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前午餐工作总结(实用6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学前午餐工作总结篇一

一、创设情境

师：同学们的午餐可真丰盛啊！今天叮叮餐厅开张了，餐厅
的厨师准备了很多精美的菜肴宴请大家，同学们想不想知道
厨师都煮了什么菜啊，让我们一起去看下吧。

二、开展活动 解决问题

（一）分类

师：那么多的菜，同学们我们能不能给它分分类呢？（提醒：
哪些菜可以归为一类？）

生：荤菜（猪肉粉条、炸鸡排、土豆炖牛肉、辣子鸡丁）

素菜（鸡蛋西红柿、香菜冬瓜、家常豆腐、香菇油菜、韭菜
豆芽）

（二）小小点菜师

师：看到这么多精美的菜肴，同学们想不想去尝一尝呀？

其他同学能发现他选择的菜有什么特点吗？（引导发现选择
的是全是荤菜、全是素菜、荤素搭配）



师：下面，我们统计一下大家点菜的结果吧，我们用举手的
形式统计好吗？

（三）小小营养师 1.了解营养成分

生：又好吃又有营养，还要营养均衡，吃了不会让人发胖或
营养不良…… 师：同学们知道的可真不少，现在咱们一起听
听营养专家是怎么说的。（课件出示营养专家说的话）

师：那热量和脂肪对我们身体有什么作用呢？你们知道吗？
一起看看营养专家怎么说。（出示课件）

师：看来啊，任何营养成分都有利有弊，不能没有但也不能
摄入过多。

2、分析菜式营养

师：按照专家提供的这两条基本的营养标准，结合10种菜肴
的营养成分表（课件出示营养成份表），每个同学都检验一
下，看看自己刚才点的菜符不符合这两条营养标准。（先让
一两个学生说一说怎样检验。）

（四）小小美食家

我们再通过举手统计的形式，看一看多少名同学点的菜符合
两条营养标准，多少名同学点的菜不符合两条营养标准。

师：下面我们就来比比谁是小小美食家。看谁最快找出符合
营养标准的菜单。

（五）展示自己设计的“营养午餐”

师：下面就来展示一下大家探索的成果吧，汇报一下你们找
出的符合两条营养标准的菜单。



生汇报，然后统计喜欢这道菜的男生女生人数。

1、师生根据调查统计的信息，得出全班同学同学最喜爱的五
种搭配方案。

2、根据统计表绘制统计图

学生自己动手画，请一个学生上黑板上作图

3、共同分析讨论，得出全班男同学最爱吃的一道菜和女同学
最爱吃的一道菜。

学前午餐工作总结篇二

——————石鼓镇完全小学 胡天斗

《营养午餐》一课本着“教学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创设了
一个让学生到菜馆点菜的情境，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
通过“自主点菜”------“了解营养”-------“调整菜
谱”-------“自己设计菜谱”的一系列活动，充分调动了学
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寓教学于活动之中，促使学生克服偏
食、挑食的毛病，养成科学饮食的习惯。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尝试教学法，以“激趣—尝试—讨论—
再次尝试—总结提高”为主线。创设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情
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生日
常生活的午餐组合为题，通过交流、讨论，提高对课程知识
的认识；以小组活动的形式，通过合作，总结，结合排列、
组合、图表，完成对营养午餐的更深层次的认识、理解与提
高。通过最后的采访与总结，使学生结合生活实际，用所学
数学思想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主张。

在学习方法上，鼓励学生通过合作学习、自主探究，注重学
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对营养专家指出的一些关于合格营养午



餐的指标，不是以命令式、指导式的形式提出来，而是让学
生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让学生在交流中发现“想象中的午
餐”与“科学的午餐”的冲突，产生对“什么才是合格的营
养午餐”有求知欲望的前提下，让学生自行探索认知。接着
通过“小小美食家”与“小小营养家”的讨论交流，使学生
根据所学知识，在营养午餐的合理搭配上达成共识，增强学
生的合作交流水平，使学生学会倾听他人意见，敢于发表自
己的见解与主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掌握获取知识的方
法。

中达成共识、解决问题。

这节课有许多不足之处：

1、第三单元的教学内容是《运算定律和简便算法》，在整个
活动中，体现计算内容很少，淡化了计算内容。

2、在根据营养标准去检验所点菜单是否符合营养标准时，检
验方法没有交代清楚，致使差生找不到检验的方法，盲目跟
随，细节处理不到位。

3、当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设计更多的符合标准的菜单时，学生
利用了先前自己选择并调整后的菜单，学生投机取巧，教师
没有抓住评价点，对其进行思想教育。

4、设计内容过多，一课时无法完成过多的内容，把它分为两
课时完成会处理的更细致。

学前午餐工作总结篇三

太原小学，现有小学生162人，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
学校营养早餐工程于本学期5.25全面实施，极大的温暖了民
心，受到学生及家长一致好评。



