培训就变

得相当重要了，但是由于经费短缺，无法无法聘请有经验的厨师，也没有足够的经

费去组织学校厨师外出培训，直接导致学校餐厅的饭菜水平长期处于偏低，无法满

足学生正常的营养需求，会进一步影响学生身体的健康。学校应当定期开展对食堂

工作人员的培训，培训营养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对食堂工作人员的培训，他们才

能更好的参与到营养改善计划中来，否则他们只是普通的厨师，无法胜任营养改善

计划中重要的角色。 

3.1.3 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监管机制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规定，我国的各级政府及相关的部

门要按照职责分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促进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公开透明、

廉洁运作。营养改善计划应当建立在群众监督监管的基础上才能阳光的运行。在此

项计划中，农村的孩子和家长是直接受益人，让学生家长参与到监管当中会让此项

计划能够更加圆满的实施。政府、学校应当邀请更多的学生家长全程参与到监督、

监管当中来，如此可以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是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能够有人监管，

真正的做到公开，让计划能够很好的实施。但是，据笔者调查发现，监管的效果并

不是很明显，很少的家长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监管当中来。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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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长能够经常参与监督，只有很少的家长能够积极主动的发挥监管的作用。在访

谈中笔者得知，有一部分学校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的制度，让家长参

与到营养计划中来，主动接受家长的监督，但更多的学校根本没有邀请家长的参与，

更多的学校只是走走过场，没有真正把这一工作落到实处。另外，许多家长忙于务

农，根本没有时间去参与监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由于监管机制的不健全，

导致了对营养计划的实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就有可能滋生腐败，会影响到营养改善

计划的进行，因此，在很多环节都会出问题，都会影响人们对整个计划实施的必要

性。因此，健全监管机制，实行责任到人的追查机制，出了问题可以责任到人，会

给整个计划的实施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表 3-1 家长监督情况表 

 经常参与 很少 从来没有  

征求家长意

见 
19.6 39 61.8  

聘请家长参

与监督 
6.3 11.1 89  

3.2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存在问题的成因 

3.2.1 政策资源短缺，相关教育缺失 

首先，营养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学校从事食堂工作的后勤工作人员是必不可少

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兴县的学校的从事食堂工作的人员根本不能满足实施计划的

需要。从调查数据可知，上述两项政策资源，在兴县农村学校都普遍短缺。 

其次，相关的文化教育长期缺失。营养改善不仅需要从物质上为学生提供基本

的物质满足，更需要以此为起点，建立长期的营养教育课程体系。而就目前兴县农

村学校营养课程开设现状来看，乡镇地方政府对于学生的营养教育，始终处于漠视

状态，不仅造成学生对既得利益的不珍惜，还造成大量粮食产品的浪费。严重影响

了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顺利进行。 

3.2.2 政策设计存在瑕疵，执行难度大 

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还应该细化，将计划的目标细化，在计划制定的过程中要

明确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目标明确，才能将计划做好。学校的

基础设施建设也应当加强。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中，学校的食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经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学校的食堂基本上都不达标，食堂拥挤不堪，就餐环境较差，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调查研究 

 24

要想把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好，应当加强食堂的建设，加强食堂设备的配置，这些经

费，都应当由政府部分负担，只有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营

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政策的贯彻离不开执行者，我们在执行相关政策的时候，要依

靠执行者的大力支持，但由于营养提升计划涉及的人太多，执行起来的难度就非常

大，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计划的顺利实施。 

3.2.3 政策运行机制不健全 

尽管各级政府始终强调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和学校的监督，但在实施计划的过程

中经常有资金不到位，食品安全有隐患的问题发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如何

能健全政策的运行机制，健全约束机制，惩罚机制，奖励机制。健全政策的运行机

制，是我们当今应解决的问题。如何能把好的政策运行好，让老百姓满意，这是我

们应该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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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促进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的

对策 

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实施执行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系统工程，该工

程涉及到很多部门和人员。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对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认

知水平、政策执行细则以及政策实施的运行机制等各方面的影响。以下结合调查中

发现的问题以及成因，笔者从这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4.1 提高农村学校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认知水平 

4.1.1 明确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的意义 

农村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它的实施可以改善农村地区学校学

生的健康状况，因此，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制定合理的政策法规。教育政策是政

府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务的行动准则。用更通俗的

话讲，它是政府在教育领域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文本说明。①其隐含以下几层

意义：第一，教育政策由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组织制定和颁发。也就是说只有政府

才有权决定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第二，任何教育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的，总是

