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 鲜肉饺子心得
体会(优质10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言（100字）

饺子是中国传统的美食之一，而鲜肉饺子更是备受喜爱的一
种口味。鲜肉饺子的特点是馅料鲜美，皮薄且煮熟后不易破
裂。作为一个饺子爱好者，我对鲜肉饺子有着深刻的体会和
感悟。今天我将分享一下我对于制作和品尝鲜肉饺子的心得
体会。

第二段：制作鲜肉饺子的技巧和经验（300字）

制作鲜肉饺子的关键在于馅料的选材和调配。首先，选用新
鲜的猪肉，将其剁成肉茸，加入适量的葱姜末及调味料，使
馅料更加鲜美。其次，皮的制作也是关键。可选择高筋面粉
添加适量的水和食盐搅拌成面团，经过揉面发酵后，擀成薄
皮，再将馅料包入其中。最后，煮饺子时要注意火候，尽量
保持水沸腾状态，饺子一熟即捞出，避免饺子煮烂。

第三段：鲜肉饺子的美味品尝（300字）

制作出来的鲜肉饺子鲜美可口，是一道美味的佳肴。一口咬
下，鲜肉的肉汁溢满口腔，与嫩滑的薄皮相结合，带来丰富
的味蕾享受。在品尝鲜肉饺子时，我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口味
搭配适量的酱油、醋和辣椒油，增加口感层次和调味效果。



配上一碟花椒油和蒜泥，更为鲜肉饺子增添了一份特别的香
辣风味。

第四段：鲜肉饺子的文化意义（300字）

鲜肉饺子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它还承载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意
义。在中国，饺子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是代表团圆和招财
的象征物。尤其在中国农历的春节期间，人们会聚在一起包
饺子，意味着全家人团结一心、共享天伦之乐。鲜肉饺子的
制作和品尝，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传承着中华美
食文化的一种方式。

第五段：结语（200字）

在我看来，制作和品尝鲜肉饺子是一种享受。它需要耐心和
技巧，不仅要让饺子皮薄、馅料鲜美，还要注重口感和调味
的搭配。当然，在制作和品尝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和团圆的快乐。鲜肉饺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
是传承、体验和分享的载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不
断尝试和探索，打造属于我自己的鲜肉饺子，同时也期待与
更多的人分享这份美味与快乐。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二

今天，我在家里闲着无聊，就想找些事去做，恰巧经过厨房。
看见阿婆正在包饺子呢!我心里就想，既然没事可做，不如就
学学该怎么包饺子。

我马上就来到了厨房哀求阿婆让我学习包饺子，阿婆一开始
有点儿为难，但最后在我苦苦哀求的情况下，她还是答应了!

阿婆先让我剁肉，我剁完了肉，拿着盘子给阿婆看，阿婆看
见我剁的很好，把菜也给我剁，剁完肉和菜，我学着阿婆拿
起一张饺子皮，然后弄了一些馅，没想到饺子馅弄的太多了，



那张饺子皮只好白白“牺牲”啦!

接下来的我吸取刚才的教训，不敢放太多，但饺子馅不是放
太多而是放太少了!包出来的饺子有大有小!在我正想放弃的
时候，阿婆告诉我：只要我肯努力，我就可以成功!

在阿婆的劝阻，我打消了放弃的念头，这次我小心翼翼的，
这饺子馅，我既是不敢放太多不敢放太少，终于一个像样的
饺子，出现在我和阿婆的面前。我依照这个步骤，做了许多
饺子，虽然比阿婆包的饺子，我的还差很多，但是我也很开
心，不一会，我们包完了饺子，就可以下锅了!饺子蒸好了，
吃这自己做的饺子，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准备工作

在平日的生活中，我很少有机会亲手制作食物。而近期，我
有幸体验了一次包饺子的机会。在参与这项活动之前，我对
包饺子只是听说过，并没有亲自动手尝试过。然而，当我参
与其中时，我发现包饺子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
我们需要准备好饺子皮、馅料和面粉。接着，把面粉揉成饺
子皮，特别要注意揉面的时间和手法，以及饺子馅的制作和
调料的搭配。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我们花费一些时间和
精力。

第二段：团队合作

在包饺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取团队合作的方式，因为一
人之力难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协调动作，配合默契，
才能让饺子个个形状端正。在制作饺子皮的时候，有的同学
负责揉面，有的同学负责擀皮。当皮擀开后，大家一起掺馅，
包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齐心



协力完成任务。通过这次团队合作的经验，我深刻明白了团
队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团队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第三段：耐心和细心

