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模板8
篇)

知识点总结是对学习过程中所掌握的知识进行概括和归纳的
重要方法。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师总结范文，供大家
参考和借鉴，希望能对大家编写教师总结有所帮助。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一

“老师，我家丁丁吃饭是我最头疼的事情，麻烦您了！”从
我刚接手这个新班的第一天，丁丁妈妈的这句话就一直记在
我的心里。每次喂丁丁吃饭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饭菜刚到
他的嘴里，他就用舌头使劲地把饭菜顶出来，嘴里还说
着：“不吃不吃，就是不吃。”时间久了，丁丁甚至因为吃
饭问题不爱上幼儿园了。经过了解才知道，妈妈对丁丁照顾
得格外细致，家里只做很软的馒头和面条，水果也只吃香蕉
泥和苹果泥。看来丁丁不是不爱吃饭，是因为他长期吃软烂
的食物，咀嚼能力下降，嚼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知道了原因，我们决定从“牙齿的故事”人手，先解决他不
爱咀嚼的问题。我们邀请幼儿园的保健医带来了牙齿的模型，
给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讲了用牙齿嚼东西的重要性。孩子们一
个个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得特别认真。丁丁还主动
问：“老师，要是牙齿不能嚼东西会怎么样啊？”保健老师
说：“牙齿会生病呀！它会不高兴，不愿意和小朋友做朋友
了。你看看，大老虎最厉害吧，它的牙齿就经常用，丁丁也
要像大老虎一样吃饭啊。”听了这些，丁丁似懂非懂地点点
头。

接下来我们采取小步递进的方法，逐渐调整食物的种类。丁
丁能喝汤，我们就先从汤人手，给他盛的汤稠一些，过段日
子再往汤里加米饭，然后慢慢过渡到吃正常的主食。同时，
请家长相应地改变烹饪方法，增加饭菜的硬度，水果不再做



成泥状，可以先切成小小的丁，然后再大点。家园一致，孩
子自然就适应得更快，来园时和进餐时的情绪也渐渐变得更
加自然。

当然，每个孩子的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每当丁丁看到食物
的种类发生变化时，都会表现出不愿意接受的情绪。这时，
老师就会对他说：“丁丁最棒了，我们的`牙齿就像大老虎，
啊呜一口就吃掉。”经过两个月的共同努力，丁丁进餐的情
绪和对食物的兴趣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不仅能够和其他小朋
友一样高高兴兴地吃饭，有时还会说：“老师，我还要
吃！”丁丁妈妈也告诉我们，孩子回家后也是自己吃饭，还
要肉吃呢，以前这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听到孩子在家里的进
步，看到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和他吃饭时快乐的样子，我
们由衷地感到欣慰。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二

教过新班的老师都知道，这些孩子大多都没上过幼儿园，比
较任性，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很是让人头痛。特别是
吃饭的时候，这个挑食，那个不肯吃，还有的不喂就不吃。
为了让孩子们多吃饭、吃好饭，我试了很多方法。最后得出
结论，想让孩子们好好吃饭，只有挑起他们的兴趣。

刚开始，我给孩子们讲故事，通过故事告诉孩子要多吃饭、
不挑食，这样才能长得高、长得壮。接着，我利用孩子们的
兴趣，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大老虎”。告诉他们，“大老
虎”的嘴巴是很大的，只有大口大口吃饭的孩子才能当“大
老虎”。有了这个榜样，孩子们的`积极性提高了不少。
等“大老虎”这个榜样没什么作用的时候，我又换了个方式：
请吃得快又不挑食的孩子当“爸爸、妈妈”喂小猫小狗吃
饭(娃娃家的活动‘小动物喂食’)。为了能喂到小动物，孩
子们吃得可快了，一些挑食的孩子也能学着吃菜了，进步很
大。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我也加入了一些知识性的内容，比如：
吃胡萝卜能增加视力，吃丝瓜能除尘等。



一味地要求孩子不能挑食、要多吃饭，反而会让孩子们更反
感、更不喜欢吃饭。如果让孩子们知道吃饭是一件有趣的事
情，到时候不用催促他们，他们也能自觉地吃完。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三

