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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面包》

内容概要

这一次，林明子带领大家，一起了解面包是怎么做成的：材料需要什么，揉面团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发酵要等待多少时间，怎样做出可爱形状的面包，需要哪些创意⋯⋯
看故事里三位小朋友，是如何卖力地又搓、又捏，最后香喷喷的面包，终于出炉啦！
读完故事，知道面包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也许也会忍不住想自己试试看喔！
那一定有趣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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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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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狸猫的自动售货机》
《第一次做面包》
《一个苹果》
《独角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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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面包》

精彩短评

1、做面包的步骤好详细地呈现出来，最后还有彩蛋，做成各种各样形状的面包也可以一个一个指给
娃认识。
2、儿子刚好喜欢帮厨，这个很喜欢。
3、童年时期的动手能力，最能培养孩子的好品质、好习惯
4、2015-7-25下午07:12:35�第一次做面包

5、看了《第一次做面包》，再一次被林明子的画风及绘画功底所折服。书拿到手，孩子一下子就喜
欢上了那个梳着两条长长的细辫子的小女孩。一页又一页翻过，我和孩子一起学习了怎么样做面包，
看着的时候口水都要留出来了，好似已经闻到了面包的香味。当然最后那句“我们吃下去的不仅是面
包，还有麦田的风，和云雀的歌声。”更是让我们懂得要对大自然感恩。
6、可爱的画风，有条不紊的叙述，能让小朋友感同身受。
7、作者的画的底色清一色的面包色，几个小鬼抱着面粉盆鼓捣着，面包香和做面包的快乐扑面而来
，很有幸福感的绘本。 
　　看着看着，禁不住自己也动手做个面包~ 
8、2
9、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两岁，正是读绘本的年纪
10、亲近生活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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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了《第一次做面包》后，孩子一个劲的念叨：我们也来做面包吧。书上三个孩子的兴高采烈的
精神头儿，深深地感染了她。光从封面上姐姐飞舞的长辫子、哥哥神气的小眼神儿和弟弟踮起脚尖刷
蛋液的动作就能感受到这是一次美妙的劳动过程，更是一次愉快的分工合作。姐弟三人被面包房里的
香味吸引，哥哥拽着姐姐的背带裙示意回家做面包吧。于是，开始准备原料，姐姐端最重的面粉，哥
哥拿稍微多些的水，弟弟拿分量最轻的砂糖和盐。然后，三人又分别拿了黄油、鸡蛋和酵母。酵母出
场之后，请注意左上角的时间，计时开始。三个小朋友很会统筹时间哦，他们趁酵母发酵，两个大的
来筛面粉，弟弟磕鸡蛋。二十分钟以后，开始和面了。好奇的弟弟忍不住抓了两把面，哥哥赶紧阻止
，还帮姐姐按住“咣当咣当”乱转的盆。摔面团时个个都不偷懒，然后开始第一次发酵。在休息的时
候姐姐织围巾，哥哥把弟弟逗哭了。这时姐姐发现面团长胖好多呀，而喵星人很淡定的在一旁睡觉。
林明子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猫的身影。原来还需要给面团排气呀，第一次听说。第二次发酵后开始做
面包了，大家发挥了各自的想象力，做出来各种各样的面包。第三次发酵后轻轻地刷上蛋液，就可以
放进预热好的烤箱里烤了。15分钟后就烤好了，即使是在拿出面包的时候，三个人也是有条不紊的。
最后开始品尝，那味道肯定特别香，因为很快就要吃光了。孤单的猫咪趴在窗口看着，嘴里一定在流
口水吧。书上详细的介绍了做面包的原料、方法和时间，介绍小麦的那段话特别有诗意，我也希望自
己的孩子嗖嗖窜着个儿，茁壮成长。她觉得面包猫烤成外星猫那段特别有趣，对姐姐甩来甩去的长辫
子很是羡慕。她对这种愉快的分工合作过程非常向往，看一遍，对我要求一遍我们也来做面包吧。看
来，我要去买一个烤箱了，尽管闲置的可能性非常大。感谢双螺旋童书馆和嘟豆小书屋提供的这次试
阅读机会。
2、7月3日早晨从邻居手里拿到了代收的书，裁开包装，封面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复古啊，很像我儿时
看的那种小人书，扑面而来亲切的感觉，就像认识多年的朋友，不似现在其他图书亮丽的封面。翻开
书页，被那种灵动的画风吸引了，绘本里的每一个小孩子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开心快活又活力无限。
书中每个小朋友都有参与到做面包的每一个步骤，那身上脸上的面粉，映衬着每张小脸都那么的生动
可爱，在等待面团发酵的过程中，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事情做可做，玩耍打闹，童年就该是如此的无拘
无束，而不是无聊的等待。仔细看，看一个步骤间隙，绘本的每一幅图画上的时钟都显示着不同的时
间，每个步骤所需的时间都能一目了然。在发现面团发酵起来时，小朋友惊喜的表情，那小心翼翼戳
面团的画面画的很是传神。在我第一次读完这本书后，便和女儿说，妈妈终于知道妈妈做的面包为什
么不那么好吃了，首先，放酵母的方法错了，其次，妈妈揉面的时间不够长，没达到面包所需要的那
种程度。这本书也是一本不错的面包制做书。在听我说完后，女儿接过书自己看去了，这本书我都没
给她读，她一个人便看完了，这是我所没想到了，里面的字她具然都认识了，只有极个别的字问了我
一下，这也是小孩子多读书的好处，在不知不觉中，她便记下了好多的字。而且她还讲给比她更小的
妹妹听，在小妹妹眼里，面包的形状更为吸引她，找到了她爱的猫咪、大象。而姐姐则对云朵面包情
有独钟，在她心里云朵面包是可以吃出云彩的味道的，而且吃完后是可以像云朵一样在天空是飞腾的
。女儿在读完书以后，想的就是，她要以这本书为食谱，她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做面包。去厨房找材料
的女儿发现我们家没有烤箱，垂头丧气的回到屋里，质问我为什么不买烤箱，她是知道家里有面包机
，可她就是觉得应该和书上一样才对。在我告诉她面包机也一样可以做出香喷喷的面包后，那种心情
才也一点了。通过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没有什么事是小朋友不可以做到的，相信他们，支持他们，
衣服脏了洗洗就好，家里乱了收拾就好，别去禁锢小朋友爱自由爱探险爱动手的心，在他们眼里，做