包饺子需要我们耐心和细心。在制作饺子皮的过程中，如果
面团没有揉匀，皮就会有厚薄不均的问题。而且，擀皮的过
程中需要坚持不懈，不能急于求成。制作饺子馅时，我们需
要把握好馅料的用量和搭配，用刀剁馅还需要注意平衡和力
度的掌握。在包饺子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一点点地将馅料
包进饺子皮里，并且将包裹好的饺子捏口封合。这个过程需
要耐心和细心，不能马虎大意。通过这次包饺子的体验，我
发现耐心和细心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关键。

第四段：成就感

在包饺子的过程中，当我们将饺子包好、煮熟后，我们可以
看到自己的成果。虽然一开始的饺子形状可能不太完美，但
随着我们不断地练习和尝试，我们的包饺子的手艺也在不断
地提高。当我们吃到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时，内心充满了成就
感。我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亲手制作美食的，而且这个过程
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通过包饺子的经历，我意识到只
要我努力去尝试，就能够收获成就感和快乐。

第五段：传承文化

包饺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国春节期间的一个重
要习俗。通过包饺子的过程，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一传统
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饺子代表着团圆和幸福，家人们围坐在
一起包饺子的场景非常美好。通过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将这
一传统习俗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其中。通过包
饺子，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浓厚文化底蕴，增进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总结：

通过包饺子的体验，我深刻地认识到制作食物的不易，并体
会到了团队合作、耐心和细心的重要性。同时，包饺子的过
程给我带来了成就感和快乐，也让我更加珍视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通过这次体验，我发现包饺子既是一项技术活，也
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式。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
参与进来，继续体验包饺子的乐趣。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四

饺子，晶莹剔透，犹如在一个皎洁的一个弯月上画上了弯弯
曲曲的花纹。它的香味在我口齿留香。正因为这样，我喜欢
家乡的饺子。

要包美味可口的饺子，先要准备猪肉，韭菜，白菜，饺子皮
等材料。包饺子时，先把饺子皮摊平，把饺子馅放进饺子皮
里，再用饺子皮把饺子馅包起来，接着用巧手轻轻一捏，一
个弯月般的饺子完成了。最后，得送饺子们下锅了。圆鼓鼓
的饺子在沸水中活蹦乱跳，好像调皮的孩子，坐耐不了性子。
把锅盖盖上后，锅里发出“砰砰”的响声。这应该是饺子在
欢呼吧雀跃吧。

过了一会儿，饺子熟后，把锅盖掀开，水蒸气会像淘气的孩
子，不守秩序，直往上涌。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后，便准备
开筷了。

饺子芳香扑鼻，油亮晶莹过的饺子皮透出绿绿的菜馅。它们
好像在引诱着我。于是，我禁不住诱惑，不禁夹起一个饺子
送入口中。这时，饺子芳香四流，处处都可以闻到这浓郁的
香味。饺子里的汁在我口中回荡，慢慢地滋润着我的喉咙。
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在品尝着山珍海味。

朋友们，欢迎您来品尝我家乡的饺子。吃完后，你必定会因



我喜爱的饺子的美味，而回味无穷，禁不住弯月般饺子的清
香可口，鲜美浓厚的百般诱惑，而上前品尝几个。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五

韭菜饺子是我们中华美食里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一道菜肴，其
制作繁琐，但味道鲜美。自己动手包一锅韭菜饺子，感受到
满足感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心得体会。下面，从选材，制作
技巧，调味技巧，食用经验以及饺子文化等几个方面谈谈自
己的心得体会。

一、选材：面和馅的匹配很重要，面的选择要根据馅的种类
来挑选，要选择适合材料的面，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馅也
要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比如喜欢咸的可以选择韭菜和肉馅，
爱吃甜的可以选择韭菜和鲜虾馅。

二、制作技巧：制作韭菜饺子要注意，首先是韭菜要处理干
净，洗净晾干后再切碎，肉末可以用榨菜、葱姜末、香菜等
调料拌匀，然后搓成小肉丸，顺时针方向包入韭菜馅；其次
是饺子皮的制作，要保持饺子皮的厚薄一致，而且要注意饺
子皮的扩张率，这样才能保证饺子口感鲜美。

三、调味技巧：韭菜饺子调料的处理也很重要，调料的比例
要协调，酱油、醋、芝麻油、辣椒酱、葱姜等调料要根据自
己口味适量调整。还可以在饺子中加入适量的素菜，比如胡
萝卜、豆腐等，让饺子更加营养健康。

