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豆子过桥奥数 豆子发芽心得体会(精
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吃豆子过桥奥数篇一

豆子发芽是人们常见的食物发芽，也是一个简单而有趣的实
践。通过培养豆子，深入了解植物生长的过程，增强了对生
命的感知力，同时也能享受到纯自然食品的营养美味。在这
个过程中，我得到了不少收获和感悟。

第二段：选材的重要性

在选购豆子的时候，我首先注意它的品质和来源地，要选好
的品种和无污染生产的地区。我选择了黑豆和绿豆作为试验
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有助
于提高免疫力、增强肝肾功能和预防疾病。而红豆则具有补
肾益精、排毒养颜等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段：萌发的过程

萌发豆子的过程相对简单，主要是浸泡、过水、发芽、养芽
四个过程。浸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2-3小时即可；过水后要
放置于通风、避光处；发芽需要耐心等待，通常在2-3天后即
可看到芽头；养芽过程需要勤换水，但不要让豆子浸在太多
水中，否则可能会发酵变质。

第四段：发芽的意义

豆子发芽不仅仅是一种对食品的加工和保存，更是对营养的



提升和健康的保障。在豆子发芽的过程中，含有的脂肪和蛋
白质分解成氨基酸和脂肪酸，易于消化吸收；同时，还可以
提高食品的营养价值和抗氧化能力，缓解压力和改善睡眠。
此外，在食用过程中，豆芽还有利尿、清热、解毒等多种功
效。

第五段：总结

豆子发芽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天然放心的食品，更是一种
对健康、环境和情感的关照。在豆子的生长过程中，我们不
仅学会了如何照顾和保护生命，更收获了生命带给我们的种
种美好和感悟。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豆子发芽做起，享受生
命的味道和力量。

吃豆子过桥奥数篇二

今天，老师叫我们写种豆子的观察日记，我听了以后很兴奋，
把豆子放进水瓶里，带回家去。

回到家里，我将黄豆和绿豆放进两个小杯子里，加了一点点
水，等待它们发芽。不一会儿，黄豆的皮起了皱纹，像是要
脱掉被水泡软的外壳。可是并没有脱掉外壳，而是逐渐地鼓
了起来，体积是原来的两倍，整颗黄豆变得非常光滑。

(二)九月八日19：00

此时，一直没有动静的绿豆裂开了，从裂缝处伸出一条弯曲
的小芽，绿豆发芽了!芽苗的顶部是嫩黄色的，它不断地生长
着，想要突出水面，像是一条扭动着身子的蛇。我迫不及待
地把绿豆拿给家人看，妈妈惊喜地说，等到豆苗长大了，可
以做豆芽菜吃。

(三)九月九日20：15



今天我一回家，就跑去观察我的绿豆和黄豆。最大的那颗绿
豆的一头变成了红色，和剩余的淡绿色浑在一起，就像一个
小桃子，其它绿豆也都变成了青绿色。

突然，我发现有一颗黄豆也开始脱皮了!仿佛马上就要伸出芽
头的黄豆静静地躺在水中，一动也不动。

真希望我的黄豆明天就能发芽!

(四)九月十日20：20

今晚，我端详着桌角的黄豆与绿豆。让人兴奋的是，黄豆们
脱去了它臭臭的大衣，准备发芽;绿豆也从夹缝中长出嫩叶，
绿色的茎开始变红。

我给绿豆和黄豆换上水，看着这些微妙的变化，不知道明天
豆子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五)九月十一日20：15

绿豆长出的嫩叶至今已经有一厘米了，形状就像燕子的尾巴
似的，分成了两瓣。底部的茎竟然长出了几根细根!令人沮丧
的是，黄豆到现在还没有发芽，我惋惜地倒掉几颗发出恶臭
的黄豆，把希望都聚集到绿豆上。

吃豆子过桥奥数篇三

剥豆子是一项需要细心耐心的活动，它不仅是一种全民娱乐
的方式，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认真思考。近日，我参与了一次
剥豆子的活动，不仅让我体会到乐趣，还让我对生活有了更
深层次的体会。在这次活动中，我学到了许多剥豆子的技巧，
并从中领悟到了一些人生的道理。

