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边的小豆豆读后感 名著窗边的小豆豆
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窗边的小豆豆读后感篇一

窗边的小豆豆是我们师生共读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主人公是
小豆豆，这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一个因淘气，一年级就
被退学了的孩子。这本书讲的是一所小学和在那里上学的小
豆豆的真实故事，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东京。

这本书非常吸引人，讲述的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微不足道的
小事，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一个一年级孩子的天真无邪。
这所学校也非同一般，它蕴含着校长先生所有的心血和汗水。
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是快乐的。但最后这所令人向往的学校
却消失在无情的战火之中。

这本书也告诉我们要珍惜现在美好的时光，当其他国家的孩
子正在战火中饱受折磨的时候，我们却在祖国妈妈的怀抱下
茁壮成长，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为祖国
的繁荣昌盛，献出自己的力量，共创祖国美好的明天。

窗边的小豆豆读后感篇二

自从我上了五年级后，就没有任何一本因内容精彩而使我整
天想得失魂落魄的书了。可是，妈妈却买了一本《窗边的小
豆豆》给我，我对这本书十分好奇，所以认认真真地看了一
遍。



《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讲述了在二战期间，有一个叫“小
豆豆”的小女孩在一个叫“巴学园”的学校里快乐上学的故
事——小豆豆因为调皮而在一年级就被退学，但就因为这个，
小豆豆辛运地来到了改变她一生的巴学园。在巴学园里，他
结实了许多新朋友：泰明、小林先生、阿泰;在巴学园里，他
学会了乐于助人，关爱他人;在巴学园里，她由一个“怪怪”
的小女孩经过小林先生的指导后变成了一个能让人接受的乖
小孩。

读完这本书后，我合上书，仔细回想一下书中的故事，我有
感而发：

既然在二战期间的小豆豆都能这么快乐、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小豆豆一样，开心地过好每一天呢?
原因只有一个：我们不够自信。

为什么我们不自信呢?就是因为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你
不断的失败，也不断的成功。然而失败却在你的脑海里留下
了阴影，使你不敢再面对挫折，信心也就自然的飘散了。

小豆豆乐观的人生态度使她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最后走向
成功。如果我这时问你：你是一只白天鹅吗?你可能会
说：“我还不够完美。”

那么，就让我们学习小豆豆乐观的生活态度，补充我们身上
未长成的'羽毛，从一只丑陋的小鸭，脱变成一着完美的天鹅
吧!

“心灵的完美，是努力得来的!”

窗边的小豆豆读后感篇三

拿到《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并没有感到新奇，因为早在几
年前家中就买到过这本书，只是没有来得及看就送给了别人，



起初买这本书是只是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很可爱---窗边的小豆
豆，也听说过这本书好像是写一个淘气的学生的故事，因此
在翻开书时并没有从头阅读，而是很随意的翻看了几个小故
事，没想到看之后便迫不及待的从头开始读了起来。

第一个看到的故事名字《小辫子》，讲述了小豆豆向往很久
才得以实现的愿望编一个三股的麻花辫上学后却早到了同学
大荣君的戏弄(拉着小辫子拽来拽去当吊环玩)，小豆子大哭
着去找校长告状，校长像平时一样弯下腰问："怎么啦?"然后
让小豆豆坐下，当看到小豆豆先检查自己的小辫子是不是完
好如初之后才告状，第一句话是："不要哭呀，你的辫子漂亮
极了。"只一句话，小豆豆的眼泪就一下停下来，高兴的
说："如果大荣君再这么哎呦地拉它，我也不会哭了。"然后
便和大家一起去玩了。正当她已忘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大
荣君跑过来道歉了："校长先生教训过我了，他说一定要尊重
女孩，爱护女孩。"这是大荣君在校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被校长教训的经历。

从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位慈祥、细心、公正的校长，他对
孩子们身上发生的.问题能用其温和而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来
解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放回原
处》《真是一个好孩子》《健康树皮》等。这些小事却真正
体现了小林校长的教育方针：无论哪个孩子，但他出世的时
候都具有优良品质，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影响，
有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也有来自成年人的影响，这些优良
的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要早早的发现这些优良的
品质，并让它们发扬广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