没做过的事就是探险就是试验，在自己做到时，那种成功的心情，会比我们高兴百倍。
3、----读《第一次做面包》    文/纪汐《第一次做面包》一入手，3分钟就翻完了，与我期待的略有出
入，我以为应该是有40-50页，结果只是28页就搞定，封面的3个小孩，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以橘黄
色为底色，切合面包的颜色，很适合和4-8岁的小孩一起看，一起动手做面包。因为这就是本讲述如何
做面包的指南。《妈妈，请在童年这样爱我》里，枭 帆也曾带这小孩一起包过水饺，捣鼓过彩色茶叶
蛋，在书里还放置了他们当时制作过程中的照片，当时就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和我的小孩也一起弄
看看，在看《第一次做面包》的时候，这种想法更强烈了。虽然现在很多时候吃面包都是直接去面包
店里购买，超市有时候也会有，所以吃过的面包不计其数，有便宜的，超市的新鲜出炉，但是打折的
普通面包，譬如豆沙包，咸方包，也有专门面包店的，譬如厦门比较出名的向阳坊的北海道，牛角包
，牛油排包等，之前在广州最喜欢吃的应该就是美心家的甜甜圈，虽然一个要3.5，小小的一个，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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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觉上面的那些糖粉，无论是添，或者是吸，怎么吃都不腻，咬下去那夹杂这麦香的，烤得金黄金黄
的外皮，现在在写的这一刻，嘴巴都是在咽口水，脑海中一直在回味。那之后也曾尝试买其他家的甜
甜圈，哪怕回来厦门，到安德鲁森里去吃，始终找不到记忆中的味道了。其他还有那些肉松咸包，葡
萄干包，亦或者奶油包，我想我还是喜欢简单的牛油排包，所以回来厦门买更多的是，向阳坊的牛油
排包，咸香的面包入口即化，吃的不是早餐，吃的是满嘴的幸福感。美好的食物总是能让人，吃出欢
乐。《第一次做面包》勾起了我的吃面包史，蓦然发觉，我还是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吃货，对吃的，嘴
巴也都有点刁了，不知道是好事呢，还是好事呢？也许等我们家的孩子出来后，到时候真的可以参照
这本书，娘俩一起动手做做面包，尝尝自己做的面包又会是怎么样的味道呢？我已经在脑补这个画面
了。。。嘿嘿。　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或273104504@qq.com。 
4、文/宇过天晴看过好多绘本以后，再看《第一次做面包》，这本更亲切也更贴近生活。绘本采用面
包的黄色作为主色调，讲述了姐弟三人做面包的过程。姐弟三人进入面包房以后，有了自己做面包的
冲动，他们自己配料、和面、烘烤、最后享受自己的成果，整个过程充满童趣和乐趣。特别是书的最
后一页，姐弟三人坐在桌前，只剩一个面包，两个弟弟争着要吃，小猫趴在窗外，好像也想参与进来
，这个画面带着孩童的天真童趣，就好像看到自己身边的孩子一样。对于孩子来说，看绘本学会的首
先是做面包的配料和程序。做面包需要用到面粉、盐和砂糖，看似简单的东西，做起来需要极大的耐
心。做面包需要用到酵母，这是面包之所以会膨胀的原因，其实是筛面粉，还要会磕鸡蛋，对于小孩
子来说，揉面团是一个气力活，需要反复的摔和揉，最后将面团做成自己喜欢的图案放入烤箱里烘烤
，等待面包出炉。每次看绘本都会惊叹，这么几页书里总是会包含很多道理，也正如我们平日所做的
简单琐碎的事情一样，这简简单单的事情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东西。在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中，需要
父母和孩子共同完成一些事情，同样，让孩子们单独做一项工作，比如做面包，也可以锻炼他们的能
力。这样的一天，三个孩子在家做面包，可以让他们学到哪些呢？锻炼他们的合作能力自不必说了，
姐姐要照顾弟弟，如何分工，怎样配合，这些在做面包的过程中自然就解决了。还有一点也是至关重
要的，就是时间的分配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人来说，做面包需要的时间就很长，对于孩子来
说，这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姐弟三人从上午十点十分开始，一直到下午两点五十五才吃上面包。做
面包有很多工序，做面包的过程也是时间管理的过程，教会孩子合理利用时间对他们将来的人生会有
很大帮助。比如在酵母发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筛面粉，等酵母发酵完的时候就可以和面团了。面团
和好以后也需要很长时间的发酵，这个过程中可以写作业，做家务，当我看到两个弟弟拿着本子追赶
，姐姐则一手拿着正在织的毛衣，一手指着面盆，惊叹面团变大的时候，这个画面好有家庭温暖，仿
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一次做面包的体验，教会了孩子时间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教会他们任何事情
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很多孩子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情总是虎
头蛇尾，可能很多孩子在做面包的过程中早就想放弃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只想吃到面包，却不愿意耐
心体验做面包的过程。明智的父母懂得有意识地让孩子善始善终地完成一件事情，可以锻炼他们的耐
心和承受能力。绘本中三个孩子冒出做面包的想法无非也是由于去过面包房之后才产生的，面包呈现
在面包房中是那样诱人，看着面包师傅熟练的手法也自认为自己可以做好，绘本呈现的是简单的过程
，这其中的真正感受，需要父母和孩子一起实践才能体会。对于小小年纪的他们来说，做面包是一个
充满挑战的过程，酵母如何发酵、磕鸡蛋的时候会洒到外面吗，面粉要筛到很细、面团也要反复揉，
甚至做出自己喜欢的面包样子也需要费尽心思，面包烤制更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每个环节中一个小小
的挫折都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不过人生的很多道理都是想通的，小至做面包，大至工作、组建家庭
乃至人生的规划，这些事情的成功都需要克服很多或大或小的问题，成功来的容易也不容易，关键看
自己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看着他们做面包的过程也是体验人生雏形的过程。让他们及早地认识到等待
是一个必经之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品尝到自己亲手做的面包时，感受到劳动成果的喜悦，更要感
恩父母的劳作和大自然的恩赐。绘本最后提到我们吃下去的不仅是面包，还有麦田的风，和云雀的歌
声。在享受劳动成果的时候，不要忘了背后劳动的人和我们肩负的责任。很多东西都是在经过之后，
猛回首才豁然开朗，小时候读图画书和父亲买的诗词绘本，有时候会为书里的故事哈哈一笑，有时候
