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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邊的小荳荳》

作者简介

黑柳徹子
生於東京利乃木(土反)，父親為音樂家。從東洋音樂學校畢業後，考進NHK廣播劇團，除了參加廣播
劇也主持電視節目，忙得不亦樂乎。1981年出版《窗邊的小荳荳》，成為受歡迎的暢銷書，現已被翻
譯成三十五國的文字，1983年擔任聯合國兒童親善大使，現仍在其工作崗位上活躍。
《窗邊的小荳荳》在日本推出之後，短期內造成六百萬冊以上的銷暢記錄！引起所有的評論家與讀者
一陣大騷動，朝日新聞更以「小荳荳的併發症」為題，探討本書所帶來一連串的震撼與影響⋯⋯
小荳荳這個小女孩以那片純稚的童心，投入巴氏校園以後，所引起的種種生活、教育問題⋯⋯是值得
每個為人父母者、教育人士與社會大眾去關心的⋯⋯
本書最深具魅力的是，文詞流暢，介於詩與散文之間的優雅，正如同一位高中女生的來信，她說：想
不到有如此溫柔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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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邊的小荳荳》

精彩短评

1、　　没有提示，我已经记不太清这本书里发生了什么了；却记得，那个因为小豆豆的叙述而不再
寂寞的我，那些憧憬着巴学园的时光，还有那个从我手里借走了这本书，看完后拍拍我说‘你就像书
里这个小豆豆’的老师。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长大后，仍然可以使用孩子的口吻回忆和叙述在巴学
园里的故事，可以一笔一笔描绘出巴学园经历的高高低低，并且灌输到这么些看了这本书的孩子心里
。幸运的除了彻子，还有有幸在童年时期就接触了这本书的我们，能够在尚不经世事的时候用一双善
良的眼看这一遍个世界。
　　
　　我相信每一个用心读过&lt;窗边的小豆豆&gt;的孩子都不会成长为太坏的人，因为我们曾经被巴学
园爱过，并且都一心等着它再一次建起。
2、回杨哈哈溜来溜去 ：没错，这正是我想说的，窗边的小豆豆这么久远的一本书，到现在还诱惑无
穷，未来还将如此，本身就是教育原地踏步的一种表现，什么时候我们看小豆豆觉得很亲切很平常，
那就是真的做到位了
3、　　
　　    大家都知道《窗边的小豆豆》描绘了一个何等让人羡慕的世外桃源，可假如《窗边的小豆豆》
发生在“我们这地儿”，按照社会的正常逻辑发展会是什么样？
　　
　　    小豆豆因为上课调皮捣蛋，站在教室窗户边扯着嗓子高喊“化妆广告宣传员叔叔”而被任课老
师铁青着脸给予罚站处分，并上报校长，最后的结局同样是开除，从结果上看，貌似和文章中并没有
太大的区别。
　　
　　    忧心忡忡的妈妈带着没心没肺的小豆豆乘电车去寻找能接纳小豆豆的新学校，在电车站，小豆
豆满脸不舍的攥着自己的车票不愿意交出，“妈妈我长大以后想当检票员，这样就可以收集所有人的
车票了！”而换来的是妈妈拧着眉毛毫不留情的经典训斥：“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就真的只能当检票
员了，你看看这些检票的、扫地的、理发的，都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只能做这个，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
　　
　　    在小豆豆的“检票员梦”如刚吹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之后，电车也在传说中的“巴学园”门口
停下来，妈妈怀着“最后一根稻草”的心态半信半疑的将小豆豆拜托给小林校长关照，并按照惯例塞
了个大大的红包，尽管校长坚持不收，但是妈妈认为这个社会还有不收红包的学校？是嫌我的红包不
够大看不上？要是他不收红包我怎么敢放心相信他会照看我的女儿？这年头哪个学校不收择校费的啊
？这不合逻辑⋯⋯
　　
　　    终于解决了红包问题，小豆豆也顺利入学，不放心的妈妈跟在女儿后面，偷偷的从窗户口观望
：“天哪！这是什么学校？”
　　
　　    只见教室里面乱哄哄的，根本没有没点课堂该有的样子：老师压根没有课程表，学生想上什么
课上什么课。前排的学生在玩酒精灯上化学课，后排的学生在写语文作文，边上还有几个在大声背九
九乘法口诀表的，这不是胡闹嘛？一点规矩没有，怎能读得进书？不行，得联络其他家长一起联名抗
议！
　　
　　    在校长室被二十几个家长围堵得苍蝇也插翅难飞五六个小时之后，坚定的致力于新式教育培训
的小林校长也被磨怕了，其中一个家长是市教育局的副局长，扬言不好好上课就取消学校今后的教育
经费拨款；另一个家长是校长家七大姑八大姨的远方外甥的舅舅的表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校长攀
交情，大打亲情牌；现场叫得最响得是一个拿着山寨苹果手机狂拍的大叔，自称混迹网络数年，在天
涯猫扑窝窝吧都有无数粉丝，如果校长还是我行我素拒不悔改，那就把这里的一切扭曲行径放到网络
上曝光，帖子名字都想好了——《救救孩子——史上最奇葩的垃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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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邊的小荳荳》

