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零食调查总结 中学生吃零食习惯调
查报告(模板8篇)

通过教师总结，可以不断优化自己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
果，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如果你对军训总结写作感到困
惑，不妨参考以下精选范文，或许能够给你一些启示。

零食调查总结篇一

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素养的今天，报告使用的次数愈发增
长，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语言要准确、简洁。那么，
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学生吃零食
习惯调查报告，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为了详细调查有关在校中学生“吃零食”习惯的现象，笔者
不仅在班上开展了一些“问卷调查”，还暗中查访学校小卖
部及学校周边零食店，以期能获得完备的一手资料。现就以
多次的调查结果整理如下：

1、生活水准的提高。从调查的结果来看，80%的学生的家庭
比较富裕，父母要么是有固定的高收入者，要么家庭中都有
合法的经济的来源。平时的节气，特别是春节期间，子女都
能获得很多的“压岁钱”。据统计，103名学生中，“压岁
钱”达500元以上者有25%。

2、家长的溺爱。部分学生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回
家，很少对子女的身心有贴心的关怀，常常以金钱的方式来
表达自己的愧疚。这样的学生达到40%以上。

3、环境的影响。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大人人们随意
地啃食零食，而且随意地乱扔，学生看到眼里，记在心里。



学生有句口头禅：他都在吃嘛。有这种想法的在9%左右。

4、深受请客风的影响。由于受到社会请客风的影响，部分学
生的头脑里，也产生了今天你请我吃了一包，明天我就得请
你吃一袋，以还人情。

5、受广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调查中看到学生常常受广告、
电视食品广告宣传影响，看什么包装希奇，色彩鲜艳就选购
什么，却不过问它的营养！

6、享受型。有这种想法的学生虽然不多，但也不可忽视它的
影响力。追求物质的享乐，是他们整天关注的事情，吃零食
也不在话下了。

7、放松心态。部分学生认为吃零食，特别是甜食可以使人的
心情愉悦，心里感到轻松自然，于是，久而久之，所谓“放
松”也成了学业沉重的学生们吃零食的原因之一。

1、影响食欲。如果经常吃零食，如以饼干、方便面等替代一
日三餐，必然会造成孩子胃肠消化活动的规律的破坏，严重
影响子女的食欲。最后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

2、影响味觉。零食中的酸、甜、咸各种味道都非常的强烈刺
激，经常吃，会造成对孩子味觉的破坏，如某些牌子的方便
面里，有极其辛辣的调料，经常食用，会导致孩子的味觉迟
钝，进而对一般的饮食根本不足以引起食欲，影响孩子的生
长发育。

3、破坏生理调节规律。人的身体器官都有它活动的规律，到
了一定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会产生饥饿的感觉，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经常吃零食。常常就强力打破这种规
律，必然就会对身体器官产生危害，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
命。



4、加重胃肠负担。经常吃零食会加重人的胃肠负担，使胃肠
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得不到休息，因而会减弱消化器官的
工作能力，引起消化不良症。

5、有利于不良习惯的养成。吃零食是不分时间和场合的，常
常是不洗手，不分地点而食用。如在公路边，大街上，边走
边吃。不仅有损身体健康，还会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
疾病的侵害。

6、污染环境。绝大多数吃零食者，都是把零食包装随意扔掉，
对环境造成破坏。甚至少数学生把零食带到教室，更不得学
习。

针对中学生吃零食的习惯，笔者也与其他教育者进行了多次
的分析讨论，有人也认为孩子吃零食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
把握一个度，不要经常吃就行了；同时认为，要解决学生经
常吃零食这一困扰教育者的问题，只能进行疏导，不能
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堵塞不如疏导！

1、加强教育，认识危害。中学生正处在一个可塑性很强的生
理、心理阶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生理、心理的
教育，让他们正确对待“零食”，认识经常吃零食对自我身
体有哪些危害性，以期达到警醒的目的。

2、培养学生良好的饮食习惯。习惯是养成的，一种坏的习惯
同样是这样养成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习惯去克服习惯”
（托马斯·坎佩斯语），以良好的饮食习惯替代学生的不良
习惯。

3、要具有包容心态。有时，面对学生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
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就给予学生以谆谆教诲。而
不是一看见学生吃零食就大发雷霆，大声喝斥。如果这样，
就会让学生产生排斥心理，得不偿失。