“老师，我家丁丁吃饭是我最头疼的事情，麻烦您了！”从
我刚接手这个新班的第一天，丁丁妈妈的这句话就一直记在
我的心里。每次喂丁丁吃饭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饭菜刚到
他的嘴里，他就用舌头使劲地把饭菜顶出来，嘴里还说
着：”不吃不吃，就是不吃。”时间久了，丁丁甚至因为吃
饭问题不爱上幼儿园了。经过了解才知道，妈妈对丁丁照顾
得格外细致，家里只做很软的馒头和面条，水果也只吃香蕉
泥和苹果泥。看来丁丁不是不爱吃饭，是因为他长期吃软烂
的食物，咀嚼能力下降，嚼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知道了原因，我们决定从”牙齿的故事”人手，先解决他不
爱咀嚼的问题。我们邀请幼儿园的保健医带来了牙齿的模型，
给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讲了用牙齿嚼东西的重要性。孩子们一
个个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得特别认真。丁丁还主动问：”
老师，要是牙齿不能嚼东西会怎么样啊？”保健老师说：”
牙齿会生病呀！它会不高兴，不愿意和小朋友做朋友了。你
看看，大老虎最厉害吧，它的牙齿就经常用，丁丁也要像大
老虎一样吃饭啊。”听了这些，丁丁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接下来我们采取小步递进的方法，逐渐调整食物的种类。丁
丁能喝汤，我们就先从汤人手，给他盛的汤稠一些，过段日
子再往汤里加米饭，然后慢慢过渡到吃正常的主食。同时，
请家长相应地改变烹饪方法，增加饭菜的硬度，水果不再做
成泥状，可以先切成小小的丁，然后再大点。家园一致，孩
子自然就适应得更快，来园时和进餐时的情绪也渐渐变得更
加自然。

当然，每个孩子的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每当丁丁看到食物



的种类发生变化时，都会表现出不愿意接受的情绪。这时，
老师就会对他说：”丁丁最棒了，我们的牙齿就像大老虎，
啊呜一口就吃掉。”经过两个月的共同努力，丁丁进餐的情
绪和对食物的兴趣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不仅能够和其他小朋
友一样高高兴兴地吃饭，有时还会说：”老师，我还要
吃！”丁丁妈妈也告诉我们，孩子回家后也是自己吃饭，还
要肉吃呢，以前这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听到孩子在家里的进
步，看到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和他吃饭时快乐的样子，我
们由衷地感到欣慰。

把青菜留给小兔子的天天平时特别爱吃青菜的天天今天却不
吃了，还说：”青菜是小兔子最爱吃的，我不要吃。”边说
边用勺子把青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说要把切好的青菜
送给小兔子吃。老师走过去，轻声对他说：”小兔子有青菜
吃，这些菜是厨房老师给你做的，你吃吧。”听了老师的话，
天天不但没有高兴起来，反倒急得哭了，边哭边说：”不行、
不行，小兔子不够吃了，就要留给小兔子，谁也不能吃，呜
呜”看了天天的反应，老师也糊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虽
然不明白原因，但老师没勉强他继续吃完，而是决定先和家
长沟通一下。

原来，周末时妈妈带他去了农家院，天天喂小兔子吃青菜，
可是喂到一半，青菜没有了。当时，为了赶时间，家长和农
家院的主人就告诉天天，青菜吃完了，没有了。没想到，天
天可认真了，他惦记着小兔子，回家后无论如何也不吃青菜
了，就连家里其他人也不许吃青菜，说要留给小兔子。妈妈
为此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请小兔子来帮忙了。结合3岁幼儿常把
假象当真实的年龄特点，我和老师们精心排练了”小兔子送
青菜”的手偶剧。主要情节就是：小兔子吃了天天送来的青
菜，长得又肥又壮，身体可棒了。为了感谢天天，它也为天
天和小朋友们送来了一大筐青菜，希望大家都能像它一样长
得又快又好。故事结束后，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把青菜送到



了厨房，天天激动地对厨房的叔叔说：”叔叔，您要把青菜
炒得香香的，我今天要吃好多。”

通过这个故事，天天又开始爱吃青菜了，而且每次看到青菜
都非常高兴，边吃边说：”小兔子爱吃，我也爱吃！”看到
他红扑扑的小脸儿，妈妈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四

