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节的感想体会 清明节的感
想(实用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观后
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观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一

一、课内练习

1、改正错别字

（1）极尽全力（）疲惫已及（）听天有命（）

2、阅读品味

（1）第三段“但是命运却给我另作了安排”中的“另作了安
排是指什么？

（2）第三段中格列夫认为这个人“有身份“地依据是什么？

二、课后练习

巩固练习

1、课文中使用了大量对比，请找出两处

2、结合课文，说说格列夫给你的印象。



拓展练习：

阅读下文

走了几日，到了靖人国。唐敖道：“请教九公：小弟闻得靖
人，古人谓之诤人，身长八丸寸，大约就是小人国。不知国
内是何风景？”多丸公道：“此地风俗硗薄，人最寡情，所
说之话，处处与人相反。即如此物，明是甜的，他偏说苦的；
明是咸的，他偏说淡的：教你无从捉摸。此是小人国历来风
气如此，也不足怪。”二人于是登岸，到了城郭，城门甚矮，
弯腰而进，里面街市极窄，竟难并行。走到城内，才见国人，
都是身怪不满一尺；那些儿童，只得四寸之长。行路时，恐
为大鸟所害，无论老少，都是三五成群，手执器械防身；满
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诡诈异常，唐敖道：“世间竟有如此
小人，倒也少见。”游了片时，遇见林之洋卖货回来，一同
回船。

文中不属于小人国特点的是什么？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二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是我观看纪录片《小人国》后最深的
感触。在这部片中，我们所有的情感：快乐，悲伤、孤独感、
等待、挫折感、领导欲和我们的等待，在所有这些孩子身上
我们都看得到，只不过他们比我们更坦率，表现的更无遮无
掩。

看着片中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是那么的熟悉，这些正是每
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可是当离开参与者的身份来审视他
们时，觉得这些孩子可爱无比。我不禁反思：自己每天都穿
梭在孩子们中间，每天都以“爱”的名义规定孩子只许这样，
不能那样，是真的爱孩子吗?是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真正需要
的吗?片中大李老师用其尊重、平等、宽容的教育方法给了我
启示，也很好的阐述了“孩子是脚，教育是鞋”的含



义。“脚”会长大，“鞋子”也要根据脚的需要进行调整，
同时“鞋”又是“脚”的保护者，在教育这双鞋的关爱、呵
护下，作为脚的孩子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舒适和自由。

电影结束了，我想得更多地是应该怎样去正确的引导孩子们
在自由中的问题，因为孩子是年幼的，需要辨别是非，需要
培养习惯，更主要是因为这是我平时做得不够的、也常常得
不到要领的地方。有时候因为忙碌和琐事，没有耐心引导孩
子们的好奇心、探索欲，也没有耐心用更理智的态度和方式
对待孩子们的错误和自以为是的执拗。这部片像场及时雨，
让我从中汲取了营养。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三

《小人国》这部精彩的电影，真实的记录了孩子们的纯真年
代和情感历程。以平实的'手法，细腻的把孩子们得世界展现
给那些大人国的我们。

很有幸看过《小人国》拍摄的片花，并且比其他人更能详细
的了解这部片子拍摄的背景。导演利用三年的时光才把片子
剪辑成型，着实下了一番苦功。82分钟的观赏过程里，伴随
着出人意料的幽默、滑稽与感动。始终纠结于心的就是自我
被这群小人国里的精灵们感染着，庆幸他们能遇到一位如此
懂他们的教师。而教师所给予孩子的并非一个“爱”字就能
够诠释，则需要教师的教育机智，和带给适时的帮忙。尊重
孩子，与孩子平等的交流才是当今教育的最终目的。我是含
着泪把片子看完的，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的情感世
界如此精纯，就像一张白纸，因为没有色彩而纤尘不染。

而作为一位蒙氏教师，更能体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我们父母和教师都会说是爱孩子的。可是怎样的爱才是恰到
好处?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话题，也是最近现代教育
理论时常争论的话题。而这部影片则让各界争议的人们看到
了亮点，再爱也要有权利，再爱也要有规则。孩子们的情感