4、控制零花钱。一些学生家长，特别是独生子女的家长，或
父母不在身边的学生，家长常常会觉得自己对子女没有迟到
应有的责任，于是，就以金钱的方式进行“弥补”，这也造
成了学生乱用钱的坏习惯。因此，要控制学生的零花钱，要
有目的地控制给孩子的零花钱，这样就能使学生做到不该买
的不买，不该吃的不吃，能有效地控制学生吃零食。

5、定时定量吃零食。既然学生吃零食的现象一时无法消除
（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呢？其实偶尔的零食也是有益的）何不
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限制！引导学生在固定的时间零食，学
生反而会快乐期待点心时间的来临！最好的时间应设在正餐
前一至二小时，供给量不要太多，以免影响正餐的食欲。

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的
时候，都应该进行“换位”思考，多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多
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现，你才会觉得，堵塞不如疏导！

零食调查总结篇二

生活在这个丰衣足食时代的我们，是否还记得“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以下是“外卖现
象调查报告”，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一、引言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调查方法，问卷调查大学城学生，关于外
卖情况的调查，本团队综合以上问卷调研和实地走访的结果，
对原先的问卷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在网上发布后分享到各个
地方让大学生去填。回收了46份问卷，调查显示，外卖对提
高大学的饮食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有强大的活力，但
外卖仍存在诸多卫生隐患，亟需食品、药品监督局对其进行
监控、整改。



二、调查的目的

三、调研方法

1、样本规模：46

2、调查时间：11月14日-------11月18日

3、样本框架：大学城为主其他学校学生为辅。

方法：主要网络调查，网络问卷方法为主。

四、调研结果

1、您是否经常困扰中午应该吃什么？

大部分的人都受着午餐吃什么的困扰，这是普遍的问题。

2、在学习日时，您午餐的'选择是

大学生在校学习时通常选择就餐的地方是学校食堂，其次是
上餐馆最后是叫外卖，此种现象说明大部分学生更愿意在校
食堂食用。

3、最近三个月内，您叫外卖的频率更接近于？

由上图可知大学生叫外卖频率不是很高，这也算是很好的现
象。

4、您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叫外卖呢？

大学生在不想出门的情况下才会选择的订外卖，其次是没人
陪同吃饭，再然后是跟风。

5、您一般通过什么方式订外卖？



大学生通过网上订餐和外卖app频率较高，符合学生使用现代
网络。跟随潮流。

6、您一般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外卖店？

学生通过上网查询和传单广告途径知晓外卖店。这也是一些
商家经常运用的营销方法。

7、.在您的外卖经历中，您觉得存在的哪些问题是？

遇到最多问题是送餐的速度，味道和照片与实物的不符，这
也是普遍出现的问题，我们肯您对外卖服务最看重的是哪方
面？以根据这些问题进行改善。

8、您对外卖服务最看重的是哪方面？

学生对于外卖服务最看重的就是服务方面，服务是现在最大
的问题。

9、您能接受的午餐价格？

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大部分人会选择较为便宜的外卖，15
元之类，大学生的生活费也没有很多，一般家庭会控制住学
生的生活生活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调研总结

学校放开对校内餐饮经营模式的规定，增加校内餐饮的竞争
力，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学校采取了限制外卖的措施。
笔者认为，与其限制他人发展，不如谋取自身发展。校园内
为何不办一些餐饮呢？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学校里办餐饮必
定比校外餐饮占优势。如果学校里办一家餐馆，哪怕价格比
校外高一点，其经营状况估计也会很火爆。就以我们的邻居
上师大为例，上师大校内餐饮就采取了多样化的模式，学校



食堂分为大众口味、川菜、咢菜、面食等，有些食堂还提供
夜宵。除了食堂，学校还设了甜点店、小吃一条街等。学生
在校就能吃到自己想吃的食物，根本无需叫外卖或出去吃。
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上师大校外的饭店里，我校
的学生比上师大的多。学校只有放开餐饮的经营模式，才能
够留住客源，如果校园餐饮还是那么单一，客源必定剧减。

加强对校园周边餐馆的监管。外卖是打不尽杀不绝的，与其
一味的打击它、限制它，不如去引导它、规范它。卫生部门
要加强对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餐馆的监督力度，强制其整改。
同时，学生们如果碰到不符合规范的餐馆，有义务及时向卫
生部门举报。在走访奉贤食品药品监督所时，我们已将我校
周边的餐饮情况向监督所反映。