与特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反应了政府急于想解决的某一类教育问题。教育

问题那么多，不可能所有问题都成为政策，所以一项政策出台，其实说明政府处理

教育事务的轻重缓急程度及优先顺序。第三，教育政策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型：一类为鼓励性的政策；另一类为限制性的政策。前面代表政府在教育方面选择

要做的事，后者代表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想做的事。由此可见，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

策属于一项鼓励性政策。第四，所谓“行动准则”，实际上就是一种规范。由于一个

国家教育事务纷繁复杂，所以不可能只有某一个规范，必然是一整套的规范，其中

有的属总的规范，有的属基本规范，有的属具体规范，由此就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

教育的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那些层次高、时效长、内容涉及广泛而基本

的就是教育的基本政策，而内容具体、针对性强的则为教育的具体政策。第五，教

育政策有其特定的表达方式，大都以某种文本形式公布于众，其中“纲要”“通知”“暂

行规定”等是我国最常用的教育政策的表达方式。 

教育政策对教育管理工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教育政策可以引导教育

发展方向。教育政策可以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教育工作要涉及各种关系，外部如教

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内部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基

                                                        
① 吴志宏.教育管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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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等。所有这些关系都需要教育工作者靠教育政策去协调和

理顺。再一方面，教育政策可以明确管理事权约束关系和有利于合理分配国家资源。 

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是国家颁发的一项鼓励性政策。其具有以下

意义： 

首先，此项政策的颁发有利于国家合理分配资源。不论国家多么富裕，资源也

是有限的。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合理地分配有限的国家资源用于教育，始终是教育

管理部门所要去研究的事情。政策适当的向农村较落后的地区倾斜是十分必要的，

它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使农村学生也可以健康茁壮的成长。 

其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可以进一步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

的健康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的改善。在城

市里的家长开始为孩子营养过剩而担忧的时候，仍有不少贫困农村的孩子在学校饿

着肚子上课，导致营养不良和声场迟缓。对此，国家就必须高度重视，进而予以干

预。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密切关注的大事。目前农村

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需要在学校用餐，孩子们能否在学校吃饱、吃好，能够茁壮的

成长，是每一位农村家长关心的大事，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

可以帮助偏远地区的学龄儿童，更会辐射我们整个国家的适龄儿童可以享受国家的

营养计划，对提高人口素质，提升国民素质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1.2 重视营造农村学校学生营养的校园环境 

首先，可以开设食品营养教育课程。营养教育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及老师获得营

养方面的知识，可以最大程度的配合营养改善计划。 

“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教育家斯宾赛在 1985 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什么

知识最有价值”中。 “curriculum”则是一个名词，原意是“跑道”，引申为“学习的进

程”（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这被认为是西方文献中最常见的课程定义，即

可以指一门学程，也可以指学校提供的所有学程。①总之，在多种多样对于课程的

界说中，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类： 

第一、课程就是教学科目。这被认为是影响最大、使用最普遍、也是最常识化

的课程定义。“课程是指所有学科（教学目标）的总和，或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

活动的总和，这通常被称为广义的课程；狭义的课程则是指一门学科或一类活动。” 
                                                        
① 吴志宏.教育管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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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程就是预期的教学目标或教学计划。这是在北美的课程理论中使用较

为普遍的课程意义。课程是“学习的计划”，课程是“组织为目标”，课程是“一系列有

组织的、有意识的学习结果”等。这种课程定义强调的是在教学过程之前预设好的，

或在教学情境之外既定了的那些东西。 

第三、课程就是教学活动。将课程理解为学校里所开展的所有教学活动，同时

对教学所涉及的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教学策略等所有方面从课程的意义上予以关

注。 

第四、课程就是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这被认为是以人为本的课程定义，课程

的重点从外在的知识、活动和静态的目标、计划转向学习者内在的活生生的经验和

体验。课程被理解成为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之下，或学生自发所获得的经验或体验。 