这些和我们平时所倡导的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并无限放大
无疑是一致的，关键是我们要有像校长一样足够的耐心(他初
次与小豆豆见面时竟然听小豆豆滔滔不绝的说了4个小时)去
观察、去倾听、去理解孩子们的行为，并时不时的给孩子正
面的评价：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呀！如果小豆豆没有进入巴学
园，没有见到小林先生，恐怕无论她做什么，都会被贴上坏



孩子的标签，被自卑心理所包围，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了。

通读全文后终于知道了《窗边的小豆豆》名字的真正由来，
小豆豆出生之前所有的人都以为会是男孩子，因此父母起名
为彻，但是出生后却是女孩子，父母非常喜欢起好的名字，
于是就在后面加了一个子，小豆豆的本名叫彻子，因日语发
音同淘淘，所以从小人们叫她小淘淘，但她总以为别人叫她
小豆豆,到后来所有人都叫她小豆豆了，而窗边更是有寓意的。
因为她转学前的一年级只要上课总是站在窗边，有时是自己
非要去，有时罚站，更可笑的是她站在窗边不是安安静静的
听讲，而是不断的向窗外的过往行人打招呼，有时还要求过
路的艺人为她表演节目，严重的影响了课堂秩序，这也是她
被老师强烈要求转学的只要原因之一。再加上作者开始写作
时正流行"窗边族"这个说法。这个词给人一种被排除在外围，
而非处于主体地位的感觉。当时我总是站在窗边等着宣传艺
人路过。而在第一所学校中，实际上，作者隐隐约约的总有
一种排斥感。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书名。

巴学园的教育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满足孩子的愿望和好奇心，
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决定。放开手，平等地和孩子对话和交流，
孩子处理问题的实际能力、创造力、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在这
一次次的理解和尊重中成熟。培养孩子的情商，不是一次次
的说教，不是一条条的守则，而是每一次的实践和潜移默化。
怎样将学园变乐园?为此，我们必须寓教于乐。教师作为乐园
的开拓者，用我们的爱心、智慧、毅力来支撑。在现实工作
中将每一堂课变得活泼和生动需要教育的宗旨：所有的教育
都是为孩子服务，要让孩子在快乐、自由中享受教育，没有
什么事比孩子的事更大；教育应该来源于生活，并生长于生
活中。将每一堂课变得活泼和生动更需要我们的智慧，我们
也需要毅力和决心将每一个活动落到实处，巴学园是一个乐
园，巴学园的故事不是一篇童话，一段传说，读完《窗边的
小豆豆》，我们需要的是思考、行动和实践，做个"有情"、"
有心"、"有志"的人，哺育我们美丽的砂子塘，我们可爱的小
豆豆们！



窗边的小豆豆读后感篇四

每个人都看过许许多多的书，我也不例外。我看的书就像海
洋里的珍珠一样多。这天，我就拿出一颗最美的珍珠和大家
一起来分享。

这颗珍珠就是《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十分好看，是日本
著名作家黑柳彻子写的。我最喜欢这本书中的小豆豆，她十
分的可爱、活泼、聪明。她凭自我的努力征得了校长、老师
和同学们的喜爱。

小豆豆的行为、表现令我又高兴、又无语、又感动。我喜欢
她，喜欢她的自信、喜欢她的活泼和无忧无虑。

她令我高兴是因为她的可爱。她能够在野炊时表现出色，能
够和校长一起谈话很久，还能够抒发自我的感情，我真为她
感到高兴。

她令我哭笑不得：是因为有一次放学回家，在路上她看见了
一堆沙子，便毫不犹豫的跳了上去，可没想到，那是一堆水
泥，她被陷在里面，出不来了，吓得她大喊救命，可大人们
都觉得她在开玩笑，就没有人去管她。直到小豆豆的妈妈等
着急后，出去找，才把小豆豆从那一堆水泥里给拖出来，这
可真让人哭笑不得呀！