加强饮食安全教育。学生会、团委可以运用多种载体加强宣
传，通过传单、讲座等的形式告诉学生不吃卫生状况不明的
食物。笔者建议，学生应确认所叫外卖的店家有营业执照。

学校要倾听学生的要求。我们想吃什么，当然是我们自己最
清楚。但是有95%的同学认为学校没有重视自己的需求和意见。
校方表示以前都会召开座谈会，但是大多数同学根本不知道
这件事情。开座谈会不能仅仅留于形式，要切实地倾听学生
意见，并有所行动。

学校后勤部应联合校园内外餐饮业主多组织一些有关餐饮的
活动，

为餐饮业主与大学生构建一个沟通平台，并从中宣传普及一
些关于食品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例如举办校园食神比赛、校
园饮食文化节等。

零食调查总结篇三

一、中学生吃零食的原因



1、生活水准的提高。从调查的结果来看，80%的学生的家庭
比较富裕，父母要么是有固定的高收入者，要么家庭中都有
合法的经济的来源。平时的节气，特别是春节期间，子女都
能获得很多的“压岁钱”。据统计，103名学生中，“压岁
钱”达500元以上者有25%。

2、家长的溺爱。部分学生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回
家，很少对子女的身心有贴心的关怀，常常以金钱的方式来
表达自己的愧疚。这样的学生达到40%以上。

3、环境的影响。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大人人们随意
地啃食零食，而且随意地乱扔，学生看到眼里，记在心里。
学生有句口头禅：他都在吃嘛。有这种想法的在9%左右。

4、深受请客风的影响。由于受到社会请客风的影响，部分学
生的头脑里，也产生了今天你请我吃了一包，明天我就得请
你吃一袋，以还人情。

5、受广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调查中看到学生常常受广告、
电视食品广告宣传影响，看什么包装希奇，色彩鲜艳就选购
什么，却不过问它的营养！

6、享受型。有这种想法的学生虽然不多，但也不可忽视它的
影响力。追求物质的享乐，是他们整天关注的事情，吃零食
也不在话下了。

7、放松心态。部分学生认为吃零食，特别是甜食可以使人的.
心情愉悦，心里感到轻松自然，于是，久而久之，所谓“放
松”也成了学业沉重的学生们吃零食的原因之一。

二、中学生吃零食存在的危害

1、影响食欲。如果经常吃零食，如以饼干、方便面等替代一
日三餐，必然会造成孩子胃肠消化活动的规律的破坏，严重



影响子女的食欲。最后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

2、影响味觉。零食中的酸、甜、咸各种味道都非常的强烈刺
激，经常吃，会造成对孩子味觉的破坏，如某些牌子的方便
面里，有极其辛辣的调料，经常食用，会导致孩子的味觉迟
钝，进而对一般的饮食根本不足以引起食欲，影响孩子的生
长发育。

3、破坏生理调节规律。人的身体器官都有它活动的规律，到
了一定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会产生饥饿的感觉，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经常吃零食。常常就强力打破这种规
律，必然就会对身体器官产生危害，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
命。

4、加重胃肠负担。经常吃零食会加重人的胃肠负担，使胃肠
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得不到休息，因而会减弱消化器官的
工作能力，引起消化不良症。

5、有利于不良习惯的养成。吃零食是不分时间和场合的，常
常是不洗手，不分地点而食用。如在公路边，大街上，边走
边吃。不仅有损身体健康，还会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
疾病的侵害。

6、污染环境。绝大多数吃零食者，都是把零食包装随意扔掉，
对环境造成破坏。甚至少数学生把零食带到教室，更不得学
习。

针对中学生吃零食的习惯，笔者也与其他教育者进行了多次
的分析讨论，有人也认为孩子吃零食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
把握一个度，不要经常吃就行了；同时认为，要解决学生经
常吃零食这一困扰教育者的问题，只能进行疏导，不能
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堵塞不如疏导！

三、解决中学生吃零食的有效策略



1、加强教育，认识危害。中学生正处在一个可塑性很强的生
理、心理阶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生理、心理的
教育，让他们正确对待“零食”，认识经常吃零食对自我身
体有哪些危害性，以期达到警醒的目的。

2、培养学生良好的饮食习惯。习惯是养成的，一种坏的习惯
同样是这样养成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习惯去克服习惯”
（托马斯・坎佩斯语），以良好的饮食习惯替代学生的不良
习惯。