最后，加强对农村学生的德育管理。当前，农村学校的德育管理存在极大的缺

失。绝大多数农村学生尽管经济条件较差，但是，受到大量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

其道德素质已经远远脱离了农村孩子的质朴与纯真的天性。对于国家和政府提供的

营养食品，不懂得珍惜。随意丢弃、糟蹋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建议学校增强对

学生的德育管理。将感恩与节约作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贯穿于日常教育过程之中，

使学生学会节约，减少浪费，学会感恩。感恩教育要注重实质，不能形式化，可以

让学生参观学校工人每天的食物加工制作过程。 

4.1.3 加大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宣传力度 

政府和学校都应该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政府可以通过网站、电视台、报纸等

媒体宣传营养改善计划，让家长了解计划的相关信息，认可此项计划，才能大力的

支持和配合政府和学校。学校也应当通过板报、主题班会、家长会等形式大力地宣

传营养改善计划，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了解营养改善计划。很多家长对此项计划了

解甚少，不理解国家开设此项计划的初衷，不能很好的配合，甚至有的家长认为这

是在浪费国家的钱财，因此，加大宣传营养改善的力度势在必行。 

4.2 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执行细则 

教育政策实施过程实际上就是使政策内容转变为教育现实的过程。一些教育政

策目标不能实现，并不完全是制定方面的原因，还有实施方面的原因。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制定详细的办法，对实施营养改善计划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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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细化政策实施目标 

建议兴县地方政府细化实施计划的目标，如确定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由

专人来检查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由专业机构来对学生的营养指标进

行检测，看指标是否合格，根据检查结果拟定下一步的实施方案，这样才能目标明

确，做到有的放矢。 

4.2.2 明确财政投入比例与方向 

在财政投入方向上，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为农村学校划拨食堂建设专用资

金，解决村级学校食堂狭小，卫生不达标的困境。此外，对于后勤工作人员，可以

建立学生、教师及家长评分制，根据员工实际工作量和服务态度适度增加其工资收

入，降低后勤员工的流动性。 

4.2.3 配备足量的食堂工作人员并对其开展培训 

要确保农村的营养改善项目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学校必须配备足够的后勤工

作人员，必须至少满足 1 比 200 的比例配齐食堂工作人员，有足量的后勤工作人员，

才能保证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进行。食堂工作人员的工资该由学校支付还是财政负

担呢？食堂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等地方政府应该专门拨出经费，不应该占用营养改

善计划的专项资金，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此外，学校应当每年为食堂工作人员进

行体检，确保食堂工作人员无传染疾病，保证学生的健康。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要适

应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提高食堂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不断丰富他们的营养

专业知识。访谈中，很多的农村学校校长反映，营养改善工作缺少营养专业人员指

导。鉴于农村学校经费本身不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对食堂的员工进行培训，提高

他们的专业技能，提高他们的营养专业知识。这也是营养改善计划不能顺利实施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县级政府应当组织一些营养师对学校食堂的员工进行培

训，只有他们对营养专业知识有了全面的认识，才能把营养改善计划完成好。 

4.2.4 加强营养改善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 

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应当加强。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中，学校的食堂是非常

重要的一环，经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学校的食堂基本上都不达标，食堂拥挤不堪，

就餐环境较差，要想把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好，应当加强食堂的建设，加强食堂设备

的配置，这些经费，都应当由政府部分负担，只有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才能最

大程度的保证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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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政策实施的运行机制 

4.3.1 强化政策实施的多元化监督机制 

要协调教育、财政、工商、食药、质检等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责任，形成齐抓

共管的局面，做到联席管理，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的不良情形。 

其次，要尽快建立家长监督机制，将家长监督放到监督工作的首要位置，成立

家长委员会，邀请家长对学校的食堂进行监督，监督学校食堂的管理、饭菜的质量、

食堂账目的公开等，接受家长委员会的监督，让营养改善计划在阳光下运行，把每

一分钱都用在学生身上。在食品采购方面，要规范食品的采购制度，对食物原料的

采购要实行统一招标，统一配送，禁止学校私自购买食品；严格审查企业的资质，

严把质量关，保证给学校食堂供应好的食材，确保学生的食物安全。在资金落实方

面，应该对享受国家营养改善计划补贴的学生实行实名制，定期对外公示，防止学

校虚报学生人数，冒领国家补贴等情况的出现；学校应定期向社会公布食品的采购

价格，食堂运营的收支情况，让每一分钱都花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到公开、

透明，保证专项资金的安全问题。 

4.3.2 完善相关激励与约束制度 

当前，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从国家到地方都一直在强调如何实施，

以及明确相关政府主体的责任义务，对奖励机制和约束制度的制定还不完善。在现

有国情之下，没有明确的约束、激励机制，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实到位。而要想营

养改善计划政策顺利实施到位，必须建立各级约束、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学

校的积极性，要把营养计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学校工作的一个项目，对计划开展

好的地方政府加以表彰，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使计划能更好的实施下去，形成良

性的循环。 

要实行问责制度，对落实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到位的地方进行问责，才能使当

地政府认识到此项计划的重要性，才能积极认真的去落实，才能真正的保证营养改

善计划的顺利进行。 

4.3.3 通过立法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 

大量的国外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营养改善计划的推行，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如

