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精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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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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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篇一

《窗边的小豆豆》是日本著名作家，著名节目主持人，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黑柳彻子的代表作，记录了她上小学
时的一段生活。当我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我被书中的主人公
小豆豆天真，善良，纯洁，自然的行为和语言所打动，没有
华丽的词藻，没有跌宕的情节，没有刻意的遮掩，没有有色
的褒贬，作者平实朴素的文风，小豆豆随心所欲的流露，巴
学园里亲切，随和的教学方式使这里的孩子们度过了人生最
美好的时光。

作为教师，面对小林宗作先生，我感到惭愧。他的教育孩子
的方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的。作为读者，读
完全部内容，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了那些老师，
同学，朋友。看着背着沉重的书包去读书的孩子们，我们每
个人都会庆幸小豆豆遇到了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师，而我们，
真的也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怎样
的成长环境。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表现了
人性中最真的最无机心的纯净的东西。看着小豆豆的行为，
听着小林校长的话，我们的心会安静下来。每一个孩子出生
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而每一个父母都是疼爱自己的孩子
的，不管他是健全的还是有残疾的，都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



够接受到最平等的最有效的教育。如果良好的家庭环境和良
好的学校环境互相配合，我相信每个孩子都能健康的成长，
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健康。而小豆豆无疑是幸运的，
她有一对最好的父母，她遇见了影响她一生的最好的老师。
她就像一株普通的小苗，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茁壮的成长着。
是小林宗作先生给了她最适宜的土壤。

当小豆豆拿着一片树皮叫每一个人去尝一尝是不是有苦的滋
味的时候，她多么希望没人说是苦的，她叫她的小狗来尝，
她甚至叫路边的野狗去尝一尝，她认为那是一片健康树皮，
如果谁尝过之后觉出了苦就证明谁生病了，结果真的是每个
人都摇头说根本不苦。小豆豆是多么开心啊，大家全都这么
健康。而校长先生知道那本来就是一片不苦的树皮。这个善
良的小女孩真的让我的心为之一动，是巴学园本色的教育方
式让小豆豆或者说让人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

这部小说之所以畅销我觉得另一个原因就是小林宗作先生的
教育观念。他的愿望就是办一所理想的自己的小学。于是他
用个人财产创办了“巴学园”。他的教育方针就是他自己说的
“无论哪个孩子，在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着优良的品质。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影响，有来自周围的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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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让他们得以发扬
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他经常带着孩子们
到大自然中去学习各种知识，掌握自然的节奏和韵律，希望
孩子们尽可能的保持自然的性格。

在小林先生的眼里，孩子们就是自然的产物，所以对于那些
身体有残疾的孩子，他总是想尽办法来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
保护他们小小的自尊心不受到伤害。他不会阻止孩子们做一
些危险的事情，他也不会要求孩子们刻意的去做什么事情，
他总是努力的寻找一些可以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和愿意接受
的方式去引导他们。他的教育观念我知道是很多家长和同学
们渴望的，所以大家都希望能有小豆豆那么幸运，我也是。



我希望我们教育改革的力度再加大一些，教育机制仍需要不
断的完善。作为教育工作者，我看过这部书之后也在反思自
己的言行是否远离了教育的方向。

总之这是一部能发人深思的作品，当你和小豆豆一起回忆起
自己的童年的时候，一定会不由自主的露出笑容，因为那时
你或许是和小豆豆一样的女孩子。而我们总是对自己的童年
怀有一份无法抛弃的怀念，就象人类的童年时期，虽然幼稚，
虽然简单，却单纯如出水芙蓉，毫不讳饰。这也正是这部作
品跨越年龄界限，国别界限，一再畅销的原因，因为它写出
了人类共有的本性，比如善良和人的主体意识。

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篇二

巴学园—儿童教育的乌托邦！

大门是两棵活树，教室是电车教室，多么特别的学校阿；没
有固定的座位安排，学生可以从最喜欢的科目开始自习，从
未听闻过的上课方式；校长先生要求同学们带来“海的味道，
山的味道”的饭盒，在吃饭之前唱“好好嚼阿…”，在吃饭
时会有一名孩子站在中间将故事，欢快的吃饭时间；暑假，
学生们亲自在礼堂里支起帐篷的。

1.“先生整整听小豆豆说了四个小时的话”

2.“无论什么样的身体，都是美丽的”

3.“请让孩子们穿上最差的衣服到学校来吧”

4.“一定要尊重女孩，爱护女孩”

5.“校长先生在开运动会的时候，特意设计了适合高桥君的
项目，让他可以取得好成绩；而且为了消除身体上有障碍的
孩子的自卑心理，先生让大家都不穿泳衣，一起到池子里游



泳。总之，为了使高桥君、泰明这样身体上有障碍的孩子能
够去除自卑心理，以及“我比别的孩子劣等”的想法，校长
先生尽了他能做到的种种努力”

6.“但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校长先生绝对不会把小豆
豆的爸爸妈妈请到学校来。别的孩子也一样，每当有这类事
情发生，都是在校长先生和学生之间解决”

