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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饭的系统思维

陈潮填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漫谈系统控制

X老师讲完了《系统思维》课的基本内容

后，第一次学习汇报会开始了。

Z同学第一个上台发言：“系统思维很有用，

此前我做饭做菜要一个多钟头，最近学了系统思

维只需用一半的时间，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同座的C同学漫不经心地问：“就是合理安排

洗菜、切菜、煮饭、炒菜等工序，使得整个过程

的时间最少吗”？ 

 Z同学充满自信：“那当然要，不过那仅是

书本上有的，我要说的是自己在做饭过程当中领

悟出来的。我此前做饭都是开着一个炉，等着一

个菜煮完，接着洗锅底再炒第二个菜，现在学了

系统思维，懂得同时开两个炉来做菜节省时间了

（如下页中图所示）”。

“还可以同时利用电饭煲、电蒸箱和微波

炉”，C同学又插话了。

 Z同学继续说：“另外，我还学会了合理安

排煮炒顺序，利用两次锅油，也可以减少洗锅次

数，提高效率”。

C同学接着补充：“还可以利用同样的时间完

成更多的任务”。

X老师在台下静静地坐着，听着他俩的对话，

看着同学们的表情和反应，点了点头，满意地追

问下去：“这是用了什么系统思维”?

Z同学胸有成竹：“用最短时间完成给定的任

务，是系统工程的优化思想”。

C同学补充：“要从整体上思考拟完成哪些任

务并节省时间”。

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向他俩投去了赞同与羡慕

的目光。

“很有成果，请大家畅所欲言，可以对他俩

的观点和内容发表意见，也可以继续思考怎么利

用更多的系统理论，把饭菜做得好上加好”。

X老师话音刚落，大家立刻争先恐后地活跃了

起来，除评论两位同学的观点外，还陆续提出：

“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例如煮菜、炖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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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对长一点的时间，这时可以用来做清灶台、

洗碗碟等其他家务活”，“油盐酱醋和姜葱调味

也要综合调配”；

“ 还 要 做 得 新 鲜 、 可 口 、 有 营 养 、 好 颜

色”，“但有人喜欢冷冻、生吃、半熟尝鲜，有

的要加大蒜、辣椒开胃”；

“可以上网看看别人有什么好经验，把菜做

得更好”；

“饭菜好不好吃，跟肉菜的选料、品种有关

系，与价格和费用也有关系”；

“禽畜鱼豆菜要合理搭配”，“有时因口

味、嗜好和忌口的不同，出现不同类别的要求，

还要针对这些不同类别的人群分开做出适合不同

要求的菜色”；

“有的食客要求很高，很挑剔，有的很随

和，想法和需求可能差异很大”：

“不同季节果菜的购买与搭配也不同”，

“心情好坏也会影响做饭的效果”；

“如果有别人的小孩来吃饭，还要考虑卫

生、体质、生病等特殊要求”；

“事先拟好先后顺序，才不会手忙脚乱，顾

此失彼”；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自己的想法。

X老师逐一记下大家的发言，随后发问：“大

家还要说说除了刚才两位同学讲的优化和整体

性，你们还用了系统思维的哪些理论或观点”。

猛然间，同学们有的翻阅教材，有的上网搜

索，有的低声交谈，有的仰头凝思，有的欲言又

止……

一阵喧嚣过后，大家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

向X老师露出了期许的眼神。

X老师站了起来，“做饭虽然是个小问题，但

也需要系统思维。按照常规的做法，首先需要有

做饭的想法，要做简单的调研，了解吃饭人员及

各自需求，有个初步计划；然后通过简单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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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设计出菜单方案；接下来就是买菜，以及

泡菜、洗菜、切菜、备料等准备工作；之后才实

施煮饭、炒菜的关键工序；饭菜快熟时可能还要

检测和调试，吃了饭菜或许还会征求和听取评价

的反馈意见；最后还有洗碗、收拾厨具等后续工

作。完成这道完整的工序，已经具有作为系统工

程的基本条件”。

“其实大家早就经常在不自觉中碰到并完成

做饭系统工程了，只是没有想到，也不知道事

先还要如何计划和设计、如何整体思考和统筹

兼顾、如何实现整体优化。有的知道在数学上希

望做得快，即时间最少；却忽视了在生活中往往

同时更看重做得好，要营养可口。所以系统工程

并非遥不可及，大家常会偶尔遇到，只不过因为

没有意识到、不懂怎么用或难以运用好而熟视无

睹”。

同学们豁然开朗，连连点头称是。

X老师转而望着Z、C两位同学：“刚才Z同学

讲的就是在煮饭炒菜这道最重要的工序上如何实

现时间优化的问题，C同学有了进一步从整个工序

的角度进行整体思考的想法。这些观点都很好，

作为初学者已经算难能可贵了”。

“不过，用好系统思维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得

更多和更好。例如，我们不仅可以优化炒菜工序

的时间，也可以扩大到连同煮饭、洗切菜一起思

考，甚至拉长到从买菜一直到洗碗整个过程来思

考时间的优化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菜色质

量的角度，从整体上考虑在费用和卫生条件限制

下的营养与口味多目标优化问题”。 

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逐渐开阔了思路。

X老师环视了各位同学：“最后做好的饭菜

也可以看成一个系统。系统思维是利用系统科学

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来思考问题，不仅要会用，

而且实际效果会因思维深度、广度和针对性而有

所差异。我们可以分析这个饭菜系统要做哪些菜

色、有什么现实条件、有哪些特点，分析这个做

饭系统工程要达到怎样的目的、要怎么做、怎么

做得更好。思路清晰、考虑周全，做饭才会有条

不紊，事半功倍”。

X老师随后就刚才各位同学的发言，逐个指

出分别对应于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安排、目的性

选择、开放性学习，以及事物关联性、饭菜结构

性、消费层次性、关联动态性、环境适应性、过

程有序性等特点，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引

导大家利用系统特点进一步拓展思维。然后补充

说：“做饭还要有心机，这是实现各种优化的前

提；要把握好火候，这是控制好煤气流数量、速

度和时间的体现；要学会辨明色泽、闻出味道，

这是做色香味俱佳饭菜经验涌现的结果”。

正当同学们深有感触、踌躇满志之际，X老师

话锋一转：“可是，刚才大家这些思维碰撞出来

的火花，是在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情景

下才能产生的，如果仅仅靠自己，想法就没这么

丰富了”。

同学们若有所失，X老师接着为大家鼓起了

劲：“不过，你如果学好系统思维，能够用系统

理论的观点逐个进行思考的话，自己就可能有一

连串的想法，并发现很多新问题，想得更周密全

面，更合理可行。比方说，上面我就大家发言指

出的这些特点，就为大家潜力的发挥预留了很大

的思维空间”。

G同学脱口而出：“老师，您真棒！您做饭也

很棒吧”?

X老师笑着解释：“懂理论和做得好还不能划

等号，评价也需要系统思维。因为影响因素有多

个方面，尤其做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活，

烹饪技能、思维方式、烹调知识三方面要相互融

合，缺一不可。系统思维可以使擅长做饭者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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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使初学者站在更高的思维平台上进步更

快”。“因此，既要多学理论，也要多花时间，

多实践，多思考，才能精益求精。其实，学习系

统思维也是这样”。

同学们认真听着、快速记着、凝神想着，突

然，会心地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下课了，同学们意犹未尽：“系统思维用处

很大，我得赶快回家试试”。

 该 文 原 载 于 微 信 公 众 号 《 系 统 思 维 万 事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