果没有法律的支撑，此项计划是不能长期的进行下去。政府部门只是为计划制定了

一些规章制度，但并没有立法，只有通过立法明确计划的责任人，监管的主体是谁，

资金如何能阳光的运行，使此计划有法可依，确保政府的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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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营养上来，保障学生的健康权，保证改善计划的顺利进行。美国、日本等国都

有多部法律来保障学生营养改善，法国也颁布法律来保证计划的顺利进行。新加坡

也制定了学龄儿童的午餐计划，免费为学龄儿童提供午餐，保证儿童的营养能跟的

上身体的发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制定了学校午餐法案，保障学龄儿童的营

养。欧美发达国家无不重视学龄儿童的营养问题，纷纷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解决该问

题。同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确保营养供餐计划的实施。我们应该通

过立法来保障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只有有了法律保障，才能对在计划遇

到的种种问题进行解决。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百年大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保障计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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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山西吕梁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的实证调查，通

过问卷调查、走访和对得出的数据分析，发现了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政策实施中存在很多困境和难题，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给出了相应

的解决的办法和建议。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善现有不良局面，帮助农村学校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实施顺利推进。一是，提高农村学校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政策的认知水平；二是，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执行细则；三是，完善政策实施的运行

机制。 

本研究大量的分析国内外的研究案例，从多个维度去分析国内外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开展的情况，并在兴县地区采集了多个学校的样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在样

本的选择上，限于精力，无法全面覆盖兴县所有农村学校，选择了兴县地区的 50

所学校，样本容量还是较小，不能完全反应出全县的情况。此外，影响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政策实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由于各方面的限制，难以穷尽所有的因素，

调查结果难以全面反映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的所有问题。希望在将来的研究

中予以补足，为我国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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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调查（学生问卷）  

各位同学：  

大家好！为了解兴县农村学校学生的营养状况以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状况，

请大家尽可能如实、准确地填答这份问卷。所填写的一切资料仅供研究使用。 

你的基本信息： 

学校：        年级：       性别：      年龄：     

 1.你是否听说过“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A 听说     B 没有听说 

2.你清楚“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吗？  

A 清楚    B 不是很清楚   C 完全不清楚  

3.学校是否定期向你和家长公布营养餐食谱和费用？  

A 公布过  B 没有公布 

4.你父母是否满意学校为你们提供的营养餐？  

A 满意    B 一般满意     C 不满意    D 不清楚  

5.你是否满意学校为你提供的营养餐？  

A 满意     B 一般满意       C 不满意 

6.你觉得饮食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A 会      B 不会       C 不知道  

7.你觉得饮食营养会影响学习成绩吗？ 

A 会       B 不会       C 不知道 

8.你对营养健康知识感兴趣吗？  

A 感兴趣    B 不感兴趣    C 一般  

9.学校有开设了营养健康课程？  

A 有开设      B 没有开设      

10.你一般从哪里获得营养健康知识？（可多选）  

A 父母    B 老师    C 广播、电视    D 网络 

11.学校如何向你们提供营养餐？  

A 早餐    B 午餐     C 课间加餐     D 晚自习加餐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调查研究 

 36

12.学校提供的营养餐有哪些种类？（可多选）  

A 牛奶 B 鸡蛋 C 肉 D 面包、饼干 E 米饭、面食  F 粥  H 蔬菜 I 水果  

13.学校提供的营养餐份量足够吗？ 

A 足够   B 有时能吃饱，有时吃不饱    C 不够 

14.你一般在哪里用餐？  

A 食堂   B 教室   C 宿舍   D 操场   E 没有要求，自己随意 

15.你觉得学校营养餐的卫生条件怎么样？ 

 A 比较差   B 一般    C 比较好  

16.你觉得学校提供的营养餐是否可口？ 

 A 可口    B 一般     C 不可口  

17.你认为学校提供的营养餐营养吗？ 

 A 营养    B 一般     C 不营养    D 不清楚  

 

附录 2：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情况调查 

教师访谈提纲  

学校名称：________  访谈时间：_________    访谈地点：_______ 

教师基本信息： 

性别：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学历：__________ 教龄：__________  