费尽心思也不明白书里的意境，小时候喜爱一本书更多的是书本身，以为丢了就再也买不到，现在喜
爱一本书更多的是书中的道理，哪怕送给别人也好，这本书早已是我的了。就比如这本《第一次做面
包》，黄色书面上姐弟三人做面包的场景是如此的可爱逗人，姐姐的两个长辫子总是飞舞在空中，小
弟弟胖嘟嘟的小脸是那么可爱，总想成为画中人捏一捏，尽管我对这本书很是爱不释手，可是我知道
绘本传达的道理才是我应该牢记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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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前看童书，觉得只需要把故事讲给小朋友听就可以了。但是，看这本《第一次做面包》却让我
对童书又了另外的见解，原来讲故事只是一种表像，最重要的是让小朋友更热爱生活，发现世界的美
，更好地了解世界。《第一次做面包》是一本看起来很温馨的书，说实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依
旧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读完，可是当我读着读着，发现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家长给孩子讲故事
，而在于让小朋友自己尝试动起手来。许多小朋友都是小吃货，对于面包都无法抗拒，起初看这本书
可能是冲着暖色的基调，可爱的画风，精美的面包，不过，看着看着却也会让人有种想尝试着做面包
的欲望，特别是小朋友，会把动手起来做面包这件事当作是很有意思的活动。这本书主要是讲三个小
朋友一起做面包的故事，有诱导性地从面包店看到各式各样的面包，诱人的香味引诱三个小朋友的食
欲，萌生自己动手做面包的想法。这个开头我就很喜欢，因为小朋友是充满好奇心的，对任何事情都
有探索的精神，作者就从这点出发，从小朋友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绘画出这样一个故事。那么，
如何做面包呢？这本书还是一本充满知识点的绘本，介绍了面包的构成，还介绍了重要的原料——酵
母！酵母这个知识点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不过通过绘本的方式更容易为小朋友所接受
，特别是看到书上的小朋友做的津津有味，杯子里冒出气泡的时候，一方面觉得神奇，另一方面又跃
跃欲试。揉面粉的环节，绘画得更是有声有色，小朋友像是在玩玩具一般，捏大，揉小，“砰！砰！
砰！”做面包的过程说是简单，可也有好多道工序，还需要耐心等待烤好的过程，书中的内容在此不
再一一赘述，毕竟每一道工序都很有意思，需要翻开书本自己体会。不过，这本书倒是开启了小朋友
和家长一起做面包的纽带，又可以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又可以增加亲子共同时光，培养彼此感情。
6、《第一次做面包》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绘本读物，纸张厚实，图文并茂。日本作家神泽
利子，写过各种题材的儿童文学，并获得多项关于儿童的文学奖项；作品有《妈妈，生日快乐！》《
炒菜锅爷爷》等。绘者日本画家林明子，也获得过众多儿童相关奖项，作品能轻易抓住儿童的心理和
视觉表达；作品有《第一次上街买东西》《我爱洗澡》等。这本书也是一本教做面包的书，而且过程
简单，大人也可以尝试，像我这种没有尝试过做面包的人觉得也蛮新奇的。小孩子学习做面包，可以
一边看书，一边实践，予学与乐的一个快乐的过程。绘本以橙色为基调，暖暖的，很适合小孩子；绘
本人物表情丰富，场景非常生活气息，家里有只猫，小孩们玩着毛线，一个家的温暖。故事是由3个
小孩看到面包店里好多形状各异，香喷喷的面包，看到面包师傅在做面包，于是他们也决定要自己做
面包。3个小孩忙碌着准备准备好各种材料：面粉、盐、砂糖，牛奶或水。还可以加点鸡蛋和黄油。
最重要的当然是酵母，可以使面包发胀。将砂糖化开加入酵母，酵母吸收养分就会释放出气体，这就
是酵母很神奇的地方。孩子们可能会问酵母是什么？爸妈们就得做好回答的准备了。接着就是筛面粉
和打鸡蛋，小孩子第一次尝试肯定都会冒出各种问题，什么都觉得好神奇，可以让孩子多试试，多提
问，增长知识和培养耐心。图片上也相应地画出了过程。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揉成面团，使劲揉。
文字描述很有意思‘’面盆咣当咣当地响，就像暴风雨中的小船’，一段很形象的比喻。图片上也
是3个小孩在可着劲儿，脸涨红地揉啊揉啊。然后再摔呀摔呀！搁在一旁等涨大，让面包醒一会儿。
最后就可以做成各种形状，在外面涂上蛋液，这步应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步骤 。等一会儿放入烤箱，
香味就会出来了。热乎乎的面包让人口水直流。配合着3个孩子正在香香地吃着面包，相信孩子们就
等着烤箱快点烤好，尝尝自己亲手做的面包。经过做面包的过程，孩子们可以知道一样东西做出来都
是经过一定的步骤的，如果一步没有用心做好，可能都会造成最后的成果不尽人如意；还有大家的团
结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书里还有很细心地画着一个时钟，显示某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最后那段文字
很好，面包由小麦粉做成的，小麦在微风中摇摆，听着云雀歌声看着白云太阳，嗖嗖长大。我们吃下
去的不仅是面包，还有麦田的风和云雀的歌声。面包混合着大自然的气息，所以孩子们也会茁壮成长
；孩子们应该多亲近亲近自然。 同时教育孩子们汗滴禾下土，所有的粮食都是来之不易的。一本图文
并茂的做面包的绘本书，相信孩子们都很喜欢！自己亲手做的总归是最棒最好吃的。其实看完这本，
我自己也很想试试做做，等着我自己的作品。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
或2216118139@qq.com。
7、被喻为日本最打动人心的经典绘本之一的《第一次做面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厚重，通篇字数
不多，画风活泼，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绘本故事里一共有三
位小朋友，通过他们的努力，最后做出来面包。与孩子一起阅读的好处，就是让孩子了解到，一个普
通面包的制作，需要哪些材料，有哪些事情需要注意，都需要哪些步骤，商店里那些可爱形状的面包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绘者林明子，毕业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美术科，属于古典传统画家，她画的人
物和故事，都让人有种代入感，就像是回到了童年一样。对于某些人来说，做面包，是枯燥无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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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面包》

