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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营养学会、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夏阳、于甜、徐健、薛晴、洪伟、邓芳、袁源、周颢隽、陈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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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教材编写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育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编写、审核方面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食育教材编写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3102  （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 

GB/T 15834  标点符号用法 

GB/T 1583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 40070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T/SZS 4063  食育课程实施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编写原则 

4.1.1 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4.1.2 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食品安全现状、饮食文化及习惯等特点。 

4.1.3 符合学生的心理、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 

4.1.4 教材内容符合 T/SZS 4063附录 A～E中的基本要求。 

4.1.5 通过图文并茂、图文合一、图文互补呈现食育知识。 

4.1.6 内容信息来源应准确，宜来自附录 A。 

编写人员要求 

4.2.1 专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安全、营养健康、饮食文化、教育。 

4.2.2 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硕士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具备 5 年以上专业领域工作

经验。 

4.2.3 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熟悉教材编写业务，文字表达能力强。 

4.2.4 熟悉并遵守著作版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5 教材编写 

总体设置 

5.1.1 教材总体结构统一按课时设置，每册教材不少于 10个课时。 

5.1.2 每册教材包括“健康习惯”“食物与营养”“食品安全”“饮食文化与实践”4个部分内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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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不少于 2个课时。 

5.1.3 每课时结构宜包括但不限于主要知识点、练习 2个版块。 

格式 

5.2.1 汉字、字母等正文用字，目录、注释、拼音等辅文用字，行空应符合 GB 40070的规定。 

5.2.2 数字、标点符号应符合 GB/T 15835的规定。 

5.2.3 量、单位及其符号应从 GB/T 3101、GB/T 3102（所有部分）中选择并符合其规定。进一步的使

用规则见 GB 3100。 

6 教材审核 

基本要求 

6.1.1 每册教材应选取不少于 5名审核专家进行审核。 

6.1.2 审核专家应按照附录 B 规定的样式形成《食育教材审核结论表》。 

审核专家要求 

6.2.1 专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安全、营养健康、饮食文化、教育。 

6.2.2 具有专业领域相应学科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6.2.3 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具备 10年以上专业领域工作经验。 

审核形式 

审核形式可包括会议审核、通讯审核等。 

审核重点 

6.4.1 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与现有相关课程相互衔接。 

6.4.2 符合食育课程教育目标和教学基本要求，取材合理、分量合适。 

6.4.3 内容科学、正确，材料、数据准确可靠。 

6.4.4 语言文字规范、简练，深入浅出，可读性强。 

6.4.5 政治及道德观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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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食育教材信息来源 

A.1 大型国际组织官方网站，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A.2 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官方网站，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A.3 国家级政府及食品安全相关机构网站，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A.4 现行国家标准、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A.5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如《食品毒理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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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食育教材审核结论表 

表B.1给出了食育教材审核结论表。 

表 B.1  食育教材审核结论表 

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编写单位  

适用年级  

参考学时  估计字数  □新编   □修订 

审核专家信息 

姓名  

电话  电子邮箱  

专业  学历  

工作单位  工作年限  

职务  职称  

审核专家意见 

 

 

 

 

 

 

 

 

 

 

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