世界中迸发的点滴精彩，无需成人去干预，无需成人去打扰，
一切都是自然赋予他们的力量。我们只是沿着他们成长的轨
迹给予适当的帮忙就能够，之后就是谦卑的看着他们成长。

一个关于权利、情感和探索的儿童故事，更多则是给成人以
警示，虽然我们每一天都穿梭在孩子们的中间，可是对于这
些小小一国的小人们我们是否真的能走进他们的世界呢?或许
我们更多的是用自我的行为定势去处理孩子们的问题，而从
未了解过他们。而他们的世界我们探知的只是：你务必这
样……你能够那样……而非给予孩子真正好处上的自
由。“孩子是脚，教育是鞋。”恰恰也是在警示我们的家长
和教育者，留给孩子的不是给他们什么，而是他们需要什么。

很唯美的一部影片，也是近年来儿童影片中的经典之作，值
得一看。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四

刚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猜想，猜它是一部动
画片还是什么，更多的是以为这部片子是在讲有侏儒症的人
的生活。带着这种猜想，我园组织大家观看了这部影片。

这只一部一个关于权利、情感和探索的儿童故事，更多则是
给成人以警示，虽然我们每天都穿梭在孩子们的中间，但是
对于这些小小一国的小人们我们是否真的能走进他们的世界
呢？或许我们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行为定势去处理孩子们的问
题，而从未了解过他们。而他们的世界我们探知的只是：你
必须这样……你可以那样……而非给予孩子真正意义上的自
由。“孩子是脚，教育是鞋。”恰恰也是在警示我们的家长
和教育者，留给孩子的不是给他们什么，而是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父母和老师都会说是爱孩子的。但是怎样的爱才是恰到
好处？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话题，也是最近现代教
育理论时常争论的话题。而这部影片则让各界争议的人们看



到了亮点，再爱也要有权利，再爱也要有规则。孩子们的情
感世界中迸发的点滴精彩，无需成人去干预，无需成人去打
扰，一切都是自然赋予他们的力量。我们只是沿着他们成长
的轨迹给予适当的帮助就可以，之后就是谦卑的看着他们成
长。更能体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在这所幼儿园里，自由和规则是并存的。在没有学习的时候
你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比如扫幼儿园的`空地，比如在沙
地上玩游戏，比如玩滑梯；但是在上课时，你必须遵守规则，
不能把腿翘在桌上，否则就会被罚去反思角；在比赛时，必
须听裁判（大李老师）的裁决，即使小朋友非常不愿意或者
不配合，即使裁判的判决是错的。

电影结束了，可我的思想仍然沉浸在“巴学园”。这是一所
充满爱的幼儿园，老师和孩子之间是平等、老师对孩子们的
尊……一幕幕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放映，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我可以和你一起等吗？”“棍子是你的，你有权利把它要
回来”。“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一系列的语言，平凡
的不能再平凡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可它却触动着我们，
不是导演便的台词，是老师发自内心的，每句话，每个场景，
都不是演的，而是记录的！看到了孩子们是幸福的。

片中有太多的太多的东西我要学习，有太多太多的感触和感
慨，有心灵震撼，让感情的升华。“巴学园”让孩子回归大
自然，和老师平等关系自由发展中长大，那种生活就是教育，
最高境界的教育。正如校车上那句令人意味深长的话“孩子
是脚，教育是鞋”。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五

看过电影《小人国》吗？说是电影，其实是在北京巴学园实
景拍摄的，应该算是纪录片吧。现谈一下我看完的感受：

1、班车上印着一句“孩子是脚，教育是鞋”印象很深！是呀，



鞋子只有适合脚，脚才会舒服，才会正常发育。如果鞋子不
舒服，脚就会出现问题！

2、电影里的孩子没有惧怕。而我们的孩子，怕什么？怕老师
批评，家长批评。正是因为怕批评才会守规矩！电影里的孩
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勇于表达自己。因为他们不用担心受
大人的呵斥。但却要遵守规则、集体的规则。我们的孩子可
以吗？他们由于怕受批评，而不愿流露自己的想法！我想我
们的孩子们也应该和他们一样，不要畏惧大人。但要遵守规
则！