根据《大阳学区小学开展学生营养餐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
精神，我校积极配合，对享受早餐的我校全体学生进行实名
制登记造册，及时上报学区早餐办存档。按照张家川县教育
部门的要求，我校调整作息时间，于5月25日推行营养早餐进
校园，在保证早餐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的同时不影响学校正常
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为了加强对就餐学生的管理，保证就餐工作健康有效和谐运
行：

1、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营养早餐领导小组、监督小组，
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狠抓落实工作。成立家
长委员会配合落实工作营养早餐工作。

2、建立领导班子成员及班主任取存煮发签配套服务机制，统
一班子成员及班主任思想与行动，加强服务，加强沟通和协
调的行动，发现问题提交领导小组，属于学校的问题及时整
改，属于企业的问题，由学校及时上报学区早餐办解决。

3、发放告家长一封信和家长调查问卷，每班就餐学生造册统
计。

4、为了保证就餐环境优美整洁，井然有序，班主任负责本班
学生早餐发放及垃圾处理工作。

5、定期对学生进行早餐安全工作排查及问调查。

6、定期召开村早餐委员会，对学生进行早餐安全工作存在问
题及建议进行同意协商解决。

7、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学校为每个班配备了垃
圾桶，由班主任负责每天定期清理。

8、由班主任负责每天及时填写学生领取早餐登记表，每周及



时交教导处存档。

1、早餐品种少，供应不及时，不能保证奶蛋同时及时供
应。2、早餐存储缺乏必要工具，如电冰箱。

3、学生早餐前后卫生清洁缺乏必要的水香皂毛巾等用品。4、
人员配备不到位，班主任及教师分担取存煮发签等学生早餐
供应工作负担太重，影响正常教学。

学前午餐工作总结篇四

马丹

《营养午餐》一课本着“教学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创设了
一个让学生到菜馆点菜的情境，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
通过“自主点菜”------“了解营养”-------“调整菜
谱”-------“自己设计菜谱”的一系列活动，充分调动了学
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寓教学于活动之中，促使学生克服偏
食、挑食的毛病，养成科学饮食的习惯。

在学习方法上，鼓励学生通过合作学习、自主探究，注重学
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对营养专家指出的一些关于合格营养午
餐的指标，不是以命令式、指导式的形式提出来，而是让学
生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让学生在交流中发 现“想象中的午
餐”与“科学的午餐”的冲突，产生对“什么才是合格的营
养午餐”有求知欲望的前提下，让学生自行探索认知。接着
通过“小小美食家”与“小小营养家”的讨论交流，使学生
根据所学知识，在营养午餐的合理搭配上达成共识，增强学
生的合作交流水平，使学生学会倾听他人意见，敢于发表自
己的见解与主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掌握获取知识的方
法。

在课堂的组织形式上，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点菜”“讨论
交流”，活跃课堂教学气氛，使课堂更具生活化，趣味化。



通过激趣引入、巧妙设问，在学生熟悉的场景下引入课题、
产生疑问，在学生愉悦的交流中解决问题。在模拟现实生活
场景中，让学生做菜、点评、评菜，使学生在乐中求知。通过
“说说我的心里话”活动，使“关于胖与瘦的探讨”这一问
题，以日常闲聊的形式，让学生在各抒己见中达成共识、解
决问题。

这节课有许多不足之处：

1、第三单元的教学内容是《运算定律和简便算法》，在整个
活动中，体现计算内容很少，淡化了计算内容。

2、在根据营养标准去检验所点菜单是否符合营养标准时，检
验方法没有交代清楚，致使差生找不到检验的方法，盲目跟
随，细节处理不到位。

3、由于对学生小组合作的指导不够到位，导致个别小组的同
学在合作中不明白要做什么，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4、教学语言平淡且不够简炼，少了一份激情，却多了几份啰
嗦，不能用富有激励性的教学语言帮助学生学习。

5、教学机智不够老练，课堂的预设与生成处理欠妥。

最后，恳请各位老师多提宝贵看法。

学前午餐工作总结篇五

蒿川学区，现有1所完小，22个教学点，在小学生1030人，学
校营养早餐工程于本学期全面实施，深受学生的厚爱，和家
长的赞赏仍有200多人吃早餐。

随着银川市"两宜城市"和"运动休闲"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
营养午餐进入校园，在"十一期间"，学校先后二次发放问卷



调查表，征求学生家长的同意，有520名学生同意在学校吃午
餐，有40名老师同意在校吃午餐，全校师生每天就餐人数
达560人左右，占全校人数的62%，学校营养午餐配送工作试
运行。

根据《中共银川市委专题会议纪要》和银川市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学生营养餐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
精神，我校积极和企业联系，指定具体的位置，使企业在暑
假期间搭建营养早餐房。20xx年8月31日进入校园，正式向学
生营业。

按照银川市委、市政府和兴庆区教育部门的要求，我校调整
作息时间，于12月1日推行营养午餐进校园，保证学生有足够
时间学习生活和玩耍，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为了加强对就餐学生的管理，保证就餐工作健康有效和谐运
行：