观察环境：活动室观察目的：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快快的
把饭菜吃完。

观察实录：午餐时间到了，多数小朋友都快速的搬好小椅子，
小便洗手准备用餐了，但是天天还在那磨磨蹭蹭的一直没有
把小椅子搬到位置上。我提醒了几次之后终于搬好小椅子了，
结果又在厕所磨蹭了不出来。等她坐好位置上开始用餐，其
他小朋友都已经几大口吃下去了。我兜了一圈之后发现天天
的饭菜几乎没有动，询问情况：天天，为什么不吃饭呀？天
天回答：我不喜欢吃洋葱。

分析：

天天是个比较挑食的孩子，经常会剩很多饭菜，怎么劝说都
没用，最后还是倒掉。今天又遇到了不喜欢吃的洋葱，所以
一开始就磨磨蹭蹭的不愿意搬小椅子。很多幼儿在家也是如
此，不喜欢吃的蔬菜就不吃，有的家长知道孩子不喜欢吃的
家里就不做这个菜，这样时间久了，孩子自然而然的就不吃
这个菜了。

措施：

首先，我们每天开饭前组织幼儿猜猜今天吃什么？用猜菜名
的方法营造了良好的餐前气氛，增进了幼儿的食欲，愿意快
乐进餐。孩子是需要鼓励的。而对于小班幼儿，成人给予他



们的鼓励应该是生动活泼而且是幼儿能直接感知的。其次，
模仿是小班幼儿的主要学习方式，他们通过模仿掌握别人的
经验，习得良好的饮食习惯。因此我们在进餐习惯培养中经
常将鼓励与树立榜样相结合，如“宝宝的牙齿真有劲儿，一
口饭一口菜，放在嘴里一起嚼，饭菜的味道会更好”；“xxx小
朋友吃饭可专心了，安安静静吃饭肠胃最舒服”；“xxx小朋友
的小碗里真干净，一点食物都没剩，看看谁能比他还棒”如
此等等。教师只要表扬了某个小朋友，立即就会有更多的小
朋友纷纷模仿这个小朋友的良好行为。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五

上幼儿园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集体生活环境，
由于对新生活陌生畏惧，再加上在家里面都是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们的心肝宝贝，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
活，如今孩子们上幼儿园以后，“吃饭”便成了幼儿和老师
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让每个幼儿都能自己吃好、吃饱饭，
我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以下六个方面：

有的幼儿食量大，但在家里娇生惯养，吃饭靠家长喂，来园
后，又不会使用筷子或勺子，因此常吃不饱。对这样的幼儿，
一要稳定他的情绪，鼓励他大胆进餐；二要注意训练幼儿正
确使用筷子；三要和家长取得联系，共同配合教幼儿独立进
餐。

一些幼儿在家常常偏食，来园后，对某些饭菜仍挑挑拣拣，
愿意吃的就多吃，不愿吃的一点不吃。对这类幼儿，一要采
取幼儿容易接受的方法进行启发诱导，如告诉幼儿吃豆腐长
得高啦，多吃蔬菜不容易生病啦等等，以激发幼儿食欲；二
是安排他与食欲好的幼儿坐在一起，鼓励他们比着吃；三是
盛饭时，第一碗盛得少点，这样幼儿可以尽快吃完，增强吃
饭信心。

有的幼儿食欲特别好，常吃得又快又多，吃过了头。对这样



的幼儿，一是开饭时，让他排在后面端饭，并且第一碗可以
给他多盛些；二是注意及时给他们添加饭菜，并掌握
好“量”；三是要鼓励他们大胆举手要求添加饭菜。

对这样的幼儿，一是吃干食时适当为他们加些菜汤捣匀，如
吃炒饭，可适当给他舀些菜汤在里面，让他有一个逐步适应
的过程；二是要引导他干稀一块吃，吃完后再给他添加饭菜。

一是要告诉他们多吃各种蔬菜的好处，如多吃蔬菜身体可以
长得强壮，可以变得聪明等；二是把菜掺合到饭里，让幼儿
混着把饭一起吃下去。

一是千万不要硬灌、硬塞，逼幼儿吃，让幼儿对吃饭产生畏
惧心理；二是要冷静分析原因，是拒饭，还是拒菜，为什么
拒食等，若属伙食问题，要及时建议厨房改进饭菜质量，讲
究色、香、味、形，以刺激幼儿食欲，若属幼儿本身原因，
要正确引导，鼓励他吃，刚开始，可以让幼儿少吃些，待适
应后，再加大饭菜量。

