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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运用

知识的能力，通过这次活动开拓孩子们的视野，体会成功的

快乐，同时开拓了孩子的思维空间，让他们对于出现的问题，

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首先观看吃豆芽的好处视频，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其次，运用实物教

学法，使得教学环境真实化，直观化，教师指导学生用自己

准备好的豆子开始操作，教师引导，这些教学设计体现了学

生为主题的教育理念。第三，在延伸环节中，教师问学生想

不想把自己几天后的杰作烹饪成菜肴呢？引出延伸活动—

—炒豆芽，讨论如何把发好的豆芽做成爸爸妈妈爱吃的豆

芽。之后运用视频播放的形式让学生观察厨师炒豆芽的视

频，使学生对炒菜过程有初步了解，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在绿色生活环节中让学生思考和讨论为什么市场上长得很

长的豆芽也没有须根，引出食品卫生的环保生活理念，倡导

学生做环保达人。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让参与的学生能熟练掌握培育绿豆芽的基本要领，及时发

现培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从容应对。 

2.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观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动手操作的实践能

力、团结协作的合作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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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热爱生活、乐于参与、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

观，做一个有负责感的人。 

二、教学要点： 

1.重点：能熟练掌握培育绿豆芽的基本要领。 

2.难点：培育绿豆芽的各个环节的温度控制，后期生发中

淋水注意的问题及淋水的手法。 

3.兴趣点：培育绿豆芽的各个环节的实践操作，拔芽的喜

悦；尝试生发黄豆芽，黑豆芽等。 

4.观察点：培育绿豆芽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生

长不匀，烧芽，烂缸等，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作业要求 

1、基本要求：能熟练掌握培育绿豆芽的基本要领，用矿泉

水瓶子培育绿豆芽。 

2、较高要求：能解决培育绿豆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用大缸培育绿豆芽。 

3、个性探究：尝试生发黄豆芽，黑豆芽等。 

四、教学过程： 

活动准备 

1.生豆芽的工具：捡种盘，水盆，水瓢，暖瓶，温度计，水

桶，笊篱，毛巾，纱布，塑料筐（或者水缸）等 

2.教师为本堂课准备好各个环节所需的绿豆如 

①刚购进的绿豆种子 （在捡种、泡种环节学生操作使用）  

②泡发好的绿豆种子（在捂芽环节学生操作用） 

③捂好芽的绿豆（在入缸环节学生操作用） 



3 

 

④已经培育好的绿豆芽（在拔豆芽环节学生操作节用） 

3.展示两段实验组同学在学习泡种和学习淋水环节的视

频，以备课堂学习该环节时使用。 

4.炒豆芽的视频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 

播放《常吃豆芽居然有这么多好处》视频，让学生了解绿豆

芽的好处，教师适当引领切入活动主题。 

(二)生发绿豆芽的过程 

1．消毒： 

展示视频后教师讲解：在生豆芽之前，要把所有的器具刷洗

干净，用漂白粉水浸湿消毒，充分曝晒，所有器具不能沾染

油腻。 

2．选种和捡种： 

（1.）教师提问：种子萌发的条件是什么？ 

（2.）生豆芽实际上就是种子萌发的过程，你认为我们在生

豆芽的时候要选择什么样的绿豆种子？ 

（3.）展示几张绿豆种子图片， 

（4.）教师总结选种技术： 

①种子应尽量选用当年生的、完全成熟的新鲜绿豆，最好没

有隔年生的陈绿豆。 

②种子要颗粒饱满，发育不良的小绿豆要去掉。 

③种子要色泽鲜艳，不能破损，不能发霉，没有病虫害。 

④购置回来的种子要贮藏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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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小窍门：种子的种脐位置特别的白，就是新鲜的。 

⑥捡种：捡出破损的，发育不良，变色的等不合格的种子种

子。 

3．泡种 

播放一段泡发绿豆芽的视频，看完之后，让学生抢答 

（1.）泡发绿豆的水温是多少？ 

（2.）泡发过程中倒入热水后应注意什么问题？ 

（3.）泡发过程中为什么还要注意进一步捡种？ 

（4.）一般多少时间能泡发好？ 

（5.）思考：为什么要用热水泡种？ 

4．实际操作捡种和泡种：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运用刚刚学到的知识进行仔细的捡种，捡

完之后再进行泡种，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巡回指导。 

5．展示：让学生观察泡发好的种子，加上白板图片展示启

发学生总结出种子是否泡发好的小窍门。 

6．捂芽 

（1.）教师亲自给学生示范，怎样捂芽。 

(2.)提醒学生注意掌控捂芽的温度。  

（豆种发芽时的最低温度为 10℃，最适宜温度为 21～27℃，

最高温度为 28～30℃，不要超过 32℃） 

(3.)告诉学生捂芽过程中要进行两次浴水，在这个过程中要

记录下时间，以便准确掌握每次浴水的时间 

第一次是 4小时前后，用温水泼洒豆子，接着把水沥干；第

二次是 6 小时后，此时种子已萌发，注意掌控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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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展示：展示捂好的芽，让学生观察捂好的芽的长度。 

8．后期生发，淋水养护 

这一部分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多，环节也多，也是培育好绿豆

芽的关键一步，需要师生共同努力，因此我设计了本堂课第

二次课堂操作活动。 

(1.)首先教师重点强调各个环节的操作要领： 

豆芽移入新器皿应注意的问题 

①在缸底钻眼，便于漏水，放入豆芽前先在缸底部扣上一个

“秘密武器”——泥饭漏，便于透气。 

②把已萌发好的豆芽轻轻地倒入缸中 

③按时淋水。 （插播同学学习淋水的视频，其中重点让学

生看老师的淋水手法及淋水时如何监测水温） 

④盖上缸盖，注意遮光保温。  

⑤记录下时间，便于下一次淋水。 

(2.)学生观看视频后学习淋水 

(3.)强调淋水应注意的问题、时间间隔、每次淋水的时间长

短、每天注意观察并做好记录。 

（4.）思考问题：为什么要多次淋水？为什么要遮光保存？

家庭生发绿豆芽可以利用哪些工具？ 

9．拔芽 

教师把已经生发好的豆芽揭开，让学生领略豆芽的“风采”，

并现场让学生学习把豆芽拔出来。 

10．创意生活 

老师展示自己用矿泉水瓶子生发的豆芽，并简单给学生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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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要求学生回家后自己动手，用可乐瓶等相关简易

工具，运用自己学到的培育绿豆芽的常识，自己独立培育一

次绿豆芽，看看谁做的最棒！ 

(三)延伸活动——炒豆芽 

1.提出问题：想不想把自己生的豆芽烹饪成佳肴呢？引出延

申活动——炒豆芽，学生讨论如何把自己发好的豆芽做成爸

爸妈妈爱吃的菜肴。 

2.视频播放：播放厨师炒豆芽的视频，让学生初步了解炒菜

过程。 

3.鼓励学生根据课堂上学的方法回家练习生绿豆芽，并烹饪

成菜肴。 

(四）绿色生活 

(1.)比较我们自己生发的绿豆芽和市场上买的绿豆芽，有什

么不同？ 

（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生讨论，老师讲解关于无根豆芽的相关知识：从市场上买

的豆芽在生长过程中常常添加一种叫无根豆芽素的药，这是

一种生长素，其主要成分是赤霉素，6-苄基腺嘌呤，对人体

有害。 

（3.）视频播放：播放无根豆芽的新闻，让学生对无根豆芽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五)总结升华 

本次活动我们通过图片、实物、视频、讨论、思考等方法，

了解了关于发豆芽的有关知识，你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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