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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生午餐满意率的
原因分析及管理对策

【摘要】学校管理中，午餐是一天中的能量保障环节，既要让小学生吃得有营养，又要满意率高，还

可以从午餐中学习饮食文化，需要学校管理者调查研究影响午餐质量的原因，了解小学生的饮食需

求，掌握食堂管理技巧，加强教师管理水平。让午餐管理成为学校管理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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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看，似乎没什么问题。细看发
现：每个班级的满意率差距很大，学校
继续召开学生座谈会，发现几个问题：

（一）学生饮食满意率与饮食观有
关。走访100%满意的9个班级，班主
任经常进行健康饮食教育，经常开展
饮食班队活动，经常叮嘱孩子要感恩
食堂的叔叔阿姨。

（二）学生饮食满意率与菜谱有
关。从学生的心理出发，孩子们喜欢红
烧的鸡翅、酥软的鸡米花、番茄炒蛋、
蛋炒饭等，不喜欢红烧南瓜、硬的豆
类、要动手剥壳的虾等。

（三）学生饮食满意率与就餐方式
有关。餐厅就餐的班级满意率高，因为
餐厅可以重复打饭，餐厅环境好，教室
就餐的学生普遍认为米饭偏冷，小菜
偏少。

（四）学生饮食满意率与食堂管理
有关。孩子们反映经常吃到清洁球丝、
小虫子等，影响食欲，所以不喜欢学校
的午餐。

结论：看来办好食堂还得多方面
综合考虑。既有学校管理上的问题，也
有学生不健康的饮食观的问题，还有
班级的饮食教育问题……

学校日常巡视，看孩子们的午餐，发现：孩子们一边说话、一边就餐，剩菜剩饭严重，餐盘七零八落。又听到学生家长的抱怨声：“学校午餐吃
得不够好，一到晚上孩子就说饿，午餐太难吃，不好吃。”又听总务处抱怨：“这么好的虾，学生都不爱吃，午餐真难搞。”一顿美好的午餐，学校嫌
麻烦，学生说难吃，家长抱怨投诉。提高学校的午餐满意率也是办学的一项内容，高质量午餐既保障孩子身体健康，又肯定学校管理效度，高质
量午餐不仅对学生的成长受益，更是办好家门口的学校的重要指标。

如何提高学校午餐满意率？首先调查研究入手，寻找影响满意率原因；其次对症下药，从管理入手，制定餐饮制度，参与餐饮劳作，评价午餐
质量；后续升华到学校管理文化，午餐管理不仅促进教师的师德师风，而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更锤炼中层干部的管理能力。

学生午餐看似与教育无关，其实跟教
育有很大的关联。午餐管理培养中层的管
理能力，午餐管理渗透教师的师德师风，
午餐管理开发学校的饮食校本课程，午餐
管理也反映了一所学校的精神文化。

（一）午餐管理——锤炼中层干部
管理能力

老子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
大事必作于细。”要把“小事做细，细事
做精”，就要从大事着眼小处入手，把一
件事做精做细，才能达到管理的高效
率。午餐管理，锻炼中层干部精细化的
管理能力。

午餐管理锤炼中层干部的执行力。
每年开学前厨房、餐厅的安全检查，设
施设备的查漏补缺，补充购置损坏的餐
具等，这需要中层干部的细致和耐心；

午餐管理锤炼中层干部的沟通力。
每年开学总务主任开好后勤人员会议，
精选细选厨师长，总务主任要用好食堂

职工，招聘好厨师长，发挥职工的积极
性，让厨师、帮厨乐在其中，合理分配职
工的工作量、工作内容，并能精准考核。

午餐管理锤炼中层干部的创新力。
发挥餐厅的育人功能，中层干部要规划
餐厅布置，设计人员流动走向，甚至录
制学生就餐模拟视频，供师生学习。

（二）午餐管理——弘扬教师师德
师风

午餐管理中，教师与孩子们一起就
餐，享受饮食的快乐，当孩子胃口不好
时，老师会关注；当孩子暴饮暴食时，老
师会耐心劝说；当孩子因身高不足够不
到餐台打菜时，老师会主动帮忙，午餐
的场面，让我们看到师生温暖的一面。

下面是来自家长参观食堂后的一段
话：“今天是我们参观食堂的日子，偏偏
天公不作美，下着小雨，这样也影响不了
我们参观食堂的心情。在学校主管食堂
教师的率领下参观了学校食堂。总体感