而在作者神泽利子的笔下，却让这个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林明子能捕捉到孩子传神的细节，准确地把
握孩子的情绪感受。如在书中讲到做面包需要的材料时，讲到要用水，图中的小男孩子拿着杯子，可
能是奔跑的速度过快，杯中的液体要流出来了，男孩子张大了嘴巴，非常形神生动。孩子看到这里，
就大叫：哇，要洒出来了，要当心。如当小朋友从烤箱拿出烤好的面包，那面包的形状，让小男孩笑
得捂起嘴巴，而最小的男孩则露出吃惊的表情，孩子看到这里，则说，应该是超开心，马上就可以吃
掉香香面包啦。最后吃到热乎乎的面包，小朋友们的眼睛都在带笑的，小女孩子的辫子都夸张的摆出
开心的造型。孩子开心地说，我做出面包时，辫子会不会也成这样，哈哈。对孩子来说，看起来做个
面包是很简单的事情，至于是不是这样，得让孩子去尝试做一下才知道。任何事情，都要放手去让孩
子尝试做，不尝试，怎么能知道是否成功。或许他们会搞得一团糟，至少他们了解过程，了解大人的
辛苦。只有让孩子去体会，才能让他们了解。三个小朋友做面包，是分工来操作，如前期准备材料的
时候，小女孩最大，她拿着是面粉，最小的男孩拿最轻，最小的东西，但是最小的男孩子也是尽力去
拿，在拿砂糖的时候，他另一只手也拿了另一样东西。当他拿鸡蛋的时候，就因为很重，双手托着，
很小心的。作者也是借此来告诉我们，要团结协作，大朋友要照顾小朋友。三个小朋友来做，本身激
发孩子的动手积极性，因为孩子会感觉到，自己也可以做成的。另一方面，孩子也会体会粮食的来之
不易。既可以当作绘本，亲子阅读，也可以当成指导手册，与孩子一起动手做面包，既亲子互动，又
锻炼了孩子的动手操作能力，乐趣非常多滴。
8、让面包和美好在一起——读林明子《第一次做面包》文∕苇眉儿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到一句话：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从来没有品尝过面包的滋味，那一定是妙不可言吧。默默咽下一口口
水，拼命在脑海中启动搜索模式，臆想所有最美味的美食，只可惜一个整天吃玉米面煎饼、地瓜面窝
头、小葱蘸大酱的乡下孩子无从想象出面包的香喷喷、甜蜜蜜滋味儿。长大后，才知道这句“面包会
有的”话出自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原话是这样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的
都会好起来的⋯⋯”这其实是当时电影中列宁的卫士瓦西里，去往乡下征粮前安慰饿得奄奄一息的妻
子所说的话。家中一贫如洗，只剩下一块面包了。妻子悄悄把面包放进瓦西里的口袋里，瓦西里和妻
子分别时又偷偷地把面包放到桌子上⋯⋯看到这个镜头，全世界只剩下泪水、感动和温暖，还有爱。
当我看到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林明子的《第一次做面包》绘本时，也默默咽下一口喉头涌上来的口
水，儿时那种美不可言的对面包臆想的美味扑面而来，将我周匝都弥撒刚出炉面包的喷香滋味。熟悉
和感动濡湿了我的眼睛，让我像个孩子一样全身心沉浸到阅读的曼妙滋味中。全书采用温暖的黄色调
调，犹如一炉刚刚端出的面包，等待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品尝和咀嚼。封面上左边的小男生正在揉搓
面团，右边的小男生正在往发好的面团上刷黄油，而中间扎着两根长长小辫子的小女生一下子就让我
忍俊不禁，我禁不住跟她打声招呼：嗨，你好！生动有趣的人物造型，逼真形象的过程展示，以及翔
实周密的步骤解读，让只吃过面包从未做过面包的读者也条理清晰地掌握了做面包的流程和方法：做
面包需要哪些材料；怎样揉搓面团；怎么才能知道面团已经发酵好了呢；做面包需要什么样的创意和
点子呢⋯⋯这些叨扰不会做面包人的难题，一个一个迎刃而解。更有意思的是，能够和故事中三个可
爱又调皮的小朋友一起揉揉搓搓、捏捏拍拍、涂涂抹抹、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之后，鲜美香甜的面包
就童话般莅临和驾到，等香气充溢整个房间的时候，幸福感当然会不由分说地强烈爆棚。我禁不住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了。你呢？有爱，有趣，还能亲自动手操作，《第一次做面包》让孩子的小脑瓜迸发
出一个又一个创意的火花，让孩子的小小手快乐揉搓、拍打和跳舞，品尝劳动的成果更是一件妙不可
言、美不胜收的事情。哈，我已经看到面袋子中的面粉在飞来飞去迫不及待了，孩子的小巧手也整装
待发要跳一场世界上最好看的舞蹈了。让面包和美好在一起吧，Let's do it！
9、我是上上周，实现的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做面包。我的面包老师就是：林明子的《第一次做面包》
《跟着君之学烘焙》。我的硬件设施就是海氏烤箱和一大堆淘的原材料。我要做的就是中间夹了个香
肠那种长得像毛毛虫的热狗面包。准备当平常的早餐。方便。我17：30，动工，称量面粉、糖、盐、
酵母、黄油。21:30吃到面包。时间大都花在发酵上。发了3次。第一次，按照君之的说法，30摄氏度
的话，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啦。于是，我出去买了菜。回来，18:30.我看了下，摁了下，觉得没有非常
好的实现：摁下去，不会再弹上来，就表明发酵好了。我摁下去，那个变化很微小，我有点看花眼，
感觉它似乎又弹起来了些。于是，又等待。大致18:40或者18:50吧，我忘了，我摁了下，觉得好些。就
开始排气。可是，我不会排气。我把整个面团的边边角角都摁扁了，结果继续醒一会儿时，我的面团
长不大。于是，这一次的发酵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了。完全凭感觉了。反正没有完全膨胀起来。这第二
次时间，大致是5-10分钟吧。因为我是按照本上来的。确切的数据，我忘了。反正很短，反正我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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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因为排气失误，没有完全膨胀。然后，揉面，造型。我做的是这一步，我没有太花时间。因为，我
只做了4个造型。20分钟是可以完事的。不过，这个具体要看个人、看面团数量啦。这一步，国内一般
是不注意时间的。《第一次做面包》钟表上的数据是可以的。然后，第三次发酵。我是放在烤箱里，
底下坐个热水，增加湿度，整整发了1个小时。这个期间，我在吃晚饭，看电视，收拾房间。1个小时
后，面团确实长大了。我刷了蛋液。蛋液用量很小。我1个鸡蛋也没有用完。接下来，烘烤。因为我
之前排气那步有误，面团不是很膨胀，所以，面包长得不是很好。15分钟后，叮，关火了。我觉得面
包色有点淡，我又刷了一次蛋液（谁让蛋液还有剩的呢，好好利用呗），又在烤箱里叮了5分钟。（
这再叮5分钟，也是我对我预热是不是没有预热好的怀疑，所以加了这一步）除了感觉不是很甜，不
是非常膨胀，稍有点酸（这个感觉也很微妙，似有非有的，我也说不清），第一次做面包还算成功吧
。《第一次做面包》书上的时间是靠谱的。不过，我的酵母没有咕嘟咕嘟冒泡泡，我用的是安琪，你
的冒泡了吗？难道日本的酵母和国内不一样？还有，怎么排气呢？只摁面团中间那个坑？不要过火？