3、要具有包容心态。有时，面对学生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
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就给予学生以谆谆教诲。而
不是一看见学生吃零食就大发雷霆，大声喝斥。如果这样，
就会让学生产生排斥心理，得不偿失。

4、控制零花钱。一些学生家长，特别是独生子女的家长，或
父母不在身边的学生，家长常常会觉得自己对子女没有迟到
应有的责任，于是，就以金钱的方式进行“弥补”，这也造
成了学生乱用钱的坏习惯。因此，要控制学生的零花钱，要
有目的地控制给孩子的零花钱，这样就能使学生做到不该买
的不买，不该吃的不吃，能有效地控制学生吃零食。

5、定时定量吃零食。既然学生吃零食的现象一时无法消除
（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呢？其实偶尔的零食也是有益的）何不
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限制！引导学生在固定的时间零食，学
生反而会快乐期待点心时间的来临！最好的时间应设在正餐
前一至二小时，供给量不要太多，以免影响正餐的食欲。

6、统一发放零食。由于市面上卖的零食，大部分都含有大量
的油、糖、香料和其他添加剂，香味浓郁，对健康不利。由
学生自己购买，因分不清神经质成分，不利于健康。可以由
专人统一购买，统一发放，这样既减少了学生随意吃零食的
不良习惯，也对学生的文明行为习惯的形成和身体健康有益。



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的
时候，都应该进行“换位”思考，多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多
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现，你才会觉得，堵塞不如疏导！

零食调查总结篇四

1.调查目的:

我们青少年正需要长身体，应该补补身体，但是，零食都是
我们小学生喜爱的零食对身体有很多危害，如果多吃零食会
扰乱正常消化规律，造成消化吸收功能紊乱，影响正常进食
后的消化吸收，进而影响孩子的饮食。所以，为了更进一步
了解小学生吃零食情况，我们利用国庆假期对小区里的同学
进行了吃零食情况调查，建议大家多吃绿色食品、讲究卫生。

2.调查者：

组长:苗敏组员：苑航

3.调查对象：

小区里1到6年级学生。

4.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采访

5.调查时间：

20xx年10月4日、10月5日

6.调查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我们共发放了50份调查问卷，收回48份，其中有效



问卷47份，在小区里采访了23位同学，有高年级的，有低年
级的。其中男同学有35人，女同学也有35人，高年级同学25
人，低年级同学45人。从调查情况看，低年级吃零食人数占
被调查人数的85%，这是因为他们年龄小，喜欢吃零食，大人
不会阻拦;高年级吃零食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55%,这是因为家
长不让学生吃零食或者学生自己对零食不感兴趣。男同学吃
零食人数占被调查男同学总数的75%;女同学吃零食人数占被
调查女同学总数的60%。可见，同学们都把零食当做了自己
的“好朋友”。

零食调查总结篇五

调查目的：通过调查，引导同年龄的小学生认识爱吃零食的
危害，纠正他们的这种不良饮食习惯，向吃零食的习惯告别，
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调查时间：1-10——3-8

调查地点：代家堡学校

调查方法;采取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调查对象：五、六年级学生

调查结论：我们应少吃零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一、关于小学生吃零食现象的现状

如果你从我们学校经过，你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放学后，
大部分同学不是向家的方向走去，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
度、如饿虎扑食般地朝学校对面的小卖部冲去。

马路上已是拥挤不堪，果皮和纸屑随处可见……，这种现象
不但严重影响了上学和放学的交通安全和原本稳定的周边秩



序，而且也不符合饮食卫生，严重地危害我们小学生的身体
健康。加之校门前这条路比较窄，人车流量又大，很容易造
成事故。于是我决定对本校学生的吃零食现象进行调查。

二、调查分析

调查之一：基本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从调查中得到的一些数据：

项目百分比

非常喜欢19.2%

喜欢36.1%

一般31.3%

不喜欢13.3%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只有13.3%的同学不喜欢零食，将近86.7%的同学都不拒绝零
食。喜欢或非常喜欢吃零食的同学已超过一半，而且特别喜
欢在放学后或看电视时吃。

价格一般在1-3元左右。在吃的零食当中有近50%的零食是油
炸、膨化食品;饮料类、甜糖类的比例也不少，这对身体很不
利，他们也十分清楚吃零食对身体不好，但就是很难改掉吃
零食的毛病，这项调查给我们同学们敲响了警钟，看来吃零
食的同学还不在少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改掉吃零食的坏习
惯才行啊!