总之，对待幼儿园幼儿的进餐，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要
让幼儿有一个适应过程，慢慢地幼儿就会喜欢在幼儿园进餐。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六

在日常生活环节中，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莫过于进餐，针
对中班班的年龄特点，主要是训练幼儿能够自觉的养成良好
的进餐习惯，其中大致可分为两方面：硬件和软件。硬件，
包括进餐姿势、速度、程序等规范；软件，则包括幼儿进餐
情绪、对饭菜的好恶等。

针对这些问题，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起先，我只是在进
餐过程中不断提醒、督促，但效果并不明显，对幼儿的行为
只起到了暂时的压制。之后我采取说理的方法，例如：吃饭
时说话，管理气管和食道的小门就会同时打开，饭菜就会自



动的跑到气管中去等，孩子们从道理上理解了各种进餐规则，
但由于个别幼儿自制能力比较差，所以仍需在教师的不断提
醒下，才能正确进餐。

通过与其他教师的沟通，我采取了与幼儿互动的教育方式。
在教学中，我与幼儿共同讨论了进餐的程序、规则、以及在
进餐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法。孩子们非常积极，
提出了许多我平时没有注意的问题，例如：个别幼儿遇到不
爱吃的东西，到最后就会故意扔到地上以此来逃避，教师可
以为她继续加菜；有些小朋友想添饭时，总是用嘴来代替手，
教师就可以先给举手的孩子等。由此可以看到教师一双眼睛
远远不如孩子们几十双眼睛观察的仔细，在细致的讨论后，
我让孩子们将进餐环节中的各项规则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于是各项规则形象的跃然纸上。通过此次活动孩子们对于自
己定的规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进餐过程中较以前也有了
明显的改进。

目前有些幼儿还需教师和其他小朋友的不断提醒，但在不断
的纠正和改进中，已有了显著的进步。我相信他们会逐渐形
成良好的进餐习惯。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七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首《游子吟》道出了所有母亲
的心声。中国礼仪以“孝”为先，母爱伟大，母爱无私，在
母亲节到来之际，我想通过一些简单的小活动来增进孩子们
对母爱的理解，培养他们从小孝敬父母的理念。

5月12号母亲节，我问孩子们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
纷纷摇头，看他们一脸无知的样子，便告诉他们今天是母亲
节，孩子们一听，很是高兴，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我
说：“老师，祝您节日快乐！”趁热打铁，我问孩子们有什
么计划，要不要给自己的妈妈准备什么样的惊喜。这时教室



里顿时像炸开了锅似的，孩子们纷纷发表着自己的看
法。“老师，我想晚上回家给妈妈洗脚，然后对妈妈说一
句‘妈妈，你辛苦了’”，“老师老师，我想给妈妈画一幅
画，画上有妈妈，爸爸还有我，让妈妈看到幸福。”，“老
师，我要给妈妈叠一颗心，画上笑脸，祝妈妈每天都开开心
心的”。孩子们众说纷纭。我对孩子们说：“你们的想法都
很好，可是你们不要光是在我面前说，回家后一定要做给妈
妈，不要让老师失望。一定要让妈妈感受到我们的爱，好不
好？老师相信你们都是最乖的孩子。”孩子们不约而同的点
头答应我。

第二天上课，我问孩子们有没有兑现昨天的承诺，孩子们都
很骄傲的跟我说他们都做到了，然后妈妈都很高兴，夸自己
的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我很欣慰。告诉他们：“每个人
的妈妈都很伟大，妈妈对自己的孩子的付出都不求回报，就
是简单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生活，
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有出息，过的比自己好。小朋友们一
定要乖乖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妈妈生气，不然妈妈会很伤心
的。”他们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孟子说过“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爱是一切的灵魂，
一切因爱而美丽。其实到最后亘古不变地依然是父母对我们
的爱。有人说，忘记感恩是人的天性。当我们偶然来到这个
世界上，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享受
前人带给我们物质和精神上的一切成果了。这就提醒着我们
每一个人，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才更
懂得尊重。尊重生命、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怀着感恩的心，
一代伟人邓小平古稀之年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
深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怀着感恩的心，诗人艾青他的
诗中写到：“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忠孝两全，以孝为先。现在的人们总是对国家有
着这样那样的抱负，但是却很少对父母尽孝，对父母之孝是
对国家之忠的根本，没有实现对父母的孝道就很难完成自己
的理想抱负。我们也会有为人父母的一天，我们不希望自己