绘本如果是连续的动图，就更好啦。还有烤箱预热时，就干巴巴地预热，里面什么都不放？还是要烘
烤的东西在里面坐着也没有关系？这就是我第一次做面包发现的问题。我相信我的面包烘焙之旅会越
来越好的。《第一次做面包》毕竟是绘本，以图画的形式展现做面包过程，让孩子、大人因为图而联
想到的面包实物并因此感兴趣。但是，对《第一次做面包》的利用到底有多深入，孩子也好，大人也
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就要因人而异了。我喜欢书带来些有记忆的思考、成长、陪伴。——枕梦阁 
2015.7.21
10、有不少读者注意到画上的时钟，绘本毕竟不是菜谱，文字没有说明每一道工序所需时间，但时钟
会说话。那么问题来了，时钟标示的时间究竟对不对呢？时钟一共出现十次：10:10 杯中放入酵母10:30
酵母发酵完毕，将鸡蛋、砂糖、盐和水混合均匀，然后和酵母一起倒入面粉，揉成面团，再加入黄油
，继续活面。11:00 把面团放进盆里， 搁在温暖的地方发酵。12:30 给面团排气。12:35 排完气，把面团
滚圆，继续醒一会。13:15 待面团胀大，分成小块，开始做各种形状的面包。13:35 凹好造型，再把面
包放置醒一会。14:35 面包再次胀大，刷上蛋液。14:40 把面团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4:55 大功告成。总
共约耗时四小时四十五分。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要把握，即面团一次发酵用时一个半小时，中间
发酵用时约四十分钟（包括再次揉面），二次发酵用时约一个小时（包括刷蛋液）。参照烘焙达人君
之的帖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089ff010091bv.html，三步分别建议用时为：“一个小时左右”
、“一般为15分钟”和“一般在四十分钟左右”。我相信绘本的作者是严谨的。孩子还小，看不懂绘
本。将来长大，读到这本，关于画上的时钟，可能会注意，也可能不会。如果孩子读了有兴趣，有意
也要照着绘本学做面包，很有可能会成功。
11、在众多的童书品牌之中，双螺旋童书馆出品的图书品质还是相当可圈可点。无论是从书册内容的
题材，还或者是书册版面的编排设计，又或者是书册宣传的积极向上意义，还或者是图书色彩搭配上
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等等优势。最近由双螺旋童书馆推出的一套引进的，日本最打动人心的经典绘本合
集着实出彩地值得推荐。在这套丛书中，它包括了《第一次做面包》、《小狸猫的自动售货机》、《
一个苹果》、《独角仙在哪里》四个分册。整套丛书围绕着“描绘孩子的成长瞬间，讲述动物的幸福
生活”进行着生动地表达。在这其中，《第一次做面包》围绕着孩子们如何做面包展开着生动的讲述
。作为一本绘本，这里采用的是大开本的版面设计。整册图书以橘黄色为底色，塑造着一种暖色调的
温馨和暖意。深入地翻阅着这本绘本，我们更会情不自禁地被其中的内容吸引。无论是书中以叙事形
式分步骤讲解的做面包过程，还或者是故事之中三个可爱的小人儿，又或者是通俗易懂且饱含感情的
文字叙述，所有的这些带领着我们逐一走入故事之中，共同踏上神奇而又精彩的制作面包旅途。做面
包本来就是一件动手又动脑的新鲜事，更何况故事之中更带领着小读者们共同畅享“创意面包造型”
的神奇特色所在。插上想象的翅膀，发动起爱劳动的小娃儿们，共同走入面包的奇妙世界中，感受劳
动最光荣的神圣使命感。心与心的交流，面包与童心的交融，共同编织一曲神奇的“面包心语”故事
。客观而言，书中的文字描述其实并不多。但是借助着绘画和联想的推动，一个有声有色的做面包的
故事分享就此横空出世了。一读这本《第一次做面包》绘本故事，我们的孩子不仅可以领略到制作属
于他们面包的欣喜，孩子们更可以掌握技能，学习到制作面包的步骤工艺和流程。虽然这里只是第一
次做面包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孩子又或者是家长都可以感受到那份亲切自然的劳动归属感。一
气呵成做面包，掌握技巧无烦恼，创意设计来助力，暖意融融出成果。确切而言，这里是一场图文并
茂的“面包与孩子们心灵”对话的旅途！走入其中，我们的孩子变得会热爱劳动，变得乐意动手有动
脑，亲手制作一份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可爱大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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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单看这本书的名字《第一次做面包》我会以为是一本食谱类的书，有板有眼的教我们如何做蛋糕
，真没有想过它会是一本可以和孩子一起阅读的绘本。日本的绘本还是值得称赞的，简单的内容附上
饱满的图画，让孩子一下子就被吸引，饶有兴趣的想动手尝试。整本绘本以面包的金黄色为主色调，
以三个小朋友在面包房看到香喷喷的各种面包，想到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面包为主展开的。三个可爱的
孩子，有爱的图画，简单的文字，轻轻松松教我们如何做面包。首先先让三个孩子带我们认识做面包
所需的材料，然后画上一个钟，告诉我们做面包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耐心去完成，如何让酵母发
酵，如何筛面粉，如何磕鸡蛋，如何揉面⋯⋯还会用有趣的文字给我们小提示，揉面的面盆就像暴风
雨中的小船，一定要摁紧，千万被打翻了。揉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绘本中画出红通通的小脸蛋，告
诉我们即便已经很辛苦也不要轻易放弃，因为成功就在眼前。可爱的作者让孩子们把面团弄出自己喜
欢的模样，让小朋友兴致爆棚，停不下来，直到做出美味的面包。如果没有看这本书，我想我也不会
知道具体的该怎么来做面包，比起那些死板的食谱文字，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我想都比较喜欢以这
种简单可爱的方式来学习做面包。其实能做成什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参与其中，你努力去做了
。我相信这本书也是想告诉孩子们所有的成功都不是轻易得到的，都需要经过辛苦的过程，只有这样
的过程才最珍贵。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饭时候的样子么，我始终记得，把厨房搞得狼狈不堪，炒的菜
溅到锅外，到处都是，哈哈⋯⋯如今想起来还是那么可笑，我想没有这一次的尝试，也没有现在的成
功，第一次的尝试都是最珍贵的记忆。
13、一提到儿童绘本，总会给人一些特有或者说固有的印象，比如画面极富有想象力，内容色彩绚丽
多变，构图新颖到夸张，主角多数萌态可爱、或者形象鲜明⋯⋯形式要为主题服务，这是普遍的共识
。所有这些外在的形式，除了增加儿童的阅读兴趣外，还有强化作者要传递的理念、对读者起到潜移
默化的教育等作用。这类绘本看多了，在潜意识中就给绘本做了界定，以为绘本基本上都是那样的。
直到看了《第一次做面包》这册绘本，才对绘本的多样性、丰富性、生活化有了新认识。这册绘本的
画面很朴实，通篇采用橘黄色的暖色调，没有过多的渲染、底衬和变化，但是看下来有很强的现实感
。作为主角的姐弟三人，在形象塑造上也中规中矩，除了姐姐不时地夸张舞动的小辫子，其他方面都
