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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保育研究

重庆区县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

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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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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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随机抽取重庆市区县
G

所幼儿园
#%"

名幼儿家长进

行调查%幼儿家长的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总体情况良好%幼儿家长的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受到亲缘关系$文化程度和职

业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存在显著差异%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及行为有待进一步提高%幼儿园应该实行多种途径的

营养教育"包括针对幼儿家长进行教育"同时尽早将营养知识纳人幼儿园的教育内容"使家庭和幼儿园一起来维护幼儿的身

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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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旺盛阶段和关键时

期"对营养的需求相对较高%科学的营养是幼儿健

康成长的重要条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幼儿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

正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由此引发的饮食卫生和安全$

肥胖病患者增多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研究表明在

中国"

!GiX&Gi

的儿童有进食问题-

#

.

%幼儿家长作

为幼儿饮食的提供者"家长的营养知识$营养态度及

营养行为对幼儿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

.

%而且"家长的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受到一系

列因素的影响%白锦等人-

&

.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程

度$职业的人群与其营养知识具有显著相关%随后"

陈志明等-

%

.关于婴幼儿饮食调查的研究中发现"家

长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对营养知识和态度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通过查阅"现有文献基本上是我国东

部主要城市家长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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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张倩倩#重庆区县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析

因素的研究"西部地区尤其是重庆该方面研究还是

空白%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了解重庆市幼儿家长

营养知识$态度与饮食行为现况"并对幼儿家长营养

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以期为本地

区更好地开展幼儿家长营养健康教育"改善家长的

营养知识水平"保障儿童的合理营养提供科学依据%

一"研究内容

营养知识是指家长对日常食物的营养价值$营

养素的来源等方面知识的了解与掌握%营养知识的

获得是幼儿家长实施健康行为的基础%营养态度是

指家长在进行食物选择时对营养价值的考虑"它为

家长改变其营养行为提供信念支持%营养行为是家

长基于其营养知识和营养态度为幼儿准备食物时的

具体行为表现"如提醒幼儿食物多样化的频率$为儿

童变换饮食结构的频率等%由此可见"幼儿家长自

身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行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它

们不仅会影响幼儿的膳食营养"同时也会潜移默化

地影响幼儿的饮食习惯和饮食行为%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重庆市两个区县&巫溪$丰都'中随机整群抽

取
G

所幼儿园
&XI

岁幼儿家长
#%"

名&被调查家长

的分布"母亲占
I%@!i

"父亲占
#C@Gi

"祖父母占

#%@Ii

"其他人占
#@Ii

'进行问卷调查"收到有效

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A@$Ii

%

#二$问卷

关于儿童营养健康的问卷"根据)临床营养学*的

内容"参照段丹辉-

G

.

)家长或看护人儿童营养知识(态

度(行为问卷*"自编儿童营养健康问卷%该问卷由营

养知识$营养态度和营养行为三个维度共
!"

题构成%

问卷的计分方式分别为#营养知识维度"答对赋值为

#

"答错赋值为
"

!营养态度维度根据答案设置顺序依

次赋值
!

"

#

"

"

!营养行为根据答案设置顺序依次赋值

%

"

&

"

!

"

#

"

"

%对于每个维度上的所有项目得分加和为

此维度的合成分数"分数越大"营养知识$态度$行为

水平越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

为
"@I$

%

#三$数据处理

运用
/J//!!

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家长的营养知识"态度及行为情况

营养知识满分为
#"

分"本次调查的家长的营养

知识平均得分为
I@AI

"占满分的
IA@Ii

%从总体上

看"大多数家长对营养知识有一般的了解%

GC@$i

的家长认识到营养的重要性"

A"i

的家长会采取有

益于营养的措施和行为"如
%%@Ai

的家长会提醒儿

童注意食物的多样化"不要挑食和偏食%

将问卷各维度得分按低于满分的
I"i

"

I"iX

$"i

和
$"i

以上划分为+较差,+一般,和+良好,三

个等级-

I

.

"各维度和总分等级构成比见表
#

%

表
#

!

