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豆豆的读后感(精选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豆豆的读后感篇一

《窗边的小豆豆》畅销多年，那个在故事中有问题的孩子，
在正确的引导下一步步变得更好，而文中那个巴学园也从此
被人熟知，甚至在中国有人实践着巴学园的教育理念，我们
也希望孩子能够都有这样的一所学校，有懂他的老师，帮助
他在人生道路上健康成长，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学业压力，
以考试成绩为指挥棒的学校，正在把一个个孩子带向“未
知”的方向。

当我们在关心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地
区的孩子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些电
视纪录片上记录的那样，在饥饿、疾病、战争、等威胁下，
只求保住基本的生命，真的很痛心。作者黑柳彻子的《小豆
豆和小豆豆们》是她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之后，
亲自到世界各地走过之后，呈现给读者儿童生存“惨状”。

读到第一部分非洲坦桑尼亚，读着读着我都读不下去的难受，
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因为饥饿和疾病甚至连话都不会说，
面无表情，甚至没有力气驱赶停留在身上的苍蝇……但他们
通过挖坑取到泥水之后还知道从年龄小的孩子喝……黑柳彻
子以她亲身经历的细节，向读者真实呈现了“小豆豆们”的
悲惨人生，然后回国通过她个人的影响力募集捐款。

黑柳彻子还访问了尼日尔、印度、莫桑比克、苏丹、伊拉克



等地，看望了各种生存惨状中的孩子们，他们有的因为战争
痛失亲人、有的因为疾病备受折磨、有的因为饥饿无法存活、
有的即便小小年纪也要去当兵……种种我们无法经历和看到的
“怪”现象发生在小豆豆们的身上，他们那么小却要承受本
不该这个年纪承受的东西，相比之下，我们的孩子真是太幸
福了，至少在外界的物质层面上，远比这些小豆豆们幸福。

然而，我们还记得《窗边的小豆豆》中的那个小豆豆，他因
为进了巴学园，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了“富足”，真的是幸
福之至。再看看作者笔下这些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无法保障
的小豆豆们，真的内心难以平静。他们在天真无邪的年龄本
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快乐健康长大，但是因为现实的种
种原因，他们在小小年纪就承受着各种无法承受之重，
让“小豆豆”无法像正常的豆子那样发芽成长。

豆豆的读后感篇二

看了这个书名，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但是，如果你看过
《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就一定知道日本的亲善大使——黑
柳彻子在《窗边的小豆豆》里写到过，因为在日语中“彻
子”和“豆豆”很像，别人唤她“彻子”，她却把“彻子”
听成了“豆豆”。而在这本书里主要讲的是非洲孩子的事情，
而被非洲广泛使用的斯瓦希里语中，孩子就叫“豆豆”。
《小豆豆与小豆豆们》的书名就是由此而来的，巧合吧! 这
本书所写的都是黑柳彻子在访问过的国家里给她留下深刻印
象的事情，她历经20xx年，遍访了坦桑尼亚、尼日尔、印度、
莫桑比克等14个国家。这14个国家的孩子都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

坦桑尼亚的孩子不会说话，因为营养失调而引起的大脑智障
使得他们只会说“基—庸，基—庸”的叫。

在尼日尔，水井就是生命，在那里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4毫米，
我们这里的一场雨就是每小时70毫米。在印度，很多的人都



被破伤风夺取了生命。

这些地方的孩子因为祖国常年的战争，到处都是地雷，甚至
连安全的厕所都找不到!因为战争，使得这些孩子亲眼看见自
己的父亲被杀，母亲被强暴，自己也变成了残疾人，但是，
这些饱受饥饿与贫穷折磨的孩子却始终怀揣着希望，憧憬着
幸福......

或许你们认为是战争使孩子有了这些痛苦的回忆，但是他们
却认为“是我不好，做了爸爸妈妈说的'不该做'的事。”

孩子都懂得这样，但中国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中，好像从来
都没有人说一句”是我不好。“

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互相憎恨，而是为了互相爱护，
互相珍惜，不是么?你们想过没有，国家的战争，大人的战争，
受伤的永远都只是孩子!