2、建立领导班子成员包年级、包楼层制度，班子成员统一思
想，统一行动，加强服务，加强沟通和协调的行动，发现问
题提交领导小组，属于学校的问题及时整改，属于企业的问
题，由学校责令供餐企业及时整改。

3、发放告家长一封信和家长调查问卷，每班就餐学生造册统
计。

4、为了保证就餐环境优美整洁，井然有序，每班配备两名教
师和学生一道就餐，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

5、营养午餐运行时，总务主任每天监督饭菜质量，发现问题
及时与供餐企业协商解决。

6、对有特殊疾病、过敏体质忌食的学生单独造册，注明忌食
内容，告之企业。



7、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学校为每个班配备了小
水桶、脸盆、毛巾、肥皂、暖水瓶等。

8、为了方便自带饭菜的教师用餐，学校购买了二台微波炉供
教师使用。

为学校配送营养早餐午餐的企业是阳光那波里——湖城小厨，
在供餐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早餐西餐品种多，中餐品种少。

2、学生交钱充值时没有出微机小票，家长有些不放心。

3、早餐、午餐都存在着收取现金现象。

4、教师和学生普遍反映米饭分量不够，且每天汤泡米饭现象，
菜的份量更少，缺少绿色新鲜蔬菜，凉菜味道单一，没有变
化，面点全是蛋糕，过于单调，汤难喝，包装质量差，易破。

5、供餐企业分发的垃圾袋薄且太小，容易破损，造成垃圾外
泄，影响学校的卫生环境。

6、供餐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分发午餐的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

7、供餐企业车辆进入校园的速度快，造成学校安全隐患。

8、供餐企业工作人员佩戴服装不够齐全，如：口罩、保洁手
套等，确保食品卫生安全方面欠佳。

9、卫生许可证11月27日已到期，学校已督促更换。

五、营养早餐午餐运行中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

1、老师普遍反映连续工作太累，过于疲惫，希望政府能考虑。



2、营养午餐的价格偏高，家长学生难以接受，希望政府调整
做到物美价廉。

3、希望政府出台政策，解决低保学生就餐的困难，能够减免
补贴。

4、蛋糕、水果的'包装过于浪费，取消给学生吃咸菜，这样
利于学生健康发展。

1、做好全体教师和家长、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广大师生和家
长们清楚地认识到：家长每天要摸黑赶早为孩子做早餐和花
色品种发愁费神，中午必须着急赶回家准备午餐，可供自己
支配的时间较少，学生也很辛苦，每天起得很早，睡得晚，
对身体的健康成长有一定的影响。

2、监督供餐企业所供午餐保证营养健康、卫生安全，新鲜热
乎。

3、保证就餐环境优美整洁，加强对就餐学生进行管理，促进
就餐工作和谐发展。

希望营养早餐午餐进入的运行中能增强学生的凝聚力，能锻
炼学生的适应能力，使学生不挑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同时希望供餐企业转换角色去考虑，怎样才能保证稳定的就
餐人数。建议：

1、早餐应多增加中餐品种，适当降低早餐价格。2、供餐企
业应从饭菜的质量、品种、卫生上下功夫。

3、供餐企业要考虑学生正在生长发育时期，饭菜分开盛，保
证饭菜质量和分量，增加绿色蔬菜。4、加强从业人员的管理
和培训。

5、加强从业人员的考核，如：向教师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表，



了解从业人员各方面的情况。

以上是我校营养早餐、午餐进入校园的试运行中成功的地方
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上级部门和供餐企业调整思路，将
成功经验推行下去，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使我校的营养早
餐、午餐运行步入健康和谐发展的轨道上。

学前午餐工作总结篇六

营养改善计划工程是国家的一项民心工程，更是一项有利于
国家发展的民族振兴工程。为改善我校学生的营养，增强学
生身体素质，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根据《*办公厅关于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小学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小学学生营
养餐工作计划：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营养
工程”，为我校学生长期食用营养良好的午餐，改善农村小
学学生营养缺乏现状，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营养含量，提高
农村学生饮食质量，发挥学校强体与育人的双重功能，促进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组长：于建喜

副组长：付振山梁亚娟

成员：各班班主任

（一）组长职责及要求

1、全面统筹，实施本校的“营养餐改善计划”。

2、检查落实好“营养餐改善计划”专用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3、对资金发放，公示等缓解进行全程指导。

4、走访学生和家长，了解学生及家长对营养餐的意见和建议。

5、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对群众的来电、来访等均要有记录，
若需调查落实的要及时将落实情况反馈给来电、来访人员，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如遇突发事件要及时上报总校。

（二）副组长职责及要求

1、预防和妥善处理学校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制定和完善实施
工作方案。

2、做好转向资金的预算、汇总、上报和结算，做好每月营养
餐食品台帐和营养餐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资料管理，挑出相关
社会反映。

3、定期和不定期对采购货物进行质量抽查并填写抽查表。

（三）成员职责及要求

1、管理人员要做好专项资金的领取、结算、统计和上报工作，
并做好每月营养餐食品的.台账；指导各班级做好学生的用餐
登记工作，并展板公示，接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