3、电影里有一个反思角，犯了错误的小朋友们就要坐到这里
反思，这么大的幼儿能够真正反思吗？我想不会！只是通过
和集体的隔离，使他懂得，这样做是不对的，违反了规则。
我想这个反思角我们可以借鉴！

在电影中还出现了三个个性小孩：最大的池亦洋，最小的锡
坤，还有四岁的辰辰！巴学园老师的教育很值得我们学习：

池亦洋，一个调皮捣蛋，有暴力行为，经常欺负小朋友的小
男孩！曾经有一群家长要求池亦洋离开幼儿园，可是大李老
师却说：“池亦洋确实有他自己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我看到，
池亦洋给我们整个园的孩子做出了一个非常男子汉式的示
范！”的确，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现在许多小男孩缺的一
些品质―坚强、洒脱、敢作敢当、果敢……而且，他在小伙
伴中也很具领导才能！我想这应该是老师对他的调皮捣蛋不
打压的结果！后来在大李老师的耐心教导下，他的暴力行为
少了很多！

锡坤，一个2岁处于探索期的小男孩！这时的他还未建立起规
则。当他把球和许多鞋扔进垃圾筐时，老师对他并不是批评，
而是旁观，直到他失去兴趣。当他把一筐珠子全都撒到地上
时，老师对他并不是指责，而是陪他一筐一块探索，并引导
他把珠子放到筐子里。我想这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老是



对他探索的兴趣保护、支持、引导。孩子在探索中成长、发
展。

辰辰，一个非常执着的四岁小女孩！他喜欢南德这个小男孩，
每天比南德早到幼儿园，但都要站在教室门口等南德！从夏
天、秋天、到下了大雪的冬天。哪怕感冒流鼻涕也要站在门
口等南德，直到南德来；哪怕下大雪也要等南德来一块换鞋
进教室！然而把学院的老师并没有干涉，强行让辰辰进教室。
而是询问了辰辰地意见，尊重了她的选择！我想，辰辰收获
的不止友谊、爱和尊重！更重要的是她无比细腻的情感和耐
心被很好的保护了！

巴学园的老师能够做到这些，我们同样也能！加油吧！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六

在看《小人国》的过程中，我至始至终都抱着一种认真的态
度，我明白，这不是一部电影，不需要我用去娱乐的眼光去
看，她是一部真实纪录幼儿内心世界的纪录电影。在应对他
时，不但需要我用眼睛去看，更需要我用心去看去感受去体
会，因为她为我揭示了一个熟悉真实的儿童王国，为我从另
外一个角度展示了孩子们的世界，让我能够站在另外一个角
度去看孩子的生活和内心。

巴学园的特色就是承认孩子的独特性，无处不体现着“孩子
是脚，教育是鞋”。那个有着被阳光过多亲昵的健康肤色，
满身都散发着活力和躁动的池亦扬，加上个子大，力气大，
入学没几天就被许多家长强烈要求开除-----他满身的暴力倾
向很容易伤害到别的孩子。但大李教师认为池亦扬身上也有
闪光点，他为男孩子们供给了一个男性的榜样，并且他在不
断提高，耐心的对待，反思角的面壁静思，这个孩子确实在
提高-----他与身俱来的威壮让他无人封地自然而成孩子王，
他还解决小朋友之间的纠纷，主持正义，还带领大家举行升
旗仪式。



两岁的锡坤对垃圾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幼儿园的各种
玩具和鞋子都塞进垃圾桶，要看一看这桶到底有多大，能装
进去多少东西。教师发现锡坤的秘密时，只是微笑着耐心地
把东西从垃圾桶里收起归位。两岁的孩子正处于空间敏感期-
-----锡坤很快又发现了更好玩的东西-----他用脚蹬着幼儿
园的柜子往上爬-----想用自己的身体探索一下柜子有多高又
把柜子里的东西都扒出来搞到地上，再故意把柜子弄倒-----
奇怪这东西怎样能站着想尝试一下怎样把站着的东西放倒抑
或探索自己的身体和空间中的其他物体的关系最终，他又发
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把篮里的东西全部倒到地上，再
踩着满地跑。大李教师静静地看着他玩，等他玩够了，再教
他把地上的东西收起来归位。