首先，剥豆子需要技巧和耐心。剥豆子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



务，它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技巧和耐心。一开始，我手忙脚乱
地剥了一颗豆子，结果豆子碎了一地。后来我发现，只要将
豆子用力压在桌面上，再用手指顺着豆子的缝隙剥开，就能
轻轻松松地剥开豆子。这个技巧不仅使我快速地剥开了豆子，
也让我意识到在生活中，我们往往需要掌握一些技能，并付
出足够的耐心才能获得成功。

其次，剥豆子需要集中精力。在参与剥豆子的过程中，我发
现只有全神贯注地剥豆子，才能确保剥好豆子的质量。曾经
有一次我心不在焉地剥豆子，结果豆子掉到了地上。这个小
小的失误让我认识到在生活中，无论是做事还是与人相处，
都需要我们集中精力。只有保持专注，才能做出更好的成绩。

此外，剥豆子需要细心观察。在剥豆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每
颗豆子的外壳都有其独特的特征，有些豆子的壳较小而光滑，
有些则较大并且有纹路。我开始留意这些不同的特征，并试
图通过观察外壳的形状来预测豆子内部的形状。通过这样的
细心观察，我剥开豆子的效率显著提高了。这让我意识到在
生活中，我们同样需要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事物和人们。只有
通过观察，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应对变化。

最后，剥豆子需要耐心和毅力。我在参与这次活动时，遇到
了许多难以剥开的豆子。有些豆子的壳太厚，有些则不容易
剥开。但是，我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不懈地努力，直到最后
成功。这种耐心和毅力让我意识到，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
面临挑战和困难。只有保持耐心和毅力，才能战胜困难，达
到自己的目标。

通过这次剥豆子的活动，我不仅获得了乐趣，也对生活有了
更深层次的体会。剥豆子不仅需要技巧和耐心，还需要我们
集中精力、细心观察以及耐心和毅力。这些经验和体会都可
以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挑战和困难，追
求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从现在开始，我将把剥豆子的体验融
入日常生活中，相信它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启发和帮助。



吃豆子过桥奥数篇四

作为一种常见的食物和饮品之一，豆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
法缺少的一部分。然而，你是否知道豆子也可以作为一种非
常有益的发芽食品呢？豆子发芽可以增加豆子的营养价值和
口感，也具有很多其他的益处。在我最近的一次豆子发芽实
验中，我深刻地体验到了豆子发芽的好处和重要性。下面我
将分享我对豆子发芽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尝试过程

为了体验豆子发芽的过程，我在家里进行了一次实验。我首
先挑选了一些黄豆，然后将它们放在一个杯子里，加入适量
的水，浸泡一夜，以便豆子吸收水分。第二天，我将浸泡后
的豆子清洗干净，并放在一个盘子里，盖上一层湿纸巾。我
每天都会不断地加湿纸巾，以确保豆子的湿度和温度适宜。
几天之后，豆子的发芽进程就开始了。在整个过程中，我发
现豆子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可以出现不同的现象和变化，这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段：豆子发芽的好处

豆子发芽不仅可以增加豆子的营养价值和口感，还可以提高
人体对豆子中营养成分的吸收率，这包括蛋白质、脂肪、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豆子发芽还可以使豆子的口感
更加嫩滑、香甜，而且不会有豆子本身的苦味。此外，豆子
发芽还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对于保持身
体健康有很多益处。

第四段：心得体会

在进行豆子发芽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耐心、细心和
耐心的重要性。豆子的发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需要不
断地观察和调整水分和温度。此外，豆子的发芽还需要一定



的耐心和毅力，因为有时可能会出现失败的情况。然而，这
也让我体会到了豆子发芽过程中的乐趣和魅力，让我更加热
爱和珍惜这个过程。

第五段：结论

总之，豆子发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食品，对于身体健康和美
食家的口感体验都有很多好处。在进行这个过程的时候，我
们不仅可以增加豆子的营养价值和口感，还可以锻炼我们的
耐心和毅力，享受过程中的乐趣和魅力。最后，我鼓励大家
也试试豆子发芽，体会一下其中的乐趣和魅力！

吃豆子过桥奥数篇五

还是好些年没有这么早奔忙于凌晨的蔬菜批发市场了，三口
袋青豆是我今早要去完成的交易。

踩着那辆熟悉又老旧的三轮车，吱嘎吱嘎的在灯火辉煌的马
路上享受着初夏夜风的清凉。心情还算不错，这三袋子豆子
也还不算太重，只是听说市场换了地方，原因是承包市场的
人乱收费，菜价好的时候一车菜要强行收取十几元甚至几十
元的费用。记得曾经都只收卖菜的费，现在连买菜的都不放
过，进入市场的商贩都得“随行就市”按比例或者承包人的
心情缴纳“规费”。还好，今天要去的市场目前是不收费的，
可以免遭“鸡脚杆上刮油”的痛楚。不然我这三袋豆子少说
也得相当于白送人七八斤了。这不由让我想起《卖炭翁》，
伐薪烧炭了......