1. 您班里学生的有享受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的孩子吗？  

2. 您是否与学生一起享用过营养餐呢？ 

3. 您觉得国家营养计划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营养均衡吗？  

4. 你觉得营养改善计划的效果怎么样？  

6. 您觉得在营养改善计划中食品安全有哪些隐患？ 

7. 您觉得学校在食品安全方面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9. 学校对食堂管理人员进行过专门的培训吗？ 

10. 您觉得营养改善计划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 

11. 您觉得学生对营养餐和营养改善计划认可吗？ 

12.你是否听说过“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13.你清楚“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吗？  

14.学校是否定期向你和家长公布营养餐食谱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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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觉得饮食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16.你觉得饮食营养会影响学习成绩吗？ 

17.你对营养健康知识感兴趣吗？  

18.学校有开设了营养健康课程？  

19.你一般从哪里获得营养健康知识？  

20.学校如何向你们提供营养餐？  

21.学校提供的营养餐有哪些种类？  

22.学校提供的营养餐份量足够吗？ 

23.你一般在哪里用餐？  

24.你觉得学校营养餐的卫生条件怎么样？ 

25.你觉得学校提供的营养餐是否可口？ 

26.你认为学校提供的营养餐营养吗？ 
 

附录 3：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情况调查 

校长访谈提纲  

学校名称：________  访谈时间：_________    访谈地点：_______ 

校长基本信息： 

性别：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学历：__________ 教龄：__________  

1. 您班里学生的有享受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的孩子吗？  

2. 您是否与学生一起享用过营养餐呢？ 

3. 您觉得国家营养计划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营养均衡吗？  

4. 你觉得营养提升计划的效果怎么样？  

6. 您觉得在营养提升计划中食品安全有哪些隐患？ 

7. 您觉得学校在食品安全方面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9. 学校对食堂管理人员进行过专门的培训吗？ 

10. 您觉得营养改善计划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 

11. 您觉得学生对营养餐和营养改善计划认可吗？ 

12.你是否听说过“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13.你清楚“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吗？  

14.学校是否定期向你和家长公布营养餐食谱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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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对营养健康知识感兴趣吗？  

16.学校有开设了营养健康课程？  

17.你一般从哪里获得营养健康知识？  

18.学校如何向你们提供营养餐？  

19.学校提供的营养餐份量足够吗？ 

20.你一般在哪里用餐？  

21.你觉得学校营养餐的卫生条件怎么样？ 

22.你觉得学校提供的营养餐是否可口？ 

23.你认为学校提供的营养餐营养吗？ 

 

兴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实施情况调查 

家长访提谈纲  

学校名称：________   访谈时间：________   访谈地点：_________ 

尊敬的家长向您了解以下问题： 

您胡基本信息： 

性别：______   年龄：_______  学历：________工作：________ 

1.您了解“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吗？请谈谈您对学校营养餐的认识。  

2. 学校或者政府组织过关于“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宣传教育活动吗？您参加过

吗？  

3.您认为学习成绩与饮食营养的关系大吗？您平时是否关注孩子的饮食营养和卫

生？您认为是否应该对孩子进行专门的营养教育？  

4. 您觉得学校提供营养餐后孩子各方面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体质、情绪等）？  

5. 您对您孩子学校的营养餐满意吗？有什么担忧吗（如份量、质量、卫生等）？  

6. 您孩子对营养餐的反应如何？与您在家准备的饭菜相比，您觉得您家孩子更爱吃

哪个？  

7. 您清楚孩子的营养餐费用使用情况吗？ 

8. 您觉得您孩子学校的营养餐成本价值几元？  

9. 学校定期向您公布营养餐食谱和经费使用情况吗？您有没有机会参与营养餐实

施的监管工作？ 
10.您认为目前学校营养餐工作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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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山大学习及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主要是因为得到了众多良师

益友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学业及论文的撰写，在这里

我想由衷的对他们表示感谢。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导师张俊友副教授， 老师年富力强、学识渊博、平易近

人，对我的教诲我终生相忘。他多次不厌其烦的对我进行指导，从开题到撰写论

文，张老师对我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从论文的开题到格式的修改，都给了我

很多的指点。我能顺利的完成论文的撰写张老师功不可没，在此我要衷心的想对

张老师表示感谢！他是我学习路上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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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姓名：温晓玲 

性别：女 

民族：汉 

籍贯：山西省吕梁市兴县 

学习经历：2008 年毕业于大同大学，2014 年就读于山西大学 

工作单位：兴县教育局 

联系方式：18534775324 

 



承 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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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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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