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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针对延边地区学龄儿童实施膳食营养讲堂!分析干预对学龄儿童营养知识%与膳食行为的影响&方法
!

以分

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定延边地区两个县的各
$

所小学
+

年级的学生!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发放营养教材!干预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为期
$

个月的膳食营养讲堂干预!干预前%后使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并收集资料&结果
!

干预组的营养知

识"

&8+%!*

!

%

%

0%0&

$和膳食行为"

&8#%#*

!

%

%

0%0&

$在实施膳食营养干预后比对照组均有明显增加&膳食营养干预后!干预组

每日摄入奶制品的人数显著多于对照组"

!

#

8*%0*

!

%

%

0%0&

$&结论
!

膳食营养讲堂干预有效提高了学龄儿童的营养知识和膳

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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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人口素质#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国际竞争实力$但目前%我国儿童的营养

和健康状况存在诸多问题%如儿童#青少年超体质量率和肥胖

率显著增加%以及消瘦#贫血#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营养不良等问

题日益突出&

$

'

$因此%为了增强儿童营养和健康状况%全面开

展营养改善措施迫在眉睫$本研究通过实施吉林省延边地区

贫困地区学龄儿童膳食营养干预并分析干预效果%旨为制订有

效的儿童膳食营养干预模式和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性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选定吉林省延边地区内汪清县和安

图县的教育层次和教育背景相似的各
$

所小学校%并采用整群

抽样和随机方法设定汪清县小学校
+

年级的学生为膳食营养

干预组及安图县小学校
+

年级学生为对照组$基于
3

B

:SDH!%

$

软件%选择采用重复测量方法分析方法%并设效度
G

为
0%#&

%

显著性
"

为
0%0&

%检验效能
B

:SDH

!

$,

"

"为
0%)

计算得出需要样

本量共为
$&)

名%并考虑
#0"

的脱落率计算所需样本量为
$'0

名%而本研究对象总数为
#!!

名%充分满足本研究的样本量需

求$本研究中%干预前#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调查样本均无改

变%脱落率为
0"

$

#%!

!

方法

#%!%#

!

干预内容与方法
!

(膳食营养讲堂)干预主要内容包括

均衡饮食方法与健康膳食行为#营养素种类与功能#不良膳食

行为与疾病!贫血#肥胖#腹泻及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常识

!确认食品有效期#正确保管食品#选择健康零食等"及健康卫

生习惯!洗手#刷牙"等$为加强学龄儿童对营养知识与技能的

掌握%研究团队自编了营养教材并发放给每个学龄儿童$考虑

研究的伦理性原则%针对未实施干预的对照组发放了研究团队

自编的营养教材$膳食营养干预以知信行模式为理论框架%由

接受过专门培训的研究人员进行每次
+0A;>

!以学校课时为标

准"%每周
$

次%共
$

个月的膳食营养干预$干预方法采用多媒

体教学和有奖竞猜#游戏等多种互动式教学手段%通过语言教

育和同伴教育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学龄儿童对膳食营养干预的

兴趣和积极性$另外%采用(食品自行车)模型实施食品营养素

'!&+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0$&$$

"$

!

作者简介*张海莲!

$')+5

"%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区健康管理#护理教育的

研究$



抢答和贴纸游戏等互动环节%提高了学龄儿童对营养素的认识

和理解$对积极参与和正确回答的学生进行称赞和赠送小礼

品等策略%增加课堂的活跃气氛%以达到促进学龄儿童对营养

知识和技能相关自信心的目的$

#%!%!

!

研究工具
!

为了评价干预效果%针对学龄儿童的营养

知识#自我效能及膳食行为进行了干预前后的调查和比较$研

究工具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
W;

I

:>

L

X;A

开发%研究者参考

国内外文献和通过
!

位专家的咨询反复修改和完善了问卷内

容%并实施了预调查核实问卷的效度和信度$研究工具包括以

下方面$!

$

"基本信息表,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居住

状况等.!

#

"营养知识,包括营养素相关知识
&

条目#健康食品

相关知识
&

条目#食品对机体的影响
&

条目等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答对得
$

分%答错得
0

分%总分为
$&

分%计算得出总分

越高表示营养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越好$此问卷的信度

.H:>NGKFY=

#

为
0%*$#

$!

!