孤度终老，那么从现在起，关心自己的父母，尽可能的为他
们多做些事，做好下一代最好的老师。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化
我班的孩子们。

学会感恩，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让孩子们从小就体会
到感恩的魅力所在。

让幸福之花开在感恩枝头！

中班吃饭挑食教育随笔总结篇八

吃饭进餐，无疑是幼儿生活中的大事。很多家长为孩子选择
幼儿园时以及入园后，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就是“吃”。不但
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因此，常常会听到离园时家长问孩
子：“今天吃什么？你吃饱了吗？”在幼儿园每学期所做的
调查问卷中，关于“吃”的问题，也是家长们讨论的重点。

同时，吃饭进餐也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教育与发展价值。如
何让幼儿爱吃饭，吃好饭，是幼儿园保育和教育工作中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红黄蓝幼教集团管理与研究的重点。

反思日常餐桌现象，孩子们出现最多的问题就是：不爱吃饭、
吃饭慢、挑食、掉饭粒、餐具使用不当、卫生习惯不佳，等
等。虽然老师们在努力营造宽松愉快的进餐环境，比如，进
餐时播放舒缓优美的音乐，但幼儿进餐始终处于被动管理中，
教师会催促幼儿“快吃”、“吃完”，也会不断提醒幼儿注意
“规则”，导致幼儿体验不到品尝美食以及进餐本身的快乐，
也无法发自内心地遵守各种文明进餐的礼仪和规范。

为了充分发挥进餐环节独特的教育和发展价值，我们认真学习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从关注每个孩子出发，了
解并尊重每个孩子的问题和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教育措施，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快乐进餐、文明进餐。



不爱咀嚼的丁丁

“老师，我家丁丁吃饭是我最头疼的事情，麻烦您了！”从
我刚接手这个新班的第一天，丁丁妈妈的这句话就一直记在
我的心里。每次喂丁丁吃饭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饭菜刚到
他的嘴里，他就用舌头使劲地把饭菜顶出来，嘴里还说
着：“不吃不吃，就是不吃。”时间久了，丁丁甚至因为吃
饭问题不爱上幼儿园了。经过了解才知道，妈妈对丁丁照顾
得格外细致，家里只做很软的馒头和面条，水果也只吃香蕉
泥和苹果泥。看来丁丁不是不爱吃饭，是因为他长期吃软烂
的食物，咀嚼能力下降，嚼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知道了原因，我们决定从“牙齿的故事”人手，先解决他不
爱咀嚼的问题。我们邀请幼儿园的保健医带来了牙齿的模型，
给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讲了用牙齿嚼东西的重要性。孩子们一
个个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得特别认真。丁丁还主动
问：“老师，要是牙齿不能嚼东西会怎么样啊？”保健老师
说：“牙齿会生病呀！它会不高兴，不愿意和小朋友做朋友
了。你看看，大老虎最厉害吧，它的牙齿就经常用，丁丁也
要像大老虎一样吃饭啊。”听了这些，丁丁似懂非懂地点点
头。

接下来我们采取小步递进的方法，逐渐调整食物的种类。丁
丁能喝汤，我们就先从汤人手，给他盛的汤稠一些，过段日
子再往汤里加米饭，然后慢慢过渡到吃正常的主食。同时，
请家长相应地改变烹饪方法，增加饭菜的硬度，水果不再做
成泥状，可以先切成小小的丁，然后再大点。家园一致，孩
子自然就适应得更快，来园时和进餐时的情绪也渐渐变得更
加自然。

当然，每个孩子的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每当丁丁看到食物
的种类发生变化时，都会表现出不愿意接受的情绪。这时，
老师就会对他说：“丁丁最棒了，我们的牙齿就像大老虎，
啊呜一口就吃掉。”经过两个月的共同努力，丁丁进餐的情



绪和对食物的兴趣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不仅能够和其他小朋
友一样高高兴兴地吃饭，有时还会说：“老师，我还要
吃！”丁丁妈妈也告诉我们，孩子回家后也是自己吃饭，还
要肉吃呢，以前这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听到孩子在家里的进
步，看到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和他吃饭时快乐的样子，我
们由衷地感到欣慰。