四、食用经验：韭菜饺子煮熟后，不能马上就捞起来吃，要
让其表面干透，稍微蘸一点醋、花生酱、香油、蒜泥等，吃
的时候再蘸上特制酱料，这样口感更加美妙。还可以用麻油
热炒葱花和姜米，浇在饺子上，更加美味。

五、饺子文化：从古至今，饺子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除了传统的在农历除夕夜八宝菜中必不可少的饺子，还有民



间的婚礼、延禧宫娘妃等等都有饺子的身影。饺子有吉利之
意，其形状像元宝，代表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寓意着身体健
康、事业兴旺、家庭团圆。所以，在制作和品尝饺子的时候，
还要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饺子文化。

总之，韭菜饺子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美食的代表，一道经典菜
肴让我们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了
制作饺子的技巧和经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品尝美食的
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记录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样才能更
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美食文化。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六

姥姥开始准备包饺子的佐料等，我也准备好了擀面杖。

姥姥把揉好的面变成一个个小饼，我拿起手中小小的擀面杖
将饼擀成片，平时看是很简单，我做起来却很难。擀的七扭
八歪的，逗得他们捧腹大笑，我很急，心想我一定要擀好，
经过一翻手忙脚乱，终于擀成了好点的片了，手膊累的酸痛。
有的擀的很大，大的给姥爷包，包好像个“胖将军”；有的
擀的很小，小的给姥姥包，包好后像个“瘦老头”。

终于在嘲笑中包完了饺子，看了出锅饺子的形状，自己不禁
笑了。家人吃着饺子说：“禹辰你真棒，这是我们吃的最香
的饺子。”听着大家的表扬，我心里也很自豪。

包饺子让我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与自己小小的责任。我更体
会到了动手实践的能力；体会了父母们做家务的辛苦。因此，
我要养成天天做家务的好习惯（如：洗碗、擦地等），为父
母们多分担！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七

包饺子是中国年节和日常餐桌的传统美食之一。成年以后，



在外生活了很多年，我对这一美食的热爱不减反增，无论是
在家里手工包饺子，还是在外面的饺子店点餐，都能让我感
受到家的温暖和舒适。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我包饺子的
心得体会和感受。

第二段：选材

包饺子的第一步是选择材料。在挑选猪肉、韭菜、豆腐等必
不可少的食材时，我会更加注重质量。我喜欢买新鲜的猪肉
和嫩叶的韭菜，以便在制作饺子时保持食材的新鲜度和风味。
此外，我还会尝试一些新鲜的组合，例如鲜虾水饺、羊肉饺
子、海鲜饺子等，这样可以让包饺子的过程更加有趣和创新。

第三段：制作

正式的制作饺子是一个静心而又有趣的过程。我首先会切碎
食材、加一点调料和鸡蛋、调出肉馅的鲜美口感。其次，我
会将和好的面团揉成饺子皮，如果是手工制作，还要注意揉
好的面团的韧性和饺子皮的厚度。此外，我会尽量让每个饺
子的形状和大小一致，精益求精。

第四段：享用

包饺子的收获是制作和享用的双重满足感。当我享用到一口
口新鲜的肉馅和嫩叶的韭菜馅的时候，心情就变得温暖而愉
悦。另外，吃饺子有一个有趣的传统，在最后一个饺子里面
藏着硬币，幸运者将在来年有好运气。这样的传统让家人和
朋友在吃饺子的时候更加愉快和有趣。

第五段：总结

包饺子是一项传统的中国技艺，也是中国年节或者日常生活
的美食，是我们传递文化的一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包
饺子的制作技艺和口味经过了不断的演变和创新，从肉馅饺



子到各种口味的组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
进行调整和创新。包饺子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美味和营养，
而且也是一种令人愉悦和放松的方式。我相信，包饺子一定
会成为我们永久的传统，也会带给我们永远的美味和快乐。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八

一天午觉醒来，我看见妈妈在包饺子。

我看着摆在桌上的饺子，幻想着餐桌上的香气扑鼻的饺子，
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正在我垂涎三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
“乖乖，想吃饺子吗？自己过来包吧！”我点点头。走过去
学包饺子。只见妈妈先把面皮平放在手上，舀一勺肉馅，不
太多也不少，大概占面皮的八成左右。还沾了一点儿水。均
匀地在涂在面皮边上，然后对折面皮，拇指在上，食指，中
指在面皮下，一折一捏，一折一捏，“缝”紧边口，大功告
成了，一个胀豉豉的饺子就包好了。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先把馅放到饺子皮上，又捏住饺子边，
考试，我捏住饺子的这边，那边的馅冒出来，捏住那边，这
边的陷又冒出来了。后来，我干脆把面皮放进手里，同时两
边一捏，两边都不出陷了，但它的“肚子”却破了，我赶紧
拿来另一张面皮，把它的“肚子”补上，这才算包了一个饺
子。看看妈妈捏的饺子一个个挺着“将军肚”，活像打了胜
仗的大将军，而我的呢，还没上“战场”就已经先趴下了。
大家笑得前俯后仰。我并不灰心，又试了一次。我拿着一张
饺子皮平摊在手上，又麻利地用右手夹了一团肉馅，放在饺
子中央，接着在饺子皮的边缘轻轻抹了一点点水，然后两手
翻飞，最后摊开，一个像小船似的饺子就完工了。我包出的
饺子一个个圆鼓鼓的，活像一排排小元宝。