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构成比

维度
D #̀S

较差 一般 良好

营养知识
I@AI

&

#@G$

'

&Gi GG@&i C@$i

态度
G@C$

&

#@!C

'

A#@Gi !I@$i #@I

行为
#%

&

!@CG

'

!A@Ii G!@$i #C@Gi

\=J

总分
!I@A%

&

%@!$

'

!C@&i GC@&i ##@%i

#二$不同亲缘关系的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

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亲缘关系的家长

在营养知识$态度$行动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

亲缘关系的家长在营养知识上差异显著&

4

&

&

"

#!&

'

_

%gAC

"

E

#

"g""&

"

!

!

_"g##

'"在营养行为上存在边

缘显著&

4

&

&

"

#!&

'

_!g#I

"

E

_"g"CA

"

!

!

_"g"G

'"在营

养态度上则无显著差异%进一步的
/N04..4

事后多

重检验发现"在营养知识上母亲&

D_Ag"$

"

#S_

#g&C

'和父亲&

D_IgIA

"

#S_#g&A

'显著高于祖父

母&

D_GgI#

"

#S_!g#G

'!在营养行为上"母亲的

得分&

D_#%g%C

"

#S_!gII

'显著高于父亲&

D_

#&g#&

"

#S_&gA"

'和祖父母&

D_#&g#A

"

#S_

!g$#

'&见表
!

'%

结果表明"在营养知识和行为上"与祖父母相

比"母亲拥有更多的营养知识并实施更科学的膳食

行为%但在营养态度上"不同亲缘关系的家长都非

常注重孩子的营养"不存在差异%这可能主要是因

为虽然祖辈人生活经验丰富"但其掌握的营养知识

并不一定就都是准确$科学的"更容易被传统的观

念$习俗所约束%相比之下"幼儿的父母"不仅接受

表
!

!

不同亲缘关系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方差分析比较#

(

X

#!&

$

母亲&

(

X

AC

' 父亲&

(

X

!%

' 祖父母&

(

X

#$

' 其他&

(

X

!

'

4

值
!

!

知识
AF"$

&

#F&C

'

&

IFIA

&

#F&A

'

&

GFI#

&

!F#G

'

I

&

"F""

'

%FAC

%%

"F##

态度
IF"I

&

#F!I

'

%

GFCI

&

#F!A

'

GFA$

&

#F%%

'

%FG

&

"FA#

'

#F#% "F"&

行为
#%F%C

&

!FII

'

!&

#&F#&

&

&FA"

'

#&F#A

&

!F$#

'

#!FG

&

!F#!

'

!F#I

Y

"F"G

\=J

总分
!AFI&

&

&FCG

'

!&

!GFAG

&

%FA$

'

!%FGI

&

%F#!

'

!&F""

&

#F%#

'

&FC!

%%

"F"C

!!

注#

Y

E

#

"F#"F

%

E

#

"F"GF

%%

E

#

"F"#F

%%%

E

#

"F""#F

表中数字右上角的
#

"

!

"

&

"

%

分别代表与其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

亲缘关系的家长分组"其中"

#F

母亲!

!F

父亲!

&F

祖父母!

%F

其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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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比上一辈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他们也更具

有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态度和思维"并且母

亲作为幼儿主要的看护人和抚养人"更关心幼儿健

康"会更积极了解健康知识$树立健康行为习惯%

#三$不同文化程度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

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文化程度的家长

在营养知识$态度$行动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文

化程度的家长在营养知识上 &

4

&

%

"

#!&

'

X

%g%%

"

E

X

"g""!

"

!

!

X

"g#&

'和态度上&

4

&

%

"

#!&

'

X

%g#A

"

E

X

"g""&

"

!

!

X

"g#!