"膳食行为,包括按时吃饭#每天吃

早饭#按时及定量吃饭#暴食情况等饮食行为
'

条目%总分为

#(

分%计算得总分越高表示膳食行为实施情况越好$此问卷

的信度
.H:>NGKFY=

#

为
0%*#!

$!

+

"食品摄入频率,包括蔬菜#

水果#肉类#蛋类#奶制品#豆制品#油脂类#零食等
*

种食品群%

让学生回顾过去
$

个月内每周摄入的频率%评分等级为(没吃)

(

$9

)(

#9

)(

!9

)(

+9

)(

&9

)(

(9

)及(每天)$

#%!%"

!

资料收集方法
!

研究者事前得到研究对象学校领导及

当地教育部门的审议和支持%并经过班主任和学生父母的同意

及配合下开展了干预和调查$在班主任的协助下%安排
#

名调

查员实施问卷填写方法的指导和问卷的调查$收集资料共进

行
#

次%包括干预前基线调查和干预
#

个月后效果评价调查$

针对调查员实施了统一培训%要求明确研究目的#掌握问卷内

容与调查技巧#了解调查现场的常见问题%并强调当场检查问

卷有无遗漏并收回$收集资料时间于
#0$!

年
$0

$

$#

月$

#%"

!

统计学处理
!

资料分析采用
ZTZZ$'%0

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用
"6#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80%0&

%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

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

'%0(60%(0

"岁%男
&!%("

%女
+(%+"

%体质量指数!

4W-

"属

于正常范围占
()%*"

$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性别#与父母居住

情况#居住环境#独自吃饭频率#

4W-

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0%0&

"%见表
$

$

!%!

!

膳食营养干预对研究对象营养知识的影响
!

结果显示%

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营养知识水平各为!

'%!'6$%)$

"分

和!

'%0'6$%'!

"分%膳食行为为!

#$%*'6#%!$

"分和!

##%#!6

#%$*

"分%两组无明显的差异%具有可比性$膳食营养干预后%

干预组的营养知识比对照组有明显增加!

&8+%!*

%

%

%

0%0$

"%

尤其是营养素相关知识!

&8#%)0

%

%

%

0%0$

"和食品对机体的影

响相关知识!

&8&%!(

%

%

%

0%0$

"$在实施膳食营养干预后%干

预组的膳食行为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增加!

&8#%#*

%

%8

0%0#+

"%见表
#

$

!%"

!

膳食营养干预对研究对象的食品摄入的影响
!

结果显

示%干预前两组在每天吃蔬菜类!

!

#

8&%'(

%

%80%0$(

"#豆制

品!

!

#

8(%!#

%

%80%0$*

"中有明显的差异%即干预组每日摄入

蔬菜和豆制品的人数相对比对照组少$膳食营养干预后%干预

组的每天摄入蔬菜#豆制品的人数有所增加%尤其是干预组每

天摄入奶制品的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

#

8*%0*

%

%80%00'

"%

见表
!

$

表
$

!!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

"

"

#$

项目
总体

!

!8#!!

"

干预组

!

!8$#!

"

对照组

!

!8$$0

"

!

#

%

性别

!

男
$#&

!

&!%(

"

($

!

+'%(

"

(+

!

&)%#

"

0%#!(

&

!

女
$0)

!

+(%+

"

(#

!

&0%+

"

+(

!

+$%)

"

与父母居住情况

!

与父母一起
$(+

!

*0%+

"

)+

!

()%!

"

)0

!

*#%*

"

0%'+0%(#(

!

与父母一方
+#

!

$)%0

"

#&

!

#0%!

"

$*

!

$&%&

"

!

与其他人
#*

!

$$%(

"

$+

!

$$%+

"

$!

!

$$%)

"

居住环境

!

自己家
#$*

!

'!%$

"

$$$

!

'0%#

"

$0(

!

'(%+

"

0%!#&

&

!

其他
$(

!

(%'

"

$#

!

'%)

"

+

!

!%(

"

独自吃饭频率

!

0

$

$

次/周
$)!

!

*)%&

"

'$

!

*+%0

"

'#

!

)!%(

"

0%$*$

&

!

#

次以上/周
&0

!

#$%&

"

!#

!

#(%0

"

$)

!

$(%+

"

4W-

!

偏轻
'

!

!%'

"

(

!

+%'

"

!

!

#%*

"

#%&$0%+*+

!

正常
$(0

!

()%*

"

)0

!

(&%0

"

)0

!

*#%*

"

!