原因探究



而再深入调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同学喜欢吃零食，我们发
现：

有7%的同学觉得包装好看，尝试新鲜，28%的同学看见别人吃
受诱惑，33%的人吃零食的心情是解闷，无所事事;还有32%的
人吃零食的原因是：以成习惯，说不清原因。由此看来喜欢
吃零食一种盲目心理，从众心理。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很多
同学受周围朋友、同学的影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感，自然
形成了吃零食的习惯。另外科学研究表明，甜食可以使人的
心情愉悦。

但更多时候是人吃零食带给的放松自在，久而久之，所谓放
松成了学业沉重的学生们吃零食解闷的原因。再有部分学生
为显示自己家庭富裕或个性等，乱消费、高消费。

这种行为也是我们同年龄学生中较特出的心理。

还有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零
食这一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大。

商场上零食产品琳琅满目多种多样。

而我们代家堡相对比较富裕，小学生的零用钱也不断增多。

众多零食广告抓住小学生酷爱新鲜、爱休闲的特点，在外表
上、包装上花心思，于是小学生们成为零食市场的主要消费
者。

我经过了多次调查，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最后在《小学生十
万个为什么》中找到了多吃零食对我们身体有着极大的危害。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靠胃肠分泌的各种消化液，把食物消
化了，才能把它变成我们身体的各种营养，如果嘴老是吃个
不停，胃和肠就要不停地分泌消化液，这样胃肠就得不到休



息。等到正式吃饭，需要消化系统各个器官集中吸收时，肠
胃工作效率反而降低，时间一长，就会对吃饭不感兴趣，体
内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长此以往，胃肠的消化功能减退，
甚至产生消化道的疾病。

另外，吃零食的时候，同学们不注意卫生，随手抓来就吃，
这样，很容易得传染病。那么用白纸包裹着行吗?不行。

因为白纸必须加荧光增白剂。

荧光增白剂含有胺基化合物，这种物质会诱发癌症。有人说，
现在人们不都是用塑料袋吗?其实不然。

有些塑料是含苯成分的，它不适合盛装食物。况且塑料不易
降解，容易污染环境，所以在选择何种材料作为食品的包装
研究中很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挖掘。

因此，我们提醒那些爱吃零食的同学们改掉这个坏习惯，提
醒这些同学的爸爸妈妈们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零用钱，不要太
纵容孩子吃零食，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偏食、不
贪吃，不暴饮暴食，严格控制零食;每日定食定量相对稳定，
而且荤素与营养均衡搭配，合理饮食。只要持之以恒，定能
提高孩子食欲和消化功能，又能保证孩子智力的正常发育。
这也是我们进行该项调查的最终目的。

三、调查感想

经过这次调查，我觉得零食虽然好吃，但是吃多了对人的健
康却有极大的害处。首先，零食热量高，会导致身体发胖，
抵抗力下降，疾病就会找上你;其次，零食色素多，会妨碍身
体的健康;最后零食糖份高，会长蛀牙，还会影响消化。因为
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吃新潮的零食，所以生产商为了赚钱，就
用上了化学品把零食制作得很漂亮想吸引小学生去买，他们
根本就没有想过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的。



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句：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告
别零食。另外，经过这次调查，我发现乱吃零食会导致地上
都是垃圾，严重影响空气的清洁程度，会导致食物中毒，也
会给家长带来压力;还有些同学为了满足吃零食的欲望，去敲
诈小同学甚至想到了偷、抢等几种弄钱的方法，导致走上犯
罪的道路。

零食调查总结篇六

一、关于小学生吃零食现象的现状

这种现象不但严重影响了上学和放学的交通安全和原本稳定
的周边秩序，而且也不符合饮食卫生，严重地危害我们小学
生的身体健康。加之校门前这条路比较窄，人车流量又大，
很容易造成事故。于是我决定对本校学生的吃零食现象进行
调查。。

二、调查分析

调查之一：基本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从调查中得到的一些数据：

你喜欢吃零食吗?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只有13.3%的同学不喜欢零食，将
近86.7%的同学都不拒绝零食。喜欢或非常喜欢吃零食的同学
已超过一半，而且特别喜欢在放学后或看电视时吃。价格一
般在1-3元左右。在吃的零食当中有近50%的零食是油炸、膨
化食品;饮料类、甜糖类的比例也不少，这对身体很不利，他
们也十分清楚吃零食对身体不好，但就是很难改掉吃零食的
毛病，这项调查给我们同学们敲响了警钟，看来吃零食的同
学还不在少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改掉吃零食的坏习惯才行
啊!