'差异显著"在营养行为上则无显著

差异%进一步的
#18,

--

,

事后多重检验发现"文化程度

为本科及其以上的幼儿家长在营养知识和态度上显著

的高于文化程度在本科以下的幼儿家长&见表
&

'%

结果表明"在营养知识和态度上"文化程度越高

的家长拥有更多的营养知识和更专业的营养态度"

但在营养行为上"不同文化程度的家长对幼儿的膳

食行为都非常注重"不存在差异%这说明"学历水平

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知识的广度$深度和科学性"

制约着父母的营养健康知识%但有些家长在关于幼

儿的营养知识和态度虽有不足"然而幼儿的营养健

康问题"特别是幼儿是否具有良好的饮食行为"早已

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可能是因为比起内在的营养知

识和态度"健康的饮食行为更加外显和容易判断%

表
&

!

不同文化程度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方差分析比较#

(

X

#!&

$

小学&

(

X

!!

' 初中&

(

X

!C

' 高中&

(

X

&&

' 大专&

(

X

##

' 本科及其以上&

(

X

!$

'

4

值
!

!

知识
GFA&

&

!F"&

'

!&%G

IFGC

&

#FG!

'

#G

IF$$

&

#F&!

'

#

AF&I

&

#F%&

'

#

AF&C

&

#F!"

'

#!

%F%%

%%

"F#&

态度
GF!&

&

#F!&

'

!&G

GFC&

&

#F!$

'

#G

IF""

&

#F!"

'

#G

GF$!

&

"F$A

'

G

IFI%

&

#F&#

'

#!&%

%F#A

%%

"F#!

行为
#!FC#

&

!FI%

'

&G

#&FII

&

!FI%

'

#%F&C

&

!F$%

'

#

#%F!A

&

!FGA

'

#%FI%

&

&FGC

'

#

#F&A "F"%

\=J

总分
!&F$I

&

&F$"

'

!&%G

!IF#A

&

&F%$

'

#G

!AF!A

&

%F!!

'

#

!AF%G

&

&F%G

'

#

!$FI$

&

%F!$

'

#!

%FAC

%%%

"F#%

!!

注#

Y

E

#

"F#"F

%

E

#

"F"GF

%%

E

#

"F"#F

%%%

E

#

F""#F

表中数字右上角的
#

"

!

"

&

"

%

"

G

分别代表与其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

亲缘关系的家长分组"其中"

#F

小学!

!F

初中!

&F

高中!

%F

大专!

GF

本科及其以上%

!!

#四$不同职业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差异

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职业的家长在营

养知识$态度$行动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职业

的家长在营养知识上 &

4

&

&

"

#!&

'

X

&g%!

"

E

X

"g"!

"

!

!

X

"g"$

'和行为上&

4

&

&

"

#!&

'

X

!gCG

"

E

X

"g"&G

"

!

!

X

"g"A

'差异显著"在营养态度上存在边缘显著

&

4

&

&

"

#!&

'

X

!gGI

"

E

X

"g"GC

"

!

!

X

"g"I

'%进一步的

#18,

--

,

事后多重检验发现"职业为干部教师的幼

儿家长在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上显著的高于其他

职业的幼儿家长&见表
%

'%

结果表明"幼儿家长所从事不同的职业会对其

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与

前面结果基本一致"职业为干部教师的幼儿家长在

学历总体水平上要高于职业是商业及服务人员$工

人的家长%也说明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差异"

收入$教育$理念$习惯也有差异"各种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家长在健康知识水平$健康信念$健康行为等方

而存在差异%

表
%

!

不同职业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方差分析比较#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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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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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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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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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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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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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字右上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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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与其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

亲缘关系的家长分组"其中"

#F

商业及服务人员!

!F

工人!

&F

干部教师!

%F

其他%

四"分析与建议

\=J

理论认为"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态度

是行为改变的动力-

A

.

%因此"营养知识是使营养态

度转变并采取合理膳食行为的基础"营养态度来源

于营养知识而又影响营养行为%学龄前儿童由于行

为缺少自控性"家长营养知识水平高低"不仅会影响

本人的饮食习惯和营养行为"更能对幼儿饮食习惯

的养成产生久远的影响%

#一$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幼儿家长具有一定的营养

知识"但与幼儿健康相关的营养知识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高"营养知识的结构也有待改善%当然这不只

是单纯增强其营养知识这么简单"它与父母的整体

育儿知识和科学素养是密切联系的%

在营养态度方面"幼儿家长尚未树立正确的营

养态度和理念"选择食物时对食物营养的关注不足%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由于现在每个家庭基本上都

是独生子女"家长对于小孩比较溺爱"即使知道有些

%C



!

