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制作叶脉书签心得 叶脉书签制
作(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制作叶脉书签心得篇一

四（7）班：苏圣欣

我们生物小组的活动很多，但是，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做叶
脉书签！

首先，我们要挑选叶子，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难啊！其
中藏有很多奥秘，如果叶子的是平行的话，被刷洗过后叶子会
“散架”的！还有，叶子不能太嫩、不能太小，更不能太老，
要绿油油的，最好用桂花叶或者玉兰。

之后就要腐蚀，把选好的叶子放进一个锅里，再放入1500克
的淡水，再加入10克的氢氧化钠煮5分钟左右，不能煮太久，
不然叶子会被煮烂坏的，氢氧化钠的碱性很强，所以好心提
醒，请千万不要把手放进氢氧化钠里，也别让这种汁液溅到
手上，千万要小心！

煮完之后用淡水冲洗干净，下面的任务就是“刷”了！用平
时不用的牙刷把叶子的嫩肉给刷掉，不过不能很用力，要小
心翼翼地、有条有理的、慢慢地刷，还有一个小诀窍，就是
从中间部分向两边刷，要不然会把叶脉刷掉的。

刷完之后还有几个步骤呢！首先是漂白，把叶子放进双氧水



中泡上四六二十四个小时，叶子就会变透明，接着上色，上
色时最好用毛笔上色，毛笔的头比较柔软，不容易把叶脉弄
断。这样漂漂亮亮的，就大功告成了！不过还要等上一天，
因为还要把它轻轻地放在报纸上，让水分自然蒸发，不要太
大力了，因为叶脉 很脆弱，随时随刻都会断。做完这些之后
就是真正的大功告成啦！

如果你想让这个精美的书签十全十美的话，你可以系上一些
装饰品，这样可以使它更加精致。

制作叶脉书签心得篇二

四（7）班：苏圣欣

我们生物小组的活动很多，但是，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做叶
脉书签！

首先，我们要挑选叶子，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难啊！其
中藏有很多奥秘，如果叶子的是平行的话，被刷洗过后叶子会
“散架”的！还有，叶子不能太嫩、不能太小，更不能太老，
要绿油油的，最好用桂花叶或者玉兰。

之后就要腐蚀，把选好的叶子放进一个锅里，再放入1500克
的淡水，再加入10克的氢氧化钠煮5分钟左右，不能煮太久，
不然叶子会被煮烂坏的，氢氧化钠的碱性很强，所以好心提
醒，请千万不要把手放进氢氧化钠里，也别让这种汁液溅到
手上，千万要小心！

煮完之后用淡水冲洗干净，下面的任务就是“刷”了！用平
时不用的牙刷把叶子的嫩肉给刷掉，不过不能很用力，要小
心翼翼地、有条有理的、慢慢地刷，还有一个小诀窍，就是
从中间部分向两边刷，要不然会把叶脉刷掉的。

刷完之后还有几个步骤呢！首先是漂白，把叶子放进双氧水



中泡上四六二十四个小时，叶子就会变透明，接着上色，上
色时最好用毛笔上色，毛笔的头比较柔软，不容易把叶脉弄
断。这样漂漂亮亮的，就大功告成了！不过还要等上一天，
因为还要把它轻轻地放在报纸上，让水分自然蒸发，不要太
大力了，因为叶脉很脆弱，随时随刻都会断。做完这些之后
就是真正的大功告成啦！

如果你想让这个精美的书签十全十美的话，你可以系上一些
装饰品，这样可以使它更加精致。

制作叶脉书签心得篇三

做叶脉书签要先准备树叶。我在校园里找来了许多的桂花叶，
接着我把小小的钢筋锅架在液化气灶上，放入了大概半锅水
吧，将洗净的叶子小心翼翼地放入水中，盖上锅盖后点上了
火。煮呀煮，煮呀煮，锅里“咕咚咕咚”出了许多绿绿的大
泡泡。用微火煮了近40分钟，叶肉才基本脱离叶面，我用筷
子把它们夹出来，用牙刷把叶肉轻轻地刷下来，这时的叶片
看起来好象要断了，却又一丝丝地连着，网状透明的叶脉形
成了。我将它放在彩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有的涂上自己喜
欢的颜色，有的画上好看的图案。最后让它们躺在窗台上凉
干。五颜六色的叶脉书签做好了，美丽又实惠。端详着它，
夹在书中，感觉真好。

后来，到了学校科学老师知道了我的叶脉书签制作的经过就
说，加上些纯碱或苏打会大大地缩短时间。我听了非常兴奋，
我下次一定按老师说的去做。

制作叶脉书签心得篇四

翻开书，一张云纱般的叶片夹于书页之间，轻轻的、薄薄的。
叶片上，红、黄、蓝、绿……各色映衬，叶脉纵横交错，呈
现出一种自然的图案美，这就是大自然的杰作——叶脉书签。
它不仅实用，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那么，如何制作这种精