7.“小豆豆，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8.“校长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与生俱
来的素质不被周围的大人损害，让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
光大”

小林先生，尊重孩子们，平等待人，无论男女；安排特别游
泳课和运动会，消除身患残疾孩子的自卑心理；献身于教育
事业，希望保留发扬孩子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

妈妈—温柔的化身

小豆豆妈妈深深爱着小豆豆并理解着她。遇到自己孩子被退
学这种情况，更多的父母可能会痛斥孩子，但小豆豆妈妈害
怕小豆豆会留下自卑的情结，没有告诉小豆豆是因为被退学
才转到巴学园上学的这一事实直到小豆豆成年。每当小豆豆
告诉妈妈长大后要成为宣传艺人、车站售票员、舞蹈家…妈
妈总是说“好啊”。妈妈尊重孩子的想法，而不是将自己对
孩子的期许强加于孩子身上，让他们成为自己眼中的理想孩
子。

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书中有好多我喜欢的
童年故事，如：野炊、我喜欢、图书馆等。而我最喜欢的是



的一篇是—校长先生。

文中的故事就像是一棵大树和一棵小草在对话，语言虽然有
点凌乱，但那才是不加修饰的童话：作者彻子也就是文中的
主人公小豆豆，在一年级因为太淘气而被退学，后来她到了
一所新的学校。故事就发生在第一次见到了新学校的校长先
生那一天的上午。豆豆很幸运，校长先生非常喜欢和他的学
生交流，就因为这样豆豆语无伦次的给校长讲了和她相关及
和她无关的好多话题，如：电车跑的太快了、原来上学的学
校里有燕子啦、妈妈说今天穿的衣服上的红花很土气啊、家
里有一条狗叫“洛基”会说谢谢啦……诸如此类。直到绞尽
脑汁，到最后实在想不出其他可以和校长说的话题才肯罢休。
可爱的校长很有耐心，饶有兴趣的听了足足的一个上午，四
个小时……。我在读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一张图画：和蔼可亲
的老校长，他有着温暖的大手和鼓励的眼神;天真烂漫的豆豆，
口无遮拦，滔滔不绝。

让我想想，其实我的身边也有像豆豆这样的小女孩，也是一
样的超级可爱。我的小表妹月月就是其中一个，整天叽叽喳
喳，没玩没了的讲话，经常眉飞色舞的为你讲解每一部她看
过的动画片;爱吃口香糖，可总是嚼着嚼着就把口香糖咽进肚
子里;每次我要回家她总是因为舍不得而哭红了眼，当然关于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虽然我们经常见面，但是我没有真正耐
心的听她讲讲她认为有趣的事情，总觉得和她一起玩不起来。
也许不是因为我不是她的校长，而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可能明天，也可能下一个周末，我愿意学学豆豆的校长，做
回一个好哥哥，走进小月月的内心世界，去和她一起感受她
的童年趣事。

其实，童年的趣事是开在路边的小花小草，当你走过时可能
并不经意。但如果你俯下身来，像豆豆的校长一样和他们一
起感受那些点点滴滴的惊喜和快乐，你会发现小花小草也有
芳香，她们叶子上滚动的露珠是那样的晶莹透亮，和她们在



一起的那种感觉很棒!

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篇四

暑假期间，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窗边的小豆豆》，令我印
象十分深刻。书中的小豆豆天真烂漫，调皮淘气。小豆豆的
爸爸妈妈非常疼爱她，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还怕她
因为退学而留下阴影。在新的学校里，她遇到了和和气气的
校长先生和鬼灵精怪的同学们。

我最喜欢书中的校长先生了，因为他懂得跟孩子们交朋友，
甚至还愿意听调皮可爱的小豆豆说四个小时的话，他还知道
怎么孩子交流，怎么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不会厌倦
学习。

令我最深刻的是校长先生说的“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因
为我觉得，可以在吃饭中学到知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小豆豆在新学校不仅学到了知识，还交到了许多朋友，她曾
帮助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同学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爬上高大的
树。

通过这一本书，我知道了：我们要好好孝敬父母、对待朋友
要真诚。

就在这个暑假，因为这本书，让我欢乐不已！

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篇五

“一日无书，百日荒芜。”爱读书是我们小学生吸收知识营
养的途径。

我在寒假里读了一本好书——《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讲



述了作者黑柳彻子上小学时的一段真实的故事。在小林校长
的爱护和引导下，一般人眼里“怪怪”的小豆豆逐渐变成了
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并奠定了她一生的基础。读了这
本书让我很感动。

最让我感动的是小林校长的教育方法。在放回原处一章中，
小豆豆心爱的钱包掉进了厕所里。为了找回钱包，她把厕所
掏口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大粪堆的像一座小山。小林校长
看见了，他并没有说：“太危险了！”或者“太脏
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干？！”的话。他只让小豆豆在找
完钱包后，把掏出来的大粪放回掏口里。