饺子下锅了，盖莲上的饺子像一群大白鹅扑腾腾地飞入水中。
锅里的水开了后，饺子漂起来了，一个个都鼓满了气，活像
一个个小舢板在沸水中游。



品尝自己包成的饺子时，我觉得格外香，因为享受自己劳动
的果实是最甜美的。

包饺子，一个简单的字眼，却蕴含着无数哲理。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九

新年是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家人团聚，共度新年的
时刻。而捏饺子成为了新年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今年，我
第一次参与了家人的捏饺子活动，深深体会到了其中蕴含的
亲情、团结和传统文化的魅力。下面，我想分享一下我对新
年捏饺子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发现捏饺子是一项需要团结的活动。新年捏饺子是
一家人的合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有的负责剁馅，有
的负责和面，有的负责包饺子。每个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
努力，互相配合，形成了一种默契。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
领悟到家人之间默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经常忽略了家人之间的配合和信任，而在捏饺子的过程
中，我发现只有大家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才能够完成一个
完美的饺子。这使我意识到，在家庭中，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大家团结一心，才能够面对各种挑战。

其次，捏饺子也是一种传承文化的方式。饺子作为中国传统
的美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捏饺子的过程中，我不
仅学会了包饺子的技巧，更深入了解了饺子的来历和寓意。
我了解到，饺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包饺子的形状也有着吉
祥的象征。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
应该保持对传统的尊重和传承。同时，我也发现通过传统的
捏饺子活动，我们可以将这份文化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也
能够体会到饺子背后的文化内涵。

第三，捏饺子也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在捏饺子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和创意来包饺子。有的



人会包出心形的饺子，有的人会包出小猪的形状。每一个饺
子都蕴含着制作者的心意，成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捏饺子
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亲人之间可以通过捏饺子
表达对彼此的关爱和祝福。我发现，在捏饺子的过程中，家
人之间的交流更加融洽，感情也更加深厚。捏饺子不仅是一
种烹饪技巧，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交流的方式。

第四，捏饺子也能够培养耐心和细心。捏饺子需要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包饺子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态度。每一个饺子的地
方都需要认真细致地捏合，否则饺子就会破裂。在刚开始的
时候，我很难坚持下来，往往会急于求成。但随着经验的积
累，我渐渐明白捏饺子需要耐心和专注，不能急躁。通过捏
饺子的过程，我培养了耐心和细心，提高了对细节的把控能
力，这对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新年捏饺子是我理解亲情、传承文化、表达情感
和培养个人品质的一次难忘经历。捏饺子是一个团结、欢乐
的过程，也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感悟。通过这次活动，我对
家人之间的团结和默契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更加珍惜传
统文化和家人的陪伴。我相信，在以后每个新年里，我都会
继续参与捏饺子的活动，用自己的双手去感受传统和传递爱
意。

小学生包饺子的心得体会篇十

“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班的教室里传来了阵阵笑声。你一
定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吧。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班在
为学校要比赛包饺子做准备呢。

你看王圣儒，他手一挨面就粘住了一手，用另一只手去弄，
结果两手都是粘乎乎的面。他手举着，有些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双眼盯着王圣儒。

再看王俊超，两手熟练地包着，饺子小巧玲珑，不一会儿就



包了好几个。像大人包饺子一样。

看到同学们都专心致志地包饺子，我也赶紧拿出面团，把面
团放在手里圈，成圆状，把馅儿捏点儿放在薄面皮上，然后
把皮捏住，一个完整的饺子就包好了。看着自己包的饺子，
心想：要是回家把这些饺子煮熟，一定是美餐一顿。想到这
里我不由地笑了。

我抬起头来环顾圆周，看见同学们都在展示自己的成果，他
们的饺子形态各异，有传统的圆饺子，还有老鼠饺子……看
着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包着饺子，我相信我们元旦一定能吃到
自己包的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