她令我感动：是因为她能够为了朋友不惜一切代价。有一天，
泰明死了，小豆豆那颗永远都浮在上面的心也在这一刻沉重
的落了下来，她哭了，哭得很悲哀。看都那里，我的`眼睛也
湿润了，小豆豆，你太令我感动了。

看到那里，大家必须也都想看这本书吧！哈哈，同学们，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饥饿的人看到了面包；书是我们飞
向蓝天的翅膀；书是通向未来的桥梁。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在书的海洋中无限畅游吧！

窗边的小豆豆读后感篇五

在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习中，我拜读了日本著名作家黑柳彻
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书里讲述了作者上小学时真
实经历的故事。文中的“巴学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所反映的教育理念正是现在我们广大的教育者正在努力追
求的。无论是别具一格富有创意的学校环境，还是小林校长
与众不同的办学理念，以及学校尊重学生的教育行为，都值
得我们的教育者进行深入地反思！

写到这时不禁想起了女儿总对我说的一句话“妈妈您听我说
完”，是呀，我们经常教育孩子要善于倾听，我们为什么就
不能认真、专注地倾听孩子呢？成人的事情很重要，孩子那
些小事也是他们的全部，也很重要，尊重孩子，首先要学会
倾听孩子的讲话，巴学园的小林校长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

有创意的活动还很多，比如冒险呀、在礼堂里露营呀，运动
会的设置呀等等。教学安排也体现出了自主性。无论是学习
内容的选择、学习时间的安排，学习进度的把握，学生都有
很大的自主权，加上位置的不固定，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别
人合作学习。这点正和我接触的蒙氏教育不谋而合，在蒙氏
教育理念中，孩子们是在一个温馨的.环境里自由选择工作的，
学习的进度则是由孩子自身的能力决定的，在工作中孩子有
很多与同伴合作和像他人学习的机会，在蒙氏教育中教师只
是个观察者、引导者。

在《韵律操》一篇中，小林校长发现孩子们不能接受时，他
这样说到：“哎！这样教。孩子们是不会的。”于是他从孩
子的角度出发，把《韵律操》的节拍进行了创编，让孩子们
听着音乐的节拍做各种夸张的动作，二拍、三拍、四拍的动
作都不一样，当孩子们都学会后小林校长还让孩子们学会挑



战难度，听快节拍做慢动作等等。这样看似难教的韵律操就
在轻松地学习氛围中被孩子们学会了。

我常想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幼儿老师也难免遇到难教的课，如
果我们不按照所写的教学计划去生搬硬套都像小林校长那样
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怎样教才能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些？
或者说在备课时就时常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还怕打造不
出高效课堂吗？小林校长总对幼儿园的老师说：“不要把孩
子们束缚在老师计划中，而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孩子们
的梦想比老师的计划，更要大的多。”我觉得这句话直到现
在都很适用于每位幼儿教师。

小林宗作先生的教育理念是：教育是自然的教育。自然的教
育，就要让教育回到自然中。孩子的成长，教育的发展，都
是在大自然中形成的，如果把孩子封闭起来，孩子就不可能
健康地成长、自然地成长。在小林校长的观念中：每天的散
步是教育，在礼堂里吃“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也是教
育；让孩子在晚上看“新来的电车”是教育，露营、走夜路
试胆量也是教育；运动会是教育，茶话会是教育，学种庄稼
也是教育；野炊是教育，到医院慰问受伤的军人是教育，参
加同学的葬礼也是教育。总之，要让孩子到大自然中去，要
让孩子在阳光下、空气中、社会上成长，这是自然的成长、
健康的成长。

我深深的感到小林校长以爱心、耐心为基础，在平凡中创造
了教育奇迹。如果我们幼儿教育工作者都立足于平凡，在与
幼儿的日常相处中传递我们的爱，用足够的耐心和恒心去面
对孩子们，相信我们的幼儿也会如书中的孩子们一样，在快
乐中学习成长，成为一个个“优秀的小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