原因探究而再深入调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同学喜欢吃零食，
我们发现：

有7%的同学觉得包装好看，尝试新鲜，28%的同学看见别人吃
受诱惑，33%的人吃零食的心情是解闷，无所事事;还有32%的
人吃零食的'原因是：以成习惯，说不清原因。由此看来喜欢
吃零食一种盲目心理，从众心理。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很多
同学受周围朋友、同学的影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感，自然
形成了吃零食的习惯。另外科学研究表明，甜食可以使人的
心情愉悦。但更多时候是人吃零食带给的放松自在，久而久
之，所谓放松成了学业沉重的学生们吃零食解闷的原因。再
有部分学生为显示自己家庭富裕或个性等，乱消费、高消费。
这种行为也是我们同年龄学生中较特出的心理。还有随着国
内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零食这一产品
的需求也不断增大。商场上零食产品琳琅满目多种多样。而
我们代家堡相对比较富裕，小学生的零用钱也不断增多。众
多零食广告抓住小学生酷爱新鲜、爱休闲的特点，在外表上、
包装上花心思，于是小学生们成为零食市场的主要消费者。

我经过了多次调查，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最后在《小学生十
万个为什么》中找到了多吃零食对我们身体有着极大的危害。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靠胃肠分泌的各种消化液，把食物消
化了，才能把它变成我们身体的各种营养，如果嘴老是吃个
不停，胃和肠就要不停地分泌消化液，这样胃肠就得不到休
息。等到正式吃饭，需要消化系统各个器官集中吸收时，肠
胃工作效率反而降低，时间一长，就会对吃饭不感兴趣，体
内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长此以往，胃肠的消化功能减退，
甚至产生消化道的疾病。

另外，吃零食的时候，同学们不注意卫生，随手抓来就吃，
这样，很容易得传染病。

那么用白纸包裹着行吗?不行。因为白纸必须加荧光增白剂。
荧光增白剂含有胺基化合物，这种物质会诱发癌症。有人说，



现在人们不都是用塑料袋吗?其实不然。有些塑料是含苯成分
的，它不适合盛装食物。况且塑料不易降解，容易污染环境，
所以在选择何种材料作为食品的包装研究中很值得人们去探
索和挖掘。

因此，我们提醒那些爱吃零食的同学们改掉这个坏习惯，提
醒这些同学的爸爸妈妈们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零用钱，不要太
纵容孩子吃零食，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偏食、不
贪吃，不暴饮暴食，严格控制零食;每日定食定量相对稳定，
而且荤素与营养均衡搭配，合理饮食。只要持之以恒，定能
提高孩子食欲和消化功能，又能保证孩子智力的正常发育。
这也是我们进行该项调查的最终目的。

三、调查感想

经过这次调查，我觉得零食虽然好吃，但是吃多了对人的健
康却有极大的害处。首先，零食热量高，会导致身体发胖，
抵抗力下降，疾病就会找上你;其次，零食色素多，会妨碍身
体的健康;最后零食糖份高，会长蛀牙，还会影响消化。因为
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吃新潮的零食，所以生产商为了赚钱，就
用上了化学品把零食制作得很漂亮想吸引小学生去买，他们
根本就没有想过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提
醒大家一句：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告别零食。另外，经过
这次调查，我发现乱吃零食会导致地上都是垃圾，严重影响
空气的清洁程度，会导致食物中毒，也会给家长带来压力;还
有些同学为了满足吃零食的欲望，去敲诈小同学甚至想到了
偷、抢等几种弄钱的方法，导致走上犯罪的道路。

可见，乱吃零食对我们的将来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少吃
零食，可以省下钱来买一些对我们学习有用的东西，也可以
为家里减轻负担，又对身体有好处。小学生从小就有这种不
良习惯，会影响小学生的一生。所以我希望家长必须得把这
件事好好地处理，不能再让小学生发生这种事了。



带着调查的结果，回来后我们上网查找了相关资料。据网上
资料表明，这些小店里出售的食品主要存在色素超标、重金
属含量超标、防腐剂超标、卫生指标不合格等多项问题。一
些生产厂家为了追求食品的颜色、口感、新奇等，在生产小
食品过程中不按国家食品标准使用添加剂，或滥用不合格、
不允许使用的添加剂，致使大量不合格甚至有害的食品损害
我们的健康。因此我们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不要再去购买
那些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的小食品。