总
&%

卷 徐
!

浩"张倩倩#重庆区县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析

食物会对幼儿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为了顺从孩

子也会尽量满足其的饮食要求%因此"父母在营养

教育时必须全体教养者态度一致"并能持之以恒"常

抓不懈"不能屈从于孩子的不良嗜好%

在营养行为方面"家长对幼儿的不良饮食行为

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如何改善幼儿饮食习惯尚有一

定的模糊认识"较多家长无法将获取的营养知识真

正全面的作为日常饮食营养摄入的指导"进而导致

了孩子日常饮食习惯的不合理性%所以"幼儿园教

师应多给予家长营养行为培养方面的指导"使其掌

握引导幼儿形成良好饮食行为的指导策略%

#二$多渠道提升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水平

目前"幼儿家长对营养知识的渴望度很高"但却

苦于没有渠道获得准确$科学的营养知识"其中主要

原因包括幼儿园教师和儿童保健医生主动向幼儿家

长提供正确的营养教育力度不够"造成幼儿家长的

营养知识比较杂乱"缺乏系统性%因此"幼儿教师和

儿童保健医生要充分利用自身掌握正确的营养知识

这一优势信息资源加大宣传"动员有利的社会力量"

针对家长营养知识中的薄弱环节对其进行宣传和指

导"将正确的营养知识带给更多的幼儿家长%

#三$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幼儿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受到

亲缘关系$文化程度和家庭角色因素不同程度的影

响%幼儿母亲在营养知识和行为的得分显著高于父

亲和祖父母"可能原因是母亲作为幼儿主要的看护

人和抚养人"更关心幼儿健康"会更积极了解健康知

识$树立健康行为习惯%因此"幼儿园教师可以多积

极与幼儿母亲深入交流幼儿的营养饮食问题"给予

指导"当然也要争取家庭其他成员的积极配合和协

调一致%

家长的文化程度对营养知识和营养态度有明显

的影响%这与葛智文-

$

.在北京的研究结果类似%文

化程度越高的家长得分越高"提示当人们具备了一

定的文化知识"营养知识才可能有相应的提高"营养

态度和行为的转化也才有可能%可见"良好的教育

和相对宽松的职业环境对幼儿家长学习营养知识"

建立良好的营养态度和行为具有良好而重要的影

响-

CX##

.

%因此"为了弥补有些幼儿家长文化水平的

不足"尤其是关于营养健康知识的缺失"幼儿园$社

区$媒体等都可以成为提高家长知识特别是营养知

识的途径%比如"幼儿园定期举办育儿知识讲座"指

导家长合理安排膳食!社区医院为辖区幼儿开展营

养健康检查"开设定期的健康培训"为家长提供简单

的基础营养知识$居民膳食指南!电视$网络等媒体

利用影视作品普及宣传营养健康知识"等等%

从事教育相关职业的家长的营养知识$态度$行

为相对较好"提示教育和职业状况对学习营养知识"

建立良好的营养态度和行为具有良好而重要的影

响%说明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差异"收入$教

育$理念$习惯也有差异"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家

长在健康知识水平$健康信念$健康行为等方而存在

差异%这也提示我们"不管是幼儿园还是社区"在宣

传营养教育时"要关注家庭的环境"特别对处境不利

的家庭"更多给予他们指导%

综上所述"幼儿园和国家相关机构应该重视幼

儿家长的营养教育"根据幼儿家长的不同文化程度

和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差异化的营养知识宣传教

育"改善幼儿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使幼儿在幼儿园

和家庭均能获得促进其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从小

培养正确的营养态度和积极的营养行为%同时"提

高家长对不良饮食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使家长意识

到自身饮食习惯对幼儿饮食习惯的深远影响"家长

要以身作则"纠正自己的不良饮食习惯"为孩子做好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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