很生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邻家小朋友，让小读者们看上去很有亲近感。绘本中
细节的捕捉也很成功，通过传神的细节，把做面包这种很家常的厨房工作，描绘的活灵活现、有趣有
味。比如，在揉面团时，三个孩子的衣服上沾满了面粉，并且由少到多；揉到最后一步，孩子们的小
脸蛋逐渐变得红彤彤的，而不是一上去就变成了小红脸，还有额头上亮晶晶的汗珠，他们用力干活的
形象跃然纸上。在面团发酵、烤面包等画面上，墙上的挂钟很精确的显示着时间。所以尽管文字中没
有说明做面包时每道工序的时间，但是所有关键环节需要的时间，都通过这个小小的挂钟显示了出来
，这种视觉化的画面无形中让孩子养成了注意观察细节、注重探寻思考的习惯。绘图的作者林明子科
班出身，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教育部美术科，对细节的捕捉确实非常传神，使绘本更加容易让孩子们
接受和喜欢。我和孩子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感觉到，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强孩子自己动手的兴趣，并且
在阅读中让他们知道做事情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按照顺序和规矩来做，不然什么也做不成。阅读下
来，我们知道了做一次面包挺不容易，除了准备食材外，我们一起大致数了数，从混合酵母、和面到
最后放进烤箱烤面包，总共有11到工序。孩子也由的感叹着说，想吃点面包还真不容易。这11道近乎
漫长的过程，慢慢地增加了孩子做事情的耐心。绘本的最后两页，很有人文情怀的味道，我觉得这也
是给成人们看的。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到：“我们吃下去的不仅是面包，还有麦田的风，和云雀的
歌声。嗖嗖地窜着个儿，茁壮成才。”配上蓝天白云、虚化的大面包画面，让大读者和小读者们，都
感受着劳动过后，成长的喜悦，生活的乐趣。孟人梦言 于2015年7月7日 　　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
请豆邮联系笔者或13396582@qq.com
14、做面包，是孩子非常喜欢和我一起做的事。因为在孩子看来，做面包就像是玩橡皮泥一样，揉揉
搓搓捏捏，有趣极了。可是怎么做，其实还是有点糊涂，孩子仅仅是出于好玩，而不是一本正经地做
面包。正巧赶上阅读林明子画的这本《第一次做面包》，让孩子来学一学怎么做面包。这是一本趣味
横生的图画书。书里的三个小朋友，姑且认为他们是姐弟三人，在面包房外看见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
的面包，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孩子们看到这幅满是面包的图早就垂涎欲滴了。但是姐弟三人不仅仅是
想吃面包，而是更想自己学做面包，当他们看到面包房里的面包师搓着面团时，瞪大了眼睛，仿佛在
看一场魔术表演。回到家，姐弟三人马上动手来制作面包了。书里写得非常清楚，做面包需要哪些材
料，怎么做，制作的方法步骤通过富有童趣的语言，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孩子们。首先需要面
粉、盐、砂糖，还有水，如果用牛奶代替水，面包会更好吃，再加点鸡蛋、黄油，就更好吃，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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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能缺少，那就是酵母。前面的那些材料孩子比较容易理解，唯独酵母，孩子接触少，不容易理解
，书里就用了孩子能够理解的话，解释了什么是酵母，以及它起的作用，它就是使面包膨胀的小秘密
。这样一解说，孩子就明白了。形容酵母发面的状态，用了非常形象又有趣的语言，给孩子更深刻的
印象。姐弟三人可忙乎了，又是筛面粉、又是磕鸡蛋，将各种材料混合、搅拌、揉搓⋯⋯林明子的图
画画得非常生动，三个孩子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形态和表情，与真实贴切，用力摔面团，最
大的姐姐最用力，最小的小弟弟力量最小，从较低的高度直接将面团扔在桌上，大姐姐花了许多力气
，挥汗如雨，每个孩子都非常卖力。看着面团发起来的状态，在孩子看来，是魔术中最给力的环节，
天真淘气的小朋友给面团戳洞排气时的神情都是那么地逗。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把发好的面团变成一个
个形态各异的面包卷，孩子们的小手是灵巧的，就像搓橡皮泥一样，每个面包卷充满了想象力，不是
中规中矩的，而是妙趣横生的，有大象，有字母，有小手掌形状，有小鸟，还有小鱼、海星等等形状
，最后刷上蛋液，放进预热好的烤箱烘烤⋯⋯烤好的面包，真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因为它们都是孩子
自己动手做出来的。通篇读完，意犹未尽，孩子又连看了好几遍，才罢休。整本书用了暖色调，温馨
和谐的色彩，有烘烤时的暖和感觉。弥漫着面粉的麦香，看着出炉的面包，直叫人不禁地咽口水。虽
然整本书并不厚，情节也不复杂，但是细节刻画得非常细致，孩子们的表情很到位、很生动。神泽利
子把孩子们第一次做面包这样一件小事写活了，再配合上林明子温润、细腻、传神的绘画，让这本书
显得分外生动有趣。文/ashley
15、《第一次做面包》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绘本读物，纸张厚实，图文并茂。日本作家神泽
利子，写过各种题材的儿童文学，并获得多项关于儿童的文学奖项；作品有《妈妈，生日快乐！》《
炒菜锅爷爷》等。绘者日本画家林明子，也获得过众多儿童相关奖项，作品能轻易抓住儿童的心理和
视觉表达；作品有《第一次上街买东西》《我爱洗澡》等。 这本书也是一本教做面包的书，而且过程
简单，大人也可以尝试，像我这种没有尝试过做面包的人觉得也蛮新奇的。小孩子学习做面包，可以
一边看书，一边实践，予学与乐的一个快乐的过程。 绘本以橙色为基调，暖暖的，很适合小孩子；绘
本人物表情丰富，场景非常生活气息，家里有只猫，小孩们玩着毛线，一个家的温暖。 故事是由3个
小孩看到面包店里好多形状各异，香喷喷的面包，看到面包师傅在做面包，于是他们也决定要自己做
面包。3个小孩忙碌着准备准备好各种材料：面粉、盐、砂糖，牛奶或水。还可以加点鸡蛋和黄油。
最重要的当然是酵母，可以使面包发胀。将砂糖化开加入酵母，酵母吸收养分就会释放出气体，这就
是酵母很神奇的地方。孩子们可能会问酵母是什么？爸妈们就得做好回答的准备了。接着就是筛面粉
和打鸡蛋，小孩子第一次尝试肯定都会冒出各种问题，什么都觉得好神奇，可以让孩子多试试，多提
问，增长知识和培养耐心。图片上也相应地画出了过程。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揉成面团，使劲揉。
文字描述很有意思‘’面盆咣当咣当地响，就像暴风雨中的小船’，一段很形象的比喻。图片上也
是3个小孩在可着劲儿，脸涨红地揉啊揉啊。然后再摔呀摔呀！搁在一旁等涨大，让面包醒一会儿。
最后就可以做成各种形状，在外面涂上蛋液，这步应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步骤 。等一会儿放入烤箱，