豆豆的读后感篇三

儿童，是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儿童，是个憧憬的名字，儿童，
是个属于未来的名字。《小豆豆和小豆豆们》这本书，就与
儿童有关。主要讲了作者到各个贫困地区和战区访问的故事。
在贫困地区，因营养失调而骨瘦如柴的儿童不计其数。有的
甚至全身骨头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难民营里的儿童连哭
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们的手上全是皱纹，简直就像老人的
手……战区的儿童更惨，反政府武装把和谐的国家搅得像一
团糨糊。他们杀害男人，强暴女人，甚至强迫女人扔掉手中
的孩子，并用刀砍去孩子的头或四肢，还把儿童当成“靶
子”。战后，“枯叶剂”让女人生出畸形婴儿，战争残留的
哑弹时不时地夺去儿童的生命……可见，在那些地方的儿童，
生活是多么残酷！

我看着看着，感慨万千：他们的生活在我眼里简直就像是在



地狱里一样。我家是用钢筋水泥砌成的，干净又坚固。而他
们的“家”呢，有的是用树枝和破布搭成的，有的是用泥巴
糊成的，甚至有的是用垃圾堆成的……我的身体很健康，他
们却个个骨瘦如柴，经常因为一些可怕的疾病而丧命。我能
上很好的学校，他们却因为没钱而辍学，有的幸运儿可以上
学，但是，一天仅仅只能上两三个小时的课，而且小学生和
中学生挤在一起上课……可见，我的生活在他们眼里简直就
像是在天堂里一样。他们每天还要去离家十五公里的水潭打
水，那些水可不是一些好水，而是一些泥水。孩子们先在这
儿喝一点，再把装满水的罐子带回家。可见，他们是多么得
能干！而我呢，整天吃喝玩乐，还要把垃圾丢在垃圾桶的外
面，甚至会把衣服越叠越乱……可见，我的生活自理能力很
差。

这本书让我感到十分震撼，也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生活自理
能力很差，我一定要趁现在的大好时光，努力多学一点生活
技能，成为社会上的生存强者。

豆豆的读后感篇四

在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习中，我拜读了日本着名作家黑柳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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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的读后感篇五

这段时刻，我读了一本十分搞笑的书——日本着名作家黑柳
彻子写的《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小豆豆在上
小学时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小豆豆因淘气被原来的学校退学后，来到一个名叫“巴学
园”的学校学习，在小林老师的爱护和引导下，“怪怪”的
小豆豆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喜爱的孩子。

小豆豆其实是一个天真、活泼、善良、机灵的小姑娘，她经
常有很多个性的想法，也会做一些在平常人眼中认为不可思
议的事。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的“放回原处”这
一篇。它讲了每次上完厕所后，小豆豆总喜爱往下方看一看，
这一次，小豆豆往下看时把宝贝钱包掉了进去，这可急坏了
小豆豆。于是，小豆豆掏起了粪便，小林校长看见这个情景，
问明原因后就像平时散步一样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校长又走来笑眯眯地问小豆豆找到了没有，还
亲切地叫她要把粪便放回原处。描写风景优美的句子 读到那
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小林校长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校长啊！

他看到小豆豆做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没有批评她，还很巧妙



地提醒小豆豆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职
责。”书中的小林校长还是一个明白孩子、热爱孩子的人，
他对小豆豆所做的那些不一样寻常的事情，都能宽容以待。

我真期望能跟小豆豆一样，去一所“巴学园”学习。正因巴
学园是一个快乐、自由的学校，教室是一辆辆旧电车，在那
里，想上什么课就能够上什么课，还能够自己选座位和同桌。
上午的课上完后，便能够去散步、做实验、到图书室看
书……能够尽情地玩耍，同学之间是那么的亲近、团结。

我很喜爱《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期望自己能和小豆豆一
样，在一个快乐、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豆豆的读后感篇六

我推荐《窗边的小豆豆》给大家，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当代
著名作家黑柳彻子写的。

《窗边的小豆豆》是讲黑柳彻子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事，书上
的主人公是小豆豆，小豆豆有一条小狗叫洛基，小狗有灵性，
很温顺。她们是一对好朋友。

《窗边的小豆豆》讲了小豆豆一年级就被迫退学，因为她上
课时总是开关抽屉，老是发出巨大的响声，搞得老师无法上
课，同学们也无法听课，一节课重复这样的动作有一百多次；
有时又跟教室外面的小燕子说话；有时又跟窗外的宣传艺人
打招呼，还把班上的全体同学都叫到窗口去看。老师实在拿
她没办法，就只好让她退了学。

退了学的小豆豆来到了新学校――巴学园。那里有一名非常
宽容的小林宗作校长，在巴学园小朋友想干什么都行，只要
你能把做的事从一而终做好就行了。比如有一次，小豆豆怀
疑她的钱包掉进了厕所槽里，她就用勺子把屎一勺一勺的挖
出来，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钱包，结果挖出来的屎堆成了一



个小山，钱包还是没找到。校长看见了，并没有批评他，只
是说：“你把挖出来的屎放回去就行了。”

我觉得小豆豆有无穷无尽的疑问，有无穷无尽的想法；小林
宗作校长让我佩服，佩服他教育小孩的耐心和理解小朋友的
想法；巴学园的环境非常适合小朋友的成长，令人非常向往。
不信，你就买来看一看，相信你一定会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