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健康飮食政策 

政策聲明： 

本校致力向學生、教職員及家長持續推廣健康飲食的重要性，營造一個健康

飲食環境，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1. 理念 

據多項研究顯示，營養與學習的關係顯著。健康飲食習慣對於學生的學習能

力、生長發育及長遠的健康等都有莫大幫助。 

2. 目的 

此政策旨在向學生、教職員及家長宣揚持續推行健康飲食的重要性，同時致

力建立一個健康衛生的飲食環境，讓學校各成員知道健康飲食的重要，並讓

學校成員可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3. 負責小組：健康飲食政策是由至營學校認證計劃小組負責(由校護統籌，成員

包括家職會主席及老師)，協助制定及執行健康飲食政策。小組每學年向教

職員、家長和學生通知學校健康飲食政策及各項措施。 

4. 政策內容 

學生方面: 

i) 午膳 

－每月向學生公佈菜單前，校護須事先檢視菜單，確保不含「强烈不

鼓勵供應的食品」的餐款，確定是健康餐單才給學生訂購，讓學生可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飲食。 

ii) 小食（包括食物和飲料） 

    －鼓勵學生多喝清水，確保學生能享用安全飲用水。 

iii)教學與宣傳 

－鼓勵學生每年到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體格檢驗、與視力、聽 

  覺、脊柱等有關的健康服務。 

－推廣有關健康飲食的教育、讓學生實踐健康飲食習慣、並積極參與學校 

  健康飲食的計劃等。 

例子： a) 學生透過科技與生活科、通識科、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及 

          其他學習經歷等課程，獲得有關健康飲食的知識。 

b) 透過健康飮食的講座及活動如水果月，幫助學生養成良好   

的飲食習慣，使學生獲得實踐健康飲食的機會。 

 

家長方面: 

i)  午膳  



－鼓勵帶飯同學的家長參考「學生午膳營養指引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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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向家長公佈菜單前，校護須事先檢視菜單，確保不含「强烈不鼓 

  勵供應的食品」的餐款。 

ii) 小食（包括食物和飲料） 

－鼓勵家長參考「學生小食營養指引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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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餐的胃口。 

iii) 教學與宣傳 

－學校會邀請家長參與午膳供應商招標及試食活動，並共同選擇提供健 

  康午膳的供應商。 

－學校每月會邀請家長試食學生午膳飯盒，推介本校學生午膳餐盒給家長

認識，並一起監察飯盒質素及提供意見。 

 

學校方面: 

i)  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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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學校午膳供應商程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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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修訂版)」製作。 

－每學年 4次午膳營養監察，毎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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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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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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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養成在校內吃水果的習慣。 

 

ii) 小食（包括食物和飲料） 

－學校小賣店提供的小食及飲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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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修訂版)」，禁止 

  售賣「少選爲佳」的小食。 

－每學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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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記錄，向小賣店反映監察的結果，要求作出改善。 

  該記錄應保存直至營運商合約完結。 



－要求學校小賣店推廣「宜多選擇」小食，擺放「宜多選擇」小食在當

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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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鼓勵教職員以食物作為獎勵，避免與健康飲食的習慣及信息違背。 

 

iii) 教學與宣傳 

      －將營養教育編入教學大綱。 

        －提供舒適的環境及充裕的時間給學生及教職員進食。 

        －每學年推行至少一項推廣健康飲食的活動如水果月及健康飮食講座， 

          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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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檢討及修訂： 每年檢視和修訂學生健康飮食政策及各項措施的執行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