把青菜留给小兔子的天天

平时特别爱吃青菜的天天今天却不吃了，还说：“青菜是小
兔子最爱吃的，我不要吃。”边说边用勺子把青菜切成一小
块一小块的，还说要把切好的青菜送给小兔子吃。老师走过
去，轻声对他说：“小兔子有青菜吃，这些菜是厨房老师给
你做的，你吃吧。”听了老师的话，天天不但没有高兴起来，
反倒急得哭了，边哭边说：“不行、不行，小兔子不够吃了，
就要留给小兔子，谁也不能吃，呜呜……”看了天天的反应，
老师也糊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虽然不明白原因，但老师
没勉强他继续吃完，而是决定先和家长沟通一下。

原来，周末时妈妈带他去了农家院，天天喂小兔子吃青菜，
可是喂到一半，青菜没有了。当时，为了赶时间，家长和农
家院的主人就告诉天天，青菜吃完了，没有了。没想到，天
天可认真了，他惦记着小兔子，回家后无论如何也不吃青菜
了，就连家里其他人也不许吃青菜，说要留给小兔子。妈妈
为此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请小兔子来帮忙了。结合3岁幼儿常把
假象当真实的年龄特点，我和老师们精心排练了“小兔子送
青菜”的手偶剧。主要情节就是：小兔子吃了天天送来的青
菜，长得又肥又壮，身体可棒了。为了感谢天天，它也为天
天和小朋友们送来了一大筐青菜，希望大家都能像它一样长
得又快又好。故事结束后，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把青菜送到
了厨房，天天激动地对厨房的叔叔说：“叔叔，您要把青菜
炒得香香的，我今天要吃好多。”通过这个故事，天天又开



始爱吃青菜了，而且每次看到青菜都非常高兴，边吃边
说：“小兔子爱吃，我也爱吃！”看到他红扑扑的小脸儿，
妈妈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爱掉饭粒的豆豆

豆豆每次吃饭老师都很头疼，饭粒掉在桌上、地上一大片。
这可怎么办？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豆豆掉饭粒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边吃边说，一口还没吃完，就和旁边的小朋友悄悄聊
天，结果饭粒就掉出来了；另外就是边吃边东张西望，哪个
小朋友有事情他都要赶快转过去看看，结果可想而知。吃饭
不专心，当然吃不好。老师们经常提醒豆豆，可是每次都是
提醒了就做到了，不提醒，就忘记了。

为此，老师们分析了豆豆的性格特点：他聪明且活泼好动，
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提醒的方式只能解决一时，无法内化为
豆豆的自主行为，长此以往不利于豆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我们决定利用值日生的制度，让豆豆体会掉饭粒的后果。于
是，我们想办法巧妙地将扫地的任务分配给了豆豆。

午餐后，值日生开始进行收尾工作。豆豆拿起了小笤帚和簸
箕一桌一桌认真地扫了起来。当扫到中间一桌的时候，他发
现地上散落着很多饭粒和渣滓，由于饭粒很黏，扫了半天也
扫不起来。扫了一会儿，豆豆就失去了耐心，边扫边
说：“这是谁掉的饭粒呀？扫都扫不动！”我走过去，悄悄
对他说：“是呀！真不像话，咱们看看这是谁的座位呀！”
豆豆马上站起来看了看，脸一下就红了。我小声说：“豆豆，
你看，饭粒掉在地上真不好扫，对吧？而且还特别浪费！你
觉得应该怎么办呢？”豆豆想了想说：“我以后不掉饭粒了。
”我又问：“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掉饭粒吗？”豆豆摇摇头。
我说：“你吃饭时要专心，不说话、不东张西望，饭粒就不
会掉了。”

从那次做值日开始，豆豆真的开始注意了，吃饭时说话的次



数少了，也不东张西望了。即使掉了饭粒也会马上捡起来。
有时忘了，我们也不再用语言提醒，一个眼神和动作他就马
上明白了应该怎么做。

幼儿的进餐问题，既有共性，更有个性，要从进餐环节，培
养每个幼儿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进餐礼仪，既要关注一般幼儿
的共性问题，更要了解、尊重、关注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差
异，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