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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营养与配餐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授课班级 2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1班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教学

内容

1.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与健康现状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一般人群的膳食建议

3. 中国居民膳食宝塔的结构和意义

授课对象 2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1班二年级第二学期学生

学习基础

已经学习了营养学基础知识、各类烹饪原料的营养价

值、合理烹饪等相关项目内容，对“食品营养”相关

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为“科学配餐”相关内容

的学习打下理论基础。

学情

分析

学生特点
对于理论课的学习难以保持长久的学习兴趣，部分学

生易产生懈怠与畏难情绪。

知识目标

1.掌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一般人群

的八条膳食准则；

2.了解中国居民膳食宝塔（2022）的结构和意义。

技能目标

1.掌握一般人群八条膳食准则的核心内容；

2.掌握使用中国居民膳食宝塔评价膳食的方法。

3.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规范日常饮

食。

教学

目标

思政育人

目标

1.突出强调“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大战略部署；

2.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3.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

教学

重难点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一般人群的八条膳食准则

及核心内容。

课程

思政

理念

在解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过程中，将“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

民健康”、“全面小康”等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帮助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

教学

方法
讲授法

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课程思政

导入

新课
播放与“健康中国”相关宣传图片

突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重大战略

部署、《“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党

的二十大报告等思政内

容，引出合理的膳食结

构与营养平衡、身体健

康的关系。

知识

讲授

1.我国居民膳食能量供给充足，体

格发育与营养状况总体改善，但居民膳

食结构仍存在不合理现象，超重肥胖问

题凸显，与膳食营养相关慢性病对我国

居民健康的威胁日益严重，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仍然普遍存在。为更加切合当前

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和健康需要，2022

年 4月 26日，中国营养学会发布《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2.一般人群八条膳食准则：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

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

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规律进餐，足量饮水

会烹会选，会看标签

《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22）》给中国居

民提供最基本、最准确

的健康膳食信息，指导

其合理营养、保持健康。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

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志。没有全民健康，就

没有全面小康。相信在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的指导下，

我们能切实地做到科学

的选择食物，合理的搭

配膳食，预防和减少营

养相关疾病的发生。只

有身体健康，一个人才

能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

只有全民健康，才能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公筷分餐，杜绝浪费

3.中国居民膳食宝塔（2022）

课程

小结
回顾一般人群八条膳食准则

要求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

课后

拓展

课后让学生通过翻阅书籍、上网查阅等方法对比找出 2022版

与 2016版膳食指南中一般人群膳食准则的差异。

教学反思

1. 营养与配餐课程内容与思政融入点

“营养与配餐”课程教学中，深入挖掘与教学内容相关联的各种德育素材

和思政资源，要培养学生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遵从生命规律、敬畏生命

规律，珍爱生命，始终将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健康中国、服务人民的价值观深度

融合。课程思政元素既要体现历史事件，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又要重视时代性，将国家政策、社会热点和生活实例等完美融合，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实现课程教育总目标。

2.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它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维、大胆质疑、勇于探索

的强大动力。我们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唤醒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始

至终主动参与学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