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松侯寶垣小學                                            程序手冊     學童健康/福利 18     P.1 

青松侯寶垣小學 

健康飲食政策 

 

理念: 
學童過胖，己成了一個頗值得關注的問題。根據《明報》報導，中文大學在

2007 年 6 月的一項調查發現，本港肥胖學童比率在過去 13 年升近 1 倍，肥胖學

童比率達 14%，較 93 年增四成。又根據本港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的數據顯示，整

體來說，學童肥胖的比率已由 1997/1998 學年的 15.7%，上升至 2010/2011 學年的

20.3%。有兒科醫生指出，肥胖與心臟血管循環系統有密切關係，肥胖兒童日後患

心臟病、中風、糖尿病及肝功能退化的風險會較高。肥胖的原因，大多都是與飲

食習慣有關。因此，均衡的飲食，對學童的成長，極其重要。 

均衡的營養，除了與健康息息相關外，其實，據多項研究顯示，它與學習亦

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台灣有關部門就曾對小學生的飲食習慣進行了一項調查。

研究將學生的飲食喜好分為三大類型：喜好營養性食品（如蔬果、奶類、蛋豆類

等）是第一類；喜歡高糖份、高油脂、高熱量食品（如油炸食品、速食麵、甜飲

料、冷飲、糖果點心、零食等）是第二類，以及介乎兩者之間是第三類。結果發

現，喜好營養性食品學生的成績較佳；其次是那些既能接受營養性食品，也不反

對高糖高熱量食品的學生；而學習能力相對最弱的學生是那些不愛吃蔬菜水果、

偏好快餐的學生，在這類學生中學習差的學生所佔比例是第一類學生的三到五

倍！  

從以上的資料可見，健康的飲食習慣，無論對學生的學習能力、生長發育及

長遠的健康都有莫大幫助。本校是全日制學校，學童幾乎每天均留校午膳；故此，

學校有責任與家長、學生及相關人士共同制定政策，協助學童養成良好的飲食習

慣，並了解健康飲食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 

 

目的: 
    此政策旨在向學生、家長及教職員宣揚持續推行健康飲食的益處，力求讓全

體成員明瞭均衡飲食、攝取營養對健康的重要性，鼓勵他們培養良好的飲食習

慣，並在生活中實踐。此外，為加深學校成員對預先包裝食物上食物標籤的認識

和對基因改造食物的了解，本校會不時尋找各類形式的資訊，例如：舉辦工作坊、

講座等；又或在學校網頁加上連結，如香港政府一站通中相關之內容等。與此同

時，本校為確立一個健康衞生的飲食環境，因此與供應商合作，透過衞生署所提

供的準則，經常共同監察其所提供之食物情況，盡力確保食品質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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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行政措施︰學校會委任最少一名資深教學人員統籌一個包括家長的專責小

組，其職能如下： 

1.1 協助執行及監察本政策的推行情況。 

1.2 每學年向教職員、家長和學生通告學校健康飲食政策及各項措施。 

1.3 籌備相關的活動及參與培訓。 

1.4 每學年檢視和修訂本政策及各項措施。 

 

2. 午膳： 

2.1 選擇午膳供應商時，須優先考慮午膳餐盒的營養素質，具體方法是參考衞

生署編製的「選擇午膳供應商指引」。 

2.2 與午膳供應商所簽訂的合約中，必須訂明所有餐盒根據衞生署編製的「學

生午膳營養指引 (2014 修訂版)」製作。 

2.3 每月向學生和家長公佈菜單前，學校須事先檢視菜單，確保不含「强烈不

鼓勵供應的食品」的餐款。 

2.4 每月向學生和家長公佈已核准的菜單，包括營養資料，讓他們在知情的情

況下作出選擇。 

2.5 每三個月選一週連續五個上課天監察所有午膳餐盒是否符合「學生午膳營

養指引 (2014 修訂版)」，可利用或參考衞生署提供的「學校午膳營養素質

評估及回應表」作出記錄，向午膳供應商反映監察的 結果，要求作出改善。

該記錄應保存直至午膳供應商合約完結。 

2.6 鼓勵帶飯同學的家長參考「學生午膳營養指引 (2014 修訂版)」製作餐盒，

强調午膳提供最少一份蔬菜、不含「强烈不鼓勵供應的食品」，例如油炸食

物或鹹蛋、鹹魚等，及不供應甜品。 

2.7 如發現學生自携的午膳不符合健康飲食的政策，學校將採取與家長協定的

措施處理。 

2.8 提供舒適的環境及充裕的時間給學生及教職員進食。 

2.9 推廣吃水果的習慣，與午膳供應商及家長擬定水果供應的安排（學生自行

携帶 / 午膳供應商提供），令學生在校內每天食用最少半份水果。 

 

3. 小食（包括食物和飲料）： 

3.1 選擇小食供應商時，須優先考慮小食的營養素質，具體方法是參考衞生署

編製的「學生小食營養指引 (2014 修訂版)」，禁止售賣「少選爲佳」的小

食。 

3.2 每學年兩次監察小食部和自動售賣機所有貨品，確保不售賣「少選爲佳」

的小食，具體方法是利用衞生署提供的「學校小食營養素質評估及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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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記錄，向營運商反映監察的結果，要求作出改善。該記錄應保存直至

營運商合約完結。 

3.3 鼓勵家長參考「衞生署《學生小食營養指引》 (2014 修訂版)」，切勿提供

「少選爲佳」的食物和飲料，例如薯片、朱古力、牛油曲奇等高油、鹽、

糖的食物，家長可預備新鮮水果、水煮蛋或原味餅乾等的健康小食，强調

小食是當感到肚餓時才需要和不應影響下一餐的胃口。 

3.4 禁止在校內推廣「少選為佳」的小食及拒絕接受有關製造商贊助校內活動。 

3.5 要求小食部及自動售賣機推廣「宜多選擇」小食，擺放「宜多選擇」小食

在當眼的位置。 

3.6 鼓勵學生多喝清水，確保學生能享用安全飲用水。 

3.7 如發現學生自携的小食不符合健康飲食的政策，學校將採取與家長協定的

措施處理。 

3.8 不要以食物作獎賞，避免與健康飲食的習慣及信息違背。 

  3.9 在活動通告中(如旅行、户外考察等)，加入適當的健康飲食指引，可參考「衞 

生署《學生小食營養指引》(2014 修訂版)」。 

4. 教學及宣傳： 

4.1 每學年推行至少一項推廣健康飲食的活動，特別是促進家校合作的活動。 

4.2 校方積極參考可信的營養教育資料，例如：衞生署或相關學術或專業團體

發出的資訊，學年內向家長和教職員提供營養教育，提高他們對健康飲食

的認識與關注。 

4.3 將營養教育編入相關課程。例如：德育科/常識科。 

4.4 鼓勵家長和教職員以身作則，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飲食的習慣，作學生

的良好榜樣。 

4.5 鼓勵家長和教職員以健康食物作為對學生的獎勵。 

 

修訂程序: 
這項政策須校方與有關工作小組商議，並在校務會議中獲得通過，方可修訂。但

在特殊情況下，校長可根據需要而作出適當修改，然後再呈交法團校董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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