受学校对食堂非常重视，食堂卫生很干
净，对学生的饮食很照顾，作为家长我放
心。我们学校不光有很好的食堂内部环
境，严格的规章管理办法，更主要的是有
一支热爱孩子，为孩子身心安康着想的
教师队伍。家长想到的，教师们都做到
了；家长没想到的，教师们也都做到了。
学校教师对孩子们的付出，那真的不是
一般的敬业。作为一名家长，我真的很欣
慰。”可见，一顿好的午餐管理，让家长看
到了教师对学生的关爱。

（三）午餐管理——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礼
仪之邦，久远的古代就有了相对完善的
就餐

礼仪制度。就餐礼仪是人成长的一
部分，是一个人自我修养和素质的体现。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收
集中国的就餐礼仪、饮食文化、饮食健

康等知识，汇编成册，作为学校饮食校
本课程。校本课程内容可以分成：食物
来源，食物营养，就餐礼仪，当地特产，
饮食健康，简单食物制作等。

为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每学
期举行“今天我当家”的活动，学生自主
购置蔬菜等，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会烧
饭、烧简单饭菜等。学校也利用农场基
地，组织学生参与挖土豆、摘番茄等农
活，并将采摘到的农作物到厨房加工，
或组织学生野炊活动，锻炼学生的动手
能力，在劳动中爱上美食。

民以食为天，一顿午餐，保障师生
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从师生健康出发，
学校做好后勤服务；从教育的初衷出
发，弘扬中华优秀的饮食文化，饮食也
是教育的一部分；从管理的深度着手，
不断激发教师的爱心，让午餐成为学校
管理中不可缺的一部分，让午餐提高社
会对学校总体的满意率。

三、后续升华：影响午餐管理的文化思考

学校管理不是单纯的命令指挥，而
应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解决
问题。就学生午餐这个问题，以问题研
究为导向开始工作研究，多方了解，多
次调研，找到午餐问题的症结：午餐问
题既有学校管理上的问题，也有学生不
健康的饮食观的问题，更是目前幸福生
活与学校餐饮不匹配的矛盾问题所致。
因此我们需要理清思路，改变意识，多
头工作并进。

（一）从学校管理改革入手。成立午
餐管理领导小组，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
议，总结午餐工作的得失，理清思路，分
析对策；组建学校膳管会，膳管会由教

师、家长、行政等组成，不定期进校检查
午餐情况；落实校长陪餐制，由校长或
者行政值周与学生共进午餐，记录午餐
的卫生、口味等情况，并以钉钉形式公
布于众；增加午餐菜谱公示，通过学校
的微信公众号公布每周菜谱。

（二）从午餐菜谱设计入手。学校召
开学生座谈会，征询学生午餐建议，了
解学生的需求，也知晓了学生不正确的
营养观（学生喜欢蛋炒饭、油炸品等）。
确定一荤、一荤素、一素、一汤四个组合
的午餐，并结合学生年龄特点，菜系增
加颜色，适当多些菜，便于学生加菜。结
合下午的长时间托管，增加午点；酸奶

和面包。
（三）从班级文明就餐养成入手。各

班开展饮食健康教育活动，纠正学生
不健康的饮食观，要求孩子安静就餐，
实行光盘行动，懂得自我管理，自己打
饭、自主整理餐盘。并安排少先队员做
光盘行动志愿者，监督学生的就餐文
明和考核。

（四）从厨房工人管理入手。理清厨
师和帮厨的工作内容及考核要求，增
加工人的考核薪酬，考核薪酬与学生
午餐的满意率、投诉等有关，将满意率
与工人的薪酬挂钩，提高员工的归属
感和责任感。

（五）从就餐环境改变入手。餐厅大
白墙刷新，明黄色与白色间隔，增进食
欲，充分利用学校的非遗特色，将灰雕、
瓷画等非遗作品上墙，既美化餐厅，又
让学生有自豪感。

（六）从家长意识改变入手。学校
召开教育议事会，让家长代表品尝学
生午餐，参观厨房配餐间、储藏室等；
举行家长开放日，让家长亲眼看看孩
子的就餐环境、午餐质量。开放餐厅，
让家长进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
家长放心，并通过家长到来督促食堂
规范的提升，也让食堂好口碑得以广
泛宣传。

二、管理改革：提高午餐满意率的实践探索

一、调查研究：影响午餐满意率的原因分析

本人在自己所在的学校开展了一场关于午餐满意度的问卷调查。调查结
果：总体满意率75%左右。下面是调查后的各个班级的真实数据：（参考图）

班 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1班

95%

100%

78%

93%

30%

39%

2班

80%

100%

95%

81%

58%

81%

3班

90%

100%

100%

63%

43%

86%

4班

83%

86%

83%

80%

34%

79%

5班

100%

75%

100%

81%

65%

100%

6班

100%

95%

83%

85%

26%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