新市场还算不难找，灯火通明的简陋场地还没有来得及打成
水泥地面已经被来往交易于此的商贩们踏得严实又平整。找
个靠近大门的地方把车顿下，拿下一口袋豆子打开置于车前，
顺手将面上几个略黄和较瘪的豆子选掉，便开始等待今天的
交易。



一般节假日期间的菜是不太好销的。因为学校和单位会放假，
城里的人会外出，买菜的人就会相对少些，所以菜贩们也不
会大量的采购，价格也收影响。此时市场内聚集的多半是卖
菜的，各自守着自己的摊位，或者相互交头接耳谈吐些无关
痛痒的事情，或者张望着预约的买主。一些精神抖擞，估计
是这几天其菜价不错，一些哈欠连天也许是连续劳累加之其
菜价乏力吧。菜农其实是最辛苦的，白天要忙于耕作和收集
整理蔬菜，凌晨又要奔走于各批发点，遇到疲软滞销的行情
就会熬到天亮，甚至还得带回去。这种事情曾经也遇到过，
一次卖韭菜的时候。

趁着买菜的还少，还得去整个市场逛上一圈。主要是看看卖
同类蔬菜的人有多少，这对讨价还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
是母亲交给我的经验。再则就是打听一下这两天的豆子行情，
毕竟很久没有卖菜了，算是与市场脱节了。

夏季是蔬菜最丰富的季节。即便如此，菜农们还是想尽各种
办法让自己的菜要更具“卖相”。精心设计的捆扎办法，方
便实用的筐箩器具，力所能及的要使自己的菜与众不同，以
博得买主的'认可。清秀可人的空心菜，色泽红润的西红柿，
紫气袭人的茄子，宁人生爱的大甜椒......一筐水灵灵的寒
菜被买主每一把都狠狠的甩过了水，还是显得那么爽朗；那
几筐绿油油的又叠放的整整齐齐的玩意儿闹半天是红苕叶子，
农村人一般是不用来做菜的，这几年却在市场上相当走
俏.......

逛回自己的位置，市场上打电筒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电筒是
他们的法宝，利用它可以竭力找出你蔬菜上的种种瑕疵，以
便削你的价格，霎时间市场里沸腾了。掐，捏，揉，看，
甩......菜贩们各使其招。

一胖胖的中年妇女走到面前，看了眼豆子往里走了；瘦小的
男子拿着电筒照着，在里面翻刨着：“瘪的多哦！，咋
卖？”不想和这样的人嗦：“两元，不少！”他看着我说昨



天才买的一块六一斤。我说我昨天卖的二块二，见我这么顶，
瘦男子扭头走了。后来几个也不过如此，说长道短，总是不
愿意出手。买卖之间就在两三毛之间徘徊。母亲曾经说，缺
菜的时候，菜贩们会把你当亲戚一样，很少还价甚至出门相
迎或者提前预约，菜不好走的时候踏你的价钱不说还让你觉
得欠他人情似的给你更廉价的买入。也许这就是买与卖之间
的矛盾统一吧。公平合理只在心间，永远缺乏量化的标准。

用于照明的灯光烤在身上也是烦热的，引来不少飞蛾与蝇虫，
偶尔还有几只会落在身上及不舒服。

一五十多岁的发福男子走到面前，用手抓了一把豆子看了看
遍开始问价。回答还是两元。“三口袋全要，一块七！“男
子的答复犹如他花白的平头一样利落干脆。

”一块八，全部给你！“稍作犹豫我如此回答。

”老幺，把秤给我搬过来!"男子吆喝着对面卖四季豆的人也
不多说话了。

”两元！“我抢在男子之前回答。

蝇虫飞鹅依旧缠绕着灯光，跨出市场的晚风更加清爽，嘎吱
嘎吱的声音又开始在凌晨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