辰辰对好朋友南德的等待从夏天一向到冬天，下雪天冷或者
有时南德不来幼儿园也从不间断，她不愿意和其他的小朋友
玩。有时候教师会陪着辰辰一起在门口等南德，那份静静的
陪伴感觉真是温暖。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个父母同一个家庭同一所
学校走出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带着不一样的
个性，不一样的血质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如没有完全相同的
两片树叶一样，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两千多年前，孔
子老圣人就说过：教育要因材施教。但现实生活中的教育---
--不管中外-----都倾向于批量生产儿童-----同样的学校，
同样的教师，同样的体制，对每个孩子同样的期望-----期待
着批量生产出同样的优秀人才!刚好搞反-----学校和教育体
制是脚，孩子是鞋，你适应得了就能立于潮头成为弄潮儿，
适应不了就只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怪自己命运不济。本
来理所应当的因材施教变得那么不现实----即使在今日私立
学校林立，也很难让每个孩子享受到为自己量身订做的教育
之鞋-----要不李跃儿的巴园学干嘛会那么火，那么令人向
往------因材施教。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七

今年寒假，园里布置了观看纪录片《小人国》这部电影。午
后，我打开电脑，带着好奇心我开始了观看，立刻我被它深
深吸引了，迫不及待看完了这部影片。

在《小人国》中，有这样几位小朋友一定让大家记忆尤甚：
一个是非常可爱、喜欢探索的锡坤；一个是阳刚之气、但有
点叛逆的池亦洋；一个是性格内向、天天在门口等待好朋友
南德的辰辰。从这三个小朋友的成长变化中我看到了大李老
师的教育理念和巴学园对孩子成长的促进。《纲要》中提出了
“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利”、“关注个体差异”、“促进每
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这些理念在《小人国》都体现
的淋漓尽致。作位一线老师，和大李老师相比，真是惭愧。
她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对孩子们的爱，是那么的无微不至，
是对淘气的孩子，对听话的孩子都一视同仁。当遇到小朋友
们做错事情时，她总是会蹲下耐心地告诉孩子这样做是不对
的，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做。她的耐心教导并不等
于放纵，当孩子不遵守游戏规则时，她也会要求孩子要遵守
游戏规则，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辰辰可爱、腼腆、专一、执着，每天早晨来到幼儿园后，都
会耐心地等待她的好朋友南德，

等待成为辰辰每天必修课。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巴学园的老
师们都非常尊重辰辰的行为，“天太冷了，要不要进屋等一
会？”、“老师和你一起等南德”，同时大李老师把自己的
围巾围在辰辰的身上……这都足以体现了老师对孩子的尊重、
理解和关爱。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辰辰不断的成长。孩子们
的真诚友谊，竟如此值得我们尊敬！

“一个孩子怎样去理解世界，怎样去看待周围的人以及自己
与他人的关系，对他将来的生存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
我们应该首先让孩子了解他身边的成人是友好的、安全



的。”大李老师这样说，池亦洋的变化成长可以说是这句话
的诠释。蛮横、任性、飞扬跋扈，时常欺负弱小，并且敢与
老师叫板！想想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周围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可想而知，一定会引起老师的反感，同时是更加严格的批评
教育，让孩子越陷越深。然而大李老师给予的是正确的教育
引导，当他不能及时改正时，便采用的冷处理的方法，让他
到反思角去反思。还有大李老师做到了诚信，说到做到，反
思时间一到，便会和池亦洋交流，使他意识到并承认自己的
错误。在老师们慢慢引导下，池亦洋一点点的变化，开始学
着老师的样子用公正的'方法来评判解决孩子之间的矛盾，最
后成为孩子们公认的领导人物，成为正派、阳光的男子汉。