美的叶脉书签呢?其实，制作过程主要分四步。

首先是选叶。选叶是比较重要的一步，书签耐用性的`高低主
要取决于此。选叶要选叶片较厚的，例如梧桐树叶、荨麻叶
等，这种叶的上表皮层及角质层都较厚，有较强的韧性，基
本可以避免书签因曰久而断裂。掐叶时要注意从叶柄处掐起，
切不可从叶片中撕去一部分，这样做出的书签才完整、美观，
制作时也较方便。另外，还要注意叶片面积的大小，若采用
小叶片，例如苹果树叶、杏树叶，既难制作，定型后也影响
美观。

其次是去叶肉。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它的
成败直接影响到书签质的好坏。将采集来的树叶清洗，放人
清水槽中浸泡，时间要加以控制。据试验，梧桐树叶浸泡两
天左右即可，荨麻叶则需三天，浸泡时间标准要看叶肉是否
已浸透，从外表观察叶片有无明显发厚。如果浸泡的时间过
长，叶上表皮、角质层和叶脉将被泡烂;时间过短，叶肉又很
难除去，影响制作。浸完后，一手捏着叶柄，另-手一边薩着
水，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叶肉连同下表皮层等一些叶组织(叶片
反光率差的一面)抹去，注意手一定要轻，因为浸透的叶表皮
层、角质层和叶脉极其柔嫩，很容易被划破。基本去除叶肉
后，由于它们还残存一些，叶子还要在另一清水槽中进行清
洗，做法与上次相同。这一步骤完成后，便得到一张微绿的
布满整齐叶脉的书签雏形了。

再次是染色，这一步主要是美化书签。用镊子夹着“雏形”
的叶柄平放在一层薄脱脂棉上。注意叶脉向上，这样才能在
叶片上涂颜料。下面的步骤是上色。所用颜料既可以是水彩
颜料，也可以是水粉颜料，但颜料液体不能凝固，否则颜色
就无法均匀呈现在叶表皮层、角质层和叶脉上。上色时，所
用的毛笔笔头要半干，颜料也要浓稠，运笔时要用笔尖轻轻
涂抹(若“大肆挥毫"则会把那些组织划破)。色调可按ft己的
设计进行选择，既可是单色，也可是多种色。如果是用多种
色，由于叶表皮层、角质层和叶脉上水分可使多种颜料之间



互相渗透、渲染，从而整个叶片将显得五彩斑斓、鲜艳美丽。
完成这一步骤后，便可以看到这张书签的大致外貌了。

最后一步是干燥、压平，使书签定型。将上过色的书签雏形
稍微晾干，随后用两块面积大于叶面的干净玻璃把它夹在中
间压平，任其自行干燥。时间不需加以控制，直到它变平、
变干后即可取出。(若采用阴干法，由于叶片组织上的水分有
收敛作用，从而使其干燥后，表而凸凹不平，极不美观。)完
成这一步后，一张精美的叶脉书签便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朋友，如果你对制作叶脉书签感兴趣的话，不妨按以上方法
试一试，只要仔细去做，就一定能做出色彩绚烂的精美书签。

制作叶脉书签心得篇五

9月21日，萧山日报小记者进校活动来到了我们江寺小学。水
晶老师教我们叶脉书签的'制作。说到叶脉书签，我脑海里就
会想到阳光和树叶。书签是怎样制作的呢？我特别期待。

首先，老师先给我们每人一张煮好的桂花叶片。这片叶子特
别老，我想这样的叶子怎么做呀？不会被压碎吗？正纳闷，
我听到老师在说先用牙刷轻轻地刷这片叶子，直到这片叶子
变成透明。看着这片还有点厚的叶子，大家一起惊呼："这怎
么可能呀？"老师说："别人都能做到，只要你们多刷几次，
你们也能做到。"于是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开始刷起来。

一开始并不容易，可到后来，叶子好像失去了保护力，被刷
出了汁液。直到汁液越来越浓，我就把叶子放进水里，让它
泡个澡，绿色汁液就被洗掉了。但还有几根硬条就是不听话，
怎么甩也甩不掉。我就从水里拿出一看，哇！已经变得透明
了，那些甩不掉的就是叶脉呀！叶片上就好像爬满了爬山虎，
可真漂亮！这让我更期待最后的书签了。



我迫不及待地拿到老师那里漂白，上色，我选了黄色，因为
这是桂花的颜色，看到黄色的书签我就会闻到桂花淡淡的香
味的。

最后，老师帮我压上薄膜，在叶柄上打孔，穿上银色的穗子。
我拿起它，对着天空看呀看，天空也变成了黄色，一个暖洋
洋的秋天来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