在生活中，我做得很多事情也经常被家长否定。比如，有一
天，我想下楼去取报纸。妈妈说：“你别去，一会儿我去取
就行了！”但我还是想去。妈妈又说：“不行，如果楼下有
人贩子怎么办？你要是被抓走了怎么办？”我说：“小区里
有监控，有保安的！”妈妈还是不同意，我多么希望妈妈能
向小林校长学习，放手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啊！

另外，巴学园运动会的奖品也很特殊，是牛蒡、大葱类的植
物。正当同学们都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小林校长说：“把你
们努力得来的奖品做成全家人晚饭的佳肴，肯定很好吃！”
而我们学校运动会的奖品是笔记本、书夹类的。我们学校的
奖品只能自己用，但巴学园的奖品可以和全家人分享！这体
现了巴学园同学们的团结和亲情！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长和校长要向小林校长学习，让孩子通
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人带来幸福和快乐！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我一定要多读好书！
读好书真快乐！



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篇六

在一个寒风凛凛的冬日里，我看了一本充满温暖和快乐的书，
它的名字叫《窗边的小豆豆》。

《窗边的小豆豆》是由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所著，书中讲述
了她上学时一段真实的故事。小豆豆因为在学校很调皮，上
课总是影响同学而被学校勒令退学。慈祥的妈妈没有责备小
豆豆，而是把她带到了一所新学校——巴学园。

巴学园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一共只有五十多名学生。教
室是由六辆废弃的电车车厢改造而成的。在这里，小豆豆没
有因为退学的事被拒之门外，学校不仅愉快地接纳了她，并
让她在巴学园里度了过她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快乐时光。

巴学园的小林校长，是一位有耐心、尊重学生、且十分懂得
呵护孩子天性的校长。他可以连续听小豆豆讲了四个小时的
话不打哈欠，听到精彩部分时，还会问“然后呢?”让小豆豆
感受到了尊重，同时也增加了对自己的信心。当小豆豆把粪
坑里的东西全捞出来堆成一座小山时，他只说了一句：“弄
完之后要放回去哦。”这一句话没有责备，只有理解。小林
校长还常常对小豆豆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虽然这是一
句十分简单的话，可它却一直是鼓舞着小豆豆前进的动力。

在这所不同于其它学校的学园里，上课没有固定的课程，所
有的学生可以从自己喜欢的课程开始学起，让学生们的兴趣
自由地发展出来。上午上课表现出色的同学，下午还可以自
由散步。学校一直以这种鼓励和自由的方式在教育着孩子们，
让孩子们不仅学到知识，还完整了心灵的成长。就在这样的
环境中，小豆豆从一个不听话的小豆豆变成了一个让大家都
接受的小豆豆。

巴学园是我们学生心中梦寐以求的学校，因为我们也向往着
自由的学习空间，希望能和老师和校长成为好朋友。期待有



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处处都是巴学园。

窗边的小豆豆每章读后感篇七

在读书月活动这段时间里，园长向我们推荐了两本书《窗边
的小豆豆》《斯宾塞的快乐教育》。我选择了《窗边的小豆
豆》这本书来读，每天利用晚上睡前半个小时来读，一边读
一边想象着。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在读的这
些文章中让我有了一些感触，因此将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

故事中一：讲述的小豆豆在之前的学校中，因为自己的好奇
心比较强、善于发现新鲜事物。对于自己的不一样，引来学
校对她的不满、不理解，导致被学校开除。

个人感悟：现在刚刚读到这里，在这里我特别佩服校长先生
对待每一位学生的耐心、细心、宽容、大度、和蔼，让每一
个与他交流过的人不由得喜欢他、他懂得利用每一个教育机
会，不放过任何一个漏点。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考虑孩子，为
孩子思考。

1、首先觉得小林校长在设置学校是就采用了与别人不一样的
环境创设，让人见了就别具一格，特别的喜欢。

2、他午餐中时利用“山的味道、海的味道”来引导幼儿了解
哪种是长在陆地上、哪种是长在海里的。

3、小林校长制定的“自由式”学习，他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
兴趣特点，来制定了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课程。觉得在自由式
的课程中，让孩子们学习到的知识更多，更加的受益，而不
是强迫的让孩子学习。

4、在面对小豆豆寻找自己的钱包时，将学校里弄得乱乱的，
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并没有生气、也没有责怪他，反而耐心的
对她说找完后要把它们统统的弄回去、弄干净。



5、在游泳池洗澡时他让孩子不穿泳衣增加彼此的感情，对于
不完美的东西同样也要喜欢，不歧视别人。

6、面对各种类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关心喜欢。

在读的过程中，想到自己身边也有像小豆豆这样喜欢探索、
好奇心比较强的孩子，可是面对他们一遍又一遍的询问、动
动这里动动那里、喜欢上这上那的孩子时，自己是怎样做的！
在上一节课时是否完全根据孩子的兴趣来上的呢！想象这些，
有时真的觉得亏欠孩子们的！在以后的时间中面对孩子的好
奇要多有一些耐心、爱心的来与他们交流、与他们沟通，制
作玩教具时从孩子的兴趣出发，让孩子喜欢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