《纲要》中提到的“为幼儿创设安全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影片中锡坤的每一幕都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小机灵鬼锡
坤非常爱用小朋友的鞋、玩具、球来填饱垃圾桶的肚子，看
看它的肚子到底有多大。他还会把游戏室弄得一片狼藉，但
老师尽情的让他捣乱。大李老师说，这叫空间，让他从生活
中学习。这些都足以说明“我们给儿童自由，给儿童机会用
自己的方式去发展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人格计划是儿童天
生就带来的，我们只要给他提供机会和条件”。

整部影片没有剧本，没有矫饰，没有提前安排的故事情节，
孩子们简单而真切的生活，却让我忍不住嘴角上扬。“儿童
是脚，教育是鞋”。这是巴学园校车上的标语，也是我们应
遵循的教育理念。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决定，保护并引导着孩
子的天性，留给孩子反思的时间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们要通
过教育为孩子量制出适于不同孩子的鞋子。让我们停一停忙
碌的脚步，静下心来去慢慢品味我们身边那个纯真的儿童生
活世界！当你用心蹲下来，走进去，你会发现，这个孩童国
度里有很多被你忽略甚至常常易受大人们权威所扼杀的孩子
们的道理。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八

近日，我们全体教师一起观看了电影记录片《小人国》。这
个纪录片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幸福。
一位教育专家曾说过：要做好幼儿园教师一定要有爱心，更
要学会等待。影片《小人国》里让我们处处感受到这种等待。
看过之后，有几点我感触非常深刻。

影片中的大李老师是这样做的：她针对孩子的每一个过错，
逐一的、不厌其烦的及时进行教育，告诉他怎样做是对的，
怎样做是错的，并抓住他身上的闪光点和进步来赏识他，哪
怕着闪光点微如荧光，哪怕这个进步转瞬即逝，为孩子性格
萌芽阶段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池亦洋小朋友后来的表现，如：
帮小朋友劝架，逐渐能接纳李老师等，可以看出，老师的教
育方法是正确的，她正在使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孩子在改变。
这不仅体现了教师的爱心教育，还体现了老师的耐心教育，
是进入童心世界的通行证。

还有一位小主人公，那就是影片中不断出现的那个性格有点
内向而又很执着的小女孩——晨晨，她每天早晨都要一如既
往的等待着南德小朋友，南德来了她就非常高兴的和他一起
玩，南德不来她就一直傻傻的等，让人看了很心酸，孩子非
常珍惜好朋友之间的友谊，友谊对孩子们来说也很重要。在
这里我很佩服大刘老师的教育方法，她尊重孩子的意愿，并
且陪着晨晨一起等好朋友的到来。体现了教师尊重孩子的原
则。

影片中的那个爱探索的小家伙锡坤，把鞋、玩具、球等往垃
圾箱里面扔，原来他是要探究一下垃圾箱的肚子到底有多大，
还把塑料玩具撒的满地都是，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爱给老
师添乱的孩子，而影片中的大李老师却很赏识孩子，说是给
孩子一个自由探索的空间。这种教育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影片里校车上写的标语“孩



子是脚，教育是鞋”，只有适合孩子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让我们用赏识的目光，针对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点进行不同
教育，因材施教，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给孩子一片自由的
天空，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九

看这个片子让人觉得特别温馨和感动，那好似因为孩子的执
着，纯真，更还有老师们的爱。做到有爱心也许不难，但是
面对淘气的孩子，不光要有爱心，更要耐心与信心。如果你
给与他的仅仅是爱心，那就成了纵容和溺爱，这样的爱是不
会浇灌出好的花朵的。大李老师就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同时
还充满耐心与信心的老师。

她是一个叫巴学园的幼儿园的老师，她总是那么和蔼。她教
孩子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教孩子礼貌待人，教孩子不以强凌
弱…。也许有人说这个很简单，可是如果碰到像池亦洋那么
淘气顽皮的孩子，你会怎么办了，我当时在想，如果换作我，
我会怎么做呢？打一顿吗？骂一顿吗？不让他在这个幼儿园
里待了？面对那么多家长的强烈建议，她很淡定的说，池亦
洋给所有男孩子树立了榜样，教他们坚强。所以她是不会让
那个池亦洋转走的，她相信这个孩子。