超体质量
#*

!

$$%(

"

$+

!

$$%+

"

$!

!

$$%)

"

!

肥胖
!*

!

$&%'

"

#!

!

$)%*

"

$+

!

$#%*

"

!!

&

,

[;=FDH

精确检验%无
!

#值$

表
#

!!

膳食营养干预对研究对象的营养知识与膳食行为的影响"

"6#

#

项目
干预前

干预组!

!8$#!

" 对照组!

!8$$0

"

!

#

%

干预后

干预组!

!8$#!

" 对照组!

!8$$0

"

!

#

%

营养知识
'%!'6$%)$ '%0'6$%'! $%## 0%##+ $0%)$6$%'+ '%*$6$%'# +%!*

%

0%0$

!

营养素
!%!06$%0$ !%#06$%$! 0%*# 0%+*! !%)&6$%$( !%++6$%$$ #%)0 0%00(

!

健康食品
#%)06$%$# #%'$60%'* 50%*& 0%+&0 !%0&6$%0& !%0!6$%0) 0%$& 0%)*)

!

食品对机体的影响
!%0)6$%$+ #%')60%'( 0%*0 0%+#' !%'$60%'0 !%#&6$%00 &%!(

%

0%0$

膳食行为
#$%*'6#%!$ ##%#!6#%$* 5$%+' 0%$!) ##%!#6#%(0 #$%&)6#%!! #%#* 0%0#+

0+&+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膳食营养干预对研究对象的食品摄入的影响!

!

"

"

#$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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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学龄儿童
4W-

标准&

#

'将研究对象的
4W-

进行

分类的结果显示%总体研究对象的超体质量率和肥胖率为
$$%

("

和
$&%'"

%这高于我国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水平&

!

'

%而且

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存在严重的营养状况不良问题&

+,&

'

%有必

要及时开展营养改善工作$

研究结果显示%膳食营养干预后研究对象的营养知识水平

显著提高%这与其他以小学为背景实施营养干预中有效提高学

生营养知识水平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

$本研究对象的营养知

识属于中等水平$小学阶段是学龄期儿童行为习惯形成的重

要时期%为了让儿童树立正确的膳食营养理念和培养儿童良好

的饮食习惯%学校的营养知识的传播和良好的膳食行为引导至

关重要$虽然%干预组在膳食营养干预后的营养知识比干预前

明显提高%但营养知识有关方面的教育仍需要加强%学校应将

营养膳食干预融入到校本课程中%积极针对贫困地区的学龄儿

童开展膳食营养指导$同时%学校也应重视增强师资队伍能让

学校有提供系统全面的#连续性的膳食营养干预的师资力量$

本研究结果中%膳食营养干预后干预组的膳食行为比干预

前明显改善%相反对照组在干预后膳食行为水平比干预前有所

下降%这说明以学校为背景的针对性强且干预内容具体化的膳

食营养干预策略能有效提高学龄儿童的膳食行为%这与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

)

'

$根据健康信念模型中了解到态度和信念是行

为转变的前奏%当知识升华为信念%就有可能以积极地心态去

实施和转变行为%在国外研究中也证实学龄儿童的膳食行为与

自我效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

'

$本研究中采用多种互动式的干

预策略有效增加了学龄儿童的营养知识的掌握和树立正确实

施膳食行为的自信心%这种心理变化可起到促建学龄儿童坚持

实施膳食行为的作用$另外%为了巩固学龄儿童膳食行为的建

立%除了学校的教育以外%也有必要针对家庭进行同步的膳食

营养指导&

$0,$#

'

%进而更能有效促进学龄儿童的膳食行为的习

惯化$

研究结果发现%干预组的每天摄入蔬菜和豆制品的情况在

膳食营养干预后明显改善%尤其是干预组的每日摄入奶制品的

人数相对比对照组明显增加%由此能证明本次膳食营养干预对

学龄儿童均衡饮食摄入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结果中两组

在油脂类和零食的每日摄入人数没有明显降低%说明需要学校

针对小学生加强合理消费零食等主题的更有效干预策略&

$!

'

$

总而言之%学龄期是建立健康饮食习惯的关键阶段%针对

学龄儿童的膳食营养干预应以学校为基础%并提供连续的针对

性强#内容具体且采取丰富的干预策略%来促进学龄儿童掌握

营养知识及坚持合理的膳食行为为关键%由此有效提高学龄儿

童的营养状况及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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