香味就会出来了。热乎乎的面包让人口水直流。配合着3个孩子正在香香地吃着面包，相信孩子们就
等着烤箱快点烤好，尝尝自己亲手做的面包。 经过做面包的过程，孩子们可以知道一样东西做出来都
是经过一定的步骤的，如果一步没有用心做好，可能都会造成最后的成果不尽人如意；还有大家的团
结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书里还有很细心地画着一个时钟，显示某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 最后那段文字
很好，面包由小麦粉做成的，小麦在微风中摇摆，听着云雀歌声看着白云太阳，嗖嗖长大。 我们吃下
去的不仅是面包，还有麦田的风和云雀的歌声。面包混合着大自然的气息，所以孩子们也会茁壮成长
；孩子们应该多亲近亲近自然。 同时教育孩子们汗滴禾下土，所有的粮食都是来之不易的。 一本图
文并茂的做面包的绘本书，相信孩子们都很喜欢！自己亲手做的总归是最棒最好吃的。 其实看完这本
，我自己也很想试试做做，等着我自己的作品。 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
或2216118139@qq.com。
16、很少看绘本，却在看到封面的那一刻，就喜欢上这本《第一次做面包》，就如同一见钟情的爱恋
，没有原因，却避之不及。整本书都是以橙色打底，泛着温暖的光芒。书中的三个小朋友看见面包店
里各种美味的面包，动了想自己做面包的心思，于是便有了整个故事。他们一定是看过家人做过很多
次，亦或还参与过，所以对整个流程，相当熟悉。三个人各有分工，姐姐和大男孩做出力的活，和面
、揉面和指导怎么做，小男孩做帮手，化酵母、拿东西、打鸡蛋，一个个忙的不亦乐乎。连拿着东西
走路都是蹦蹦跳跳喜笑颜开的，和面可不是一件轻松事，需要把面和到位，可是要花大力气的，你看
大男孩子龇牙咧嘴，小姐姐闷头只顾使劲，小男孩两手都沾满了面黏糊糊的，连脸上都是，到和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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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了，三个人各自揉一团，使劲往案板上压扁再肉圆，再用力摔打，他们一定没想到做面包是如此麻
烦，三个人身上都是面粉不说，脸被涨得红彤彤的。看来，面包好吃，可不好做呢。整本书画风明亮
轻快，人物表情生动活泼细致传神，在面包店看见面包时的惊喜和艳羡，准备做面包时的开心，做面
包过程中的认真、揉面时的用力，眼角眉梢都无比跟着变化，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姐姐的两根细长的辫
子，也随着人物的心情不同角度的飞舞，让人不禁莞尔一笑。就连家里的那只萌哒哒的小猫咪都要时
不时的出来亮亮相，摆个Pose睡个懒觉。这可不只是一本绘本这么简单，你完全可以按照书里做面包
的方法去做面包，如果你足够认真看，就会发现作者细心地将每个流程需要的时间悄悄地画在了墙上
。还有在16页，作者巧妙的设置的一个小矛盾，面包团发酵好了，长胖了，大男孩用手指去戳戳几个
洞排气，这时你看仔细了，小男孩伸过头来非常好奇的看着，脸上一颗泪珠，我想应该是哥哥不让弟
弟去排气，怕他不会，弟弟就生气哭起来，哥哥没办法，只好做个示范，一边教他怎么排气，一边伸
出大拇指，好像说：看就这样！很简单，很棒吧？弟弟终于能摸到发酵好的面团，却偏不按哥哥说的
来，用自己的小拳头砸在面团上，面团“噗~”的一声，排出许多气体来。面团变小了，用小手拍一
拍，揉一揉，做的格外认真，也许这是弟弟的第一次做面包吧，意义可大着呢。而姐姐和哥哥在后面
偷偷笑着，仿佛说这一招欲纵故擒的小心机，果然有用。这本书是为女儿准备的，只是她太小，只能
看着书里的图画呵呵笑，用胖乎乎的小手在书上摸来摸去，更不知道面包为何物——她还没有吃过面
包呢。可是，那有什么关系，有妈妈在呢。我会慢慢的陪你长大，陪你一起做面包，一起品尝各种美
味的不同口感的食物，连同味道一起吞咽的，还有享受食物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懂得食物的意义。 
作者在书中诗意地说：“面包是用小麦粉做成的。麦田里的麦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听着云雀的歌声
，看着白云和太阳，嗖嗖地拔节抽穗，快快地长大。我们也要快快地长大。我们吃下去的，不仅是面
包，还有麦田的风，和云雀的歌声。嗖嗖地窜着个儿，茁壮成长。”看，可不要小看了一块面包，一
饭一食皆有深意，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吃饭前都要说一声：我要开动了！，感恩之心，时时有之，不
是作秀，是把它当做一种信仰，印在血液里。懂得向微小的事物报以敬畏之心，才是把人这种动物做
到极致的最高境界吧。
17、跟宝宝一起做过蛋糕，虽然不是特别成功，但宝宝还是全程参与了打蛋过程，经历了蛋清被打成
可以任意放成其他造型，很有兴致。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宝宝夹杂着对做蛋糕过程的回忆，而做面包
，最重要的环节是饧面，书里刻画的非常形象，小朋友们期待的眼神，让人很容易进入情节。宝宝看
到小朋友们搞得满身是面，又想起我们一起做饺子的时候，宝宝很认真地擀面，也总会搞得像是“超
级大厨师”一样的狼狈像。宝宝很喜欢，书里的姐姐，他说她的小辫子会跳舞，还会讲话。最有趣的
要属摔面那个步骤了，急的宝宝直嚷着，要试一下，因为从来还没有这样操作过呢！我告诉宝宝，其
实更好玩的是第二步，因为酵母加糖加水这个变化过程很有意思，我们做了下实验，不知道是酵母的
问题还是怎么了，水泡很少，没能引起宝宝的浓烈兴趣，倒是最后的造型步骤，让宝宝非常向往，整
个过程，宝宝都非常关注小女孩的辫子，确实有表情哦！这本书的色彩充满了烘烤的感觉，让人有种
热气腾腾的感觉，尤其看书中小朋友，认真做着每一步，直到把面包烤好，幸福地享用时，不但有成
就感，还有一种劳动快乐的幸福感，现在的孩子大都很少做家务，我觉得并不是孩子不愿意做，而是
家长不愿给孩子机会，做到一片狼藉，还要自己收拾，以前我也这样想，不愿意让孩子去厨房，可是
孩子天生愿意进厨房，后来我挑选了一些项目让他参与，其实孩子很靠谱呢！比如我们现在学会盛汤
，擦桌子，摆碗，收碗，帮我接水洗菜等，他愿意参与的时候，给他分配他可以干的活，他是很愿意
分担家务的。我在很累的时候，经常这样请他帮忙，孩子很愿意呢，并且积极性很高，所以这种直到
孩子动手操作的绘本，我非常看重，虽然我们一直没能亲手实践操作，但在宝宝心里已经预约了这个
机会，他一直等着我有空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次，感受一下书中的烘烤气氛。每一次动手操作都
会成为他童年里骄傲的记忆，我相信这对增强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增强自信心方面有很多帮助，我最
喜欢的是这本书的色彩感觉，还有小朋友的生动表情，孩子读得懂这种表情，更是对做面包充满了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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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3页