零食调查总结篇七

如果你从学校经过，你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学校三
令五申让同学们注意食品安全，拒绝零食，可是放学后，大
部分同学还是如饿虎般地朝学校门口的小商店冲去，去买各
式各样的小食品，导致马路上拥挤不堪，果皮和纸屑随处可
见。

为什么大家对小食品那么钟情呢？我特意对我校学生的吃零
食现象进行了调查。

调查

通过观察，我发现每到放学的时间，对着校门的马路两侧就
会冒出很多流动的摊位，小贩的吆喝声吸引了饥肠辘辘的同
学，把小摊围个水泄不通。我数了数，三年级四班一共57名
同学，走出校门后，只有18名同学径直回家，或被家长接走。
其余39名同学都被吸引了过去，约占总数的70%。

我又对32位同学进行了调查，其中经常吃零食的19人，占59%；
偶尔吃零食的10人，占31%；从未在校门口买过零食的仅有3
人，还不到10%。可见吃零食的同学还不在少数，大部分的同
学都喜欢吃小零食，难以抵挡它的诱惑。

分析



1、零食基本上都是包装简单，色彩鲜艳的三无产品，很不卫
生但价格低廉，一般在1-3元，学生都能承受。

2、零食大部分为膨化食品和油炸食品，还有一些甜食和饮料，
热量高又没营养。为了增加口感，加了许多添加剂，对身体
都发育非常不利，但很合孩子们的胃口。

3、绝大多数吃零食者，都爱把零食包装随意扔掉，对环境造
成破坏。甚至少数学生把零食带到教室，影响大家学习。

结论

小学生喜欢买零食吃的主要原因有:

1、家庭生活水平提高，家长都溺爱孩子，让孩子兜里装着零
花钱，大手大脚地花。

2、小学生年龄小，自制能力差，容易被五花八门的零食包装、
鲜艳的色彩，诱人的香气所吸引。

3、商家为了挣钱，采用抽奖、赠送小礼物等各种促销方式，
欺骗吸引孩子们消费。

4、一些同学不吃早饭，到放学时早已饥肠辘辘，难以抵挡美
食诱惑。

建议

小学生乱买零食，浪费金钱、影响健康、污染环境，危害非
常大，为了帮助大家拒绝零食，还校园洁净，还身体健康，
我给老师和家长以下建议：

1、控制零花钱。使学生兜里没钱，不得不远离零食。

2、老师和家长要加强教育，使其认识危害，正确对待零食，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3、保证早餐质量，让学生吃得饱，吃得好，保证营养，不给
零食可乘之机。

4、联合工商管理部门，治理周边小商小贩，让三无产品远离
校园。

零食调查总结篇八

在“单独二孩”政策红利刺激下，同时随着8090后家长的教
育理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早教机构开始在全国的大中小城
市遍地开花。

现在的孩子上早教到底学什么?上早教用多少钱?最喜欢怎样
的早教形式?为此，妈妈网面向全国妈妈发起《儿童早教消费
调查》，本次参与调查的样本总量为14207份，有效样本量
为14105份，9成半以上为8090后家长。万名妈妈谈早教，一
起来看看8090后家长的教育观发生了哪些巨变。

【超九成家长对早教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超九成家长肯定了早教对孩子成长发育的`重要性，超过半数
家长会考虑带孩子去上早教课。可以说，8090后家长对早期
教育的认知度相对较高。

而家长送孩子上早教班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与同龄孩子交流、
形成良好性格、培养兴趣爱好、入园/上学前的过渡等方面。
那接受早教课程之后的效果大不大?有近8成家长反馈，孩子
参加完早教课程之后，有较为明显的积极变化，对早教课程
的效果还是相对满意。

1-3岁是家长开始考虑早教的重要年龄段，这一年龄段的婴幼
儿是早教机构的最大消费人群。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1-3岁



的宝宝处于准备入园阶段，家长想通过一系列的早教课程缓
解宝宝的入园焦虑。

幼教专家佟春凤表示，许多家长认为早教的作用是立竿见影
的，但实际上早教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孩子
在0～3岁期间，是大脑建立联结最迅速和最大量的时期，也
是智力发展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时期。早期教育将为孩子一生
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