按照我现在的想法，我觉得调皮的孩子最后应该是很有出息
的。刚开始的时候，池亦洋好像根本听不进去，他依旧我行
我素。慢慢的，大家都不跟他玩了，他的群体里只剩下了他
一个，孤孤单单。我想他应该也会在心里反思吧。一天有两
个小男孩起争执，他跑过去把他们拉开，并问他们是谁先动
的手，按照判断他让错的一方给另一方道歉，并且要询问人
家愿不原谅他，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这就是小孩的模仿
迁移能力。看到这一点我很感动：大李老师的心到底没有白
费。

所以，只要不放弃，孩子的本性总是善良的，何必说什么坏



不坏，好不好之类的话呢？在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
孩子都是孩子的启蒙的老师，多给孩子一点信心与鼓励，不
要动不动就打，动不动就骂。而且每个孩子从心里都是希望
父母老师关注自己的，不要漠视他的这种需要，也不要给孩
子戴上好孩子，坏孩子之类的帽子，让他们快乐的成长，教
他们友爱，和善，帮助，团结，诚实，勇敢…。。多点耐心，
他们会很好很好的长大。

第二个我想说一说那两个孩子，辰辰和南德。每天早上好像
辰辰都是最早一个到幼儿园的，每天辰辰都在门口等南德，
和他一起进去。而南德总是来的很迟，而且每次都好像不在
意的样子。辰辰好像只有在和南德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开心的
笑。这就是两小无猜，呵呵…。很美好。让人惊讶的是，辰
辰很执着，每天每天都在等，好像那已成为她必做的功课，
这种执着也让人感动！

第三个我想说一下坤锡，他是个刚满两岁的小男孩，对什么
都充满好奇。起初对垃圾桶的容量感兴趣，就把足球啊，其
他小朋友的鞋啊什么的都放到里边去了。老师们没有阻止，
只是在晚上有把东西拿出来。后来他兴趣转变，跑到屋里到
处乱翻，还把棋子洒了一地，大李老师也没有阻止，相反还
和他一起玩，最后又和坤锡一起收拾好棋子。这门做恰恰满
足了孩子的好奇心，符合孩子这个年龄段的特点。

其实有好多印象深刻的画面就不一一说了，作为一个老师的
李跃，她是成功的，孩子能进到她的幼儿园真的是一种幸福。
孩子这朵花，不只是要给他施肥，浇水，还要在他长歪了的
时候扶他一把，让他昂扬向上。老师确实就是那园丁，呵护
花儿健康长大。

小人国纪录片观后感学前教育篇十

影片里介绍的幼儿园是在教育上有很大突破的“巴学园”，
这所幼儿园里把孩子所有的组织活动：走线，唱歌，画画，



学英语……等等这些在许多幼儿园里已经秩序化了的活动打
破了，孩子们被放还到自然状态，他们可以自由的缔结伙伴，
自发的组织群体，快乐的做各种可能在我们大人眼中是不可
理喻的游戏。

当我们看到那个叫辰辰的四岁小女孩，每天清晨风雨无阻的
在幼儿园门口等待着他的小伙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被小
姑娘的可爱和执着所打动。

还有一个两岁叫锡坤的男孩，每天都会把同学们的鞋子以及
幼儿园里的玩具扔进垃圾桶，他还会探索着一切在他眼中感
到新奇的东西!幼儿园老师也给了他很大的自由探索的空间，
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些我们平时陌生又熟悉的场景，被摄影机搬上了大银幕，
没有刻意的表现，没有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只是一个个平庸，
却闪耀着生活的光辉的小片断，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孩
子们的世界!

台下的孩子们对这部影片也是看得津津有味，当我听到小桃
的感叹声和欢笑声，我忽然发现，原来我真的并不了解我的
孩子!原来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所以，做为家长的我们，如果你有时间，也请你走进电影院，
走进小人国，去体会一下被我们遗失的童年，去感悟一下孩
子的世界，去审视一下自我的差距，相信看过这部影片，也
会给你带来一些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