        到处都弥漫着诱人的香味，我们也来做面包吧！

2、《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22页

        要轻轻刷，千万别破坏面包形状

3、《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6页

        酵母是一种真菌。

用温开水将砂糖化开，然后放入酵母。

杯子里冒出一两个气泡。

4、《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26页

        面包是用小麦粉做成的。

麦田里的麦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听着云雀的歌声，

看着白云和太阳，

嗖嗖地拔节抽穗，快快长大。

5、《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11页

        小手粘糊糊的。面盆咣当咣当地响，就像暴风雨中的小船。使劲按着面盆，千万别打翻哦

6、《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26页

        面包是用小麦粉做成的。麦田里的麦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听着云雀的歌声，看着白云和太阳，
嗖嗖地拔节抽穗，快快长大。

7、《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7页

        紧接着气泡越来越多，越胀越大，

咕嘟咕嘟地浮上来，就像积雨云一样。

酵母吸收了砂糖的养分，释放出气体。

这就是面包膨胀的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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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27页

        我们吃下去的不仅是面包，还有麦田的风，和云雀的歌声。嗖嗖地窜着个儿，茁壮成才

9、《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20页

        骨碌一转圈，就变成了奶油面包卷。

有麻花形状的，还有像漩涡一样的。

夹点果酱，就变成了果酱面包。

“我要做一个小猫面包，用葡萄干当它的眼睛。”

10、《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14页

        把面团放进盆里，搁在温暖的地方发酵

11、《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4页

        面包是用什么做的呢？

有面粉、盐和砂糖。

当然，光靠这些还不行，还得加点水。

用牛奶代替水，面包会更好吃。

12、《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26页

        写小麦的生长特别有美感。

13、《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12页

        3个小孩子的动作真是传神啊

14、《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5页

        如果再加点鸡蛋和黄油，那就更好吃啦。

做面包还需要一种最最不能缺少的重要原料，

那就是——酵母！

15、《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27页

        我们也要快快长大。

我们吃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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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面包》

不仅是面包，

还有麦田的风，

和云雀的歌声。

嗖嗖地窜着个儿，茁壮成长。

16、《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10页

        收到双螺旋童书馆的《第一次做面包》绘本，看到书的封面上的三个可爱又机智的小朋友，我想
这个故事一定就和他们有关吧，书的封面和面包的颜色一样，给人的感觉里面满满的都是爱，很清新
，一看就爱上了这本书，谁说“绘本”是孩子的专属，成人也可以在绘本中找到乐趣的，我就是其中
一个哦。
《第一次做面包》系列，精选自日本40年来出版的优秀绘本，共4册，分别为《第一次做面包》、《小
狸猫的自动售货机》、《一个苹果》、《独角仙在哪里》。
面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食物，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吃，可是孩子知道面包好吃之外
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做面包都需要哪些材料吗？好吃的面包做出来后需要哪些程序呢？“面包
房里摆满了面包，有吐司面包、法式面包、葡萄干面包、还有奶黄馅面包、羊角面包和奶油面包卷，
到处都弥漫着诱人的香味”，看到上面这段话，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想自己动手做出如此美味的面包
呢，大家不要急，让我们一起跟随三个小主人公一起开始第一次做面包的旅程吧！
面包是用什么做的呢？做面包需要面粉、糖、砂糖、黄油和牛奶，最重要的材料要属酵母了，我们吃
的面包之所以那么软软的大大的就是酵母的作用，缺了哪一个也是不行的，接下来三个小朋友就忙活
起来的，孩子们不慌不忙地做起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慌乱，而且每个步骤孩子们都能参与进
去，看着姐姐在面盆里咣当咣当地忙活着，大哥哥就使劲按着面盆，生怕面盆被打翻，经过三个小朋
友的齐心协力，面团总算发酵好了，接下来孩子们做了很多自己喜欢的形状，有小猫的，有小鱼的、
有果酱的等等，看着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味面包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看似简单的故事，却给我们成年人很多思想上的启迪，我们总是以爱的名义剥夺了孩子们动手的机会
，其实孩子们都很棒，都特别优秀，只要我们肯放手，他们一定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的很好，是不
是？读了这本绘本后，我想孩子和家长收获的不仅是美食，对吗？
哦，还有书中对面包是由小麦粉做成的，那么小麦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悠悠麦穗，沉甸甸的收获，我们喜欢吃的面包的基础材料原来在田野上......

17、《第一次做面包》的笔记-第16页

        面团变胖了，变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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