　　    迫于各方压力，小林校长终于在半脱水状态下答应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家长们才拂袖离去，孩
子们终于能端端正正一丝不苟的坐在课桌前，全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只有老师清朗的授课声，伴
随着教鞭的噼啪声回荡在教室里，一如其他千千万万所学校一样。
　　
　　    家长们最不待见的就是自然课，本来就没什么用的一门副课，小升初又不考自然，随便上上就
好了，搞什么幺蛾子，居然让一个郊区种地的农民来上课，这不是开玩笑吗？农民有教师证吗？如果
说一个压根没有授业资格的人来上课已经让家长们很不满了，那么课堂上发生的一切更是让家长抓狂
：我家宝贝女儿我都舍不得让她洗碗，你们居然让她摸锄头种地？磨出茧子来怎么办？还有那条小蛇
是怎么回事，明知道农田里有蛇，学校为什么还要学生去除草？就算小蛇没有毒，学校也是大大的失
职，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而小豆豆的妈妈终于在掏粪事件中爆发了：小豆豆的钱包掉进粪坑里了，校长居然任凭这样瘦
弱的一个小女孩拿着粪勺去掏粪？你都不知道帮帮她吗？这种人怎么能作校长？怒火中烧的豆豆妈纠
集了一群早有不满家长再次围堵校长室，可怜的小林校长再一次讲得口干舌燥即将脱水⋯⋯
　　
　　    经过数次交涉冲突，家长们一致认为这所不靠谱的电车学校的种种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学生的不
负责任，这里根本看不到基本的课堂秩序，根本没有应试教育应有的题海战术，开设的那么多自然课
音乐课完全对小升初的升学考试毫无帮助，校长身为学科带头人，不去钻研题库却对旋律课感兴趣，
还要求学生“穿最差的衣服来学校”，自家宝贝子女穿最差的衣服？咱家丢不起这个人！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家长们纷纷办理转校手续，巴学园成了空学园，孩子们重新回到普通学校
，循规蹈矩的学习应试知识，罗圈腿的残疾孩子泰明同学继续在班上被所有人嘲笑为“三寸丁武大郎
”；在礼堂里自称“我没有故事”的大嗓门孩子继续在新的班级里毫无存在感；小豆豆继续不断地转
学，随着年龄的增大渐渐懂事，人也越来越沉默寡言，有时候发呆能发一天⋯⋯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理
解什么是真。不会感动，也无法充满激情。在被社会规矩、填鸭式应试教育如提线木偶般操纵了整个
学生生涯时，《窗边的小豆豆》让人眼前一亮，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本真，什么是上学的乐趣，什么
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教育。小豆豆能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她所反映的，正是我们内心深处渴望而又不
可及的理想，真正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而那些我们记忆中童年时期调皮捣蛋的小同学
们，他们本来也有机会成为小豆豆一般的人，奈何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小豆豆的经历，只能让现在
的孩子们徒留羡慕，然后重新一头扎进升学考试的题海试卷中⋯⋯ 
　　
4、　　 《窗边的小豆豆》真实地记录了作者黑柳彻子小时的故事。
　　小豆豆是一个天灾无邪，充满好奇，甚至还有点顽皮的小孩。正是由于她的顽皮，才被第一所学
校开除了。但当她来到巴学园后，巴学园校长带给她的一切，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她
成为联合国儿童亲善大使第一个亚洲人。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林宗作先生。我想没有哪个大人愿意花上4个小时的时间听一个小
女孩唠叨吧。正是这次对话，才使小豆豆对校长有了很深的信任。他有一个最根本的优点，他是一个
真正爱孩子、了解孩子的人。能任由小豆豆自己去做想做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林宗作校
长喜欢鼓励、赞赏孩子们。他总是对调皮的小豆豆说：“你真是个好孩子!”正是这句话，让天真无邪
的小豆豆有了后来的成就。
5、　　我很庆幸在孩子尚幼小的时候我读到了这本书。
　　这本书让我深刻的领悟了，对孩子的爱就是孩子本身，而不是附加条件的，不是因为他聪明，他
可爱，他学习好而爱；也不要因为他调皮、不讲卫生、不听话而厌恶，孩子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自
己的情绪和脾气，我们要给予的应当是无条件的爱，就只关于他，而不能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就为之情
绪化。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读过这样的书之前，我有豆豆这样的一个淘气女儿，在我的手里，她长大后会
怎么样？估计很难摆脱自卑的阴影吧，因为连妈妈都会常常绝望，觉得女儿怎么这样的讨厌？妈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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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她，她如何能健康成长？我恐怕会迫不及待的给她贴上“坏小孩”的标签，而不是用鼓励养育她
成长。
　　豆豆的妈妈真是个温柔而又坚强值得学习的好妈妈。
　　现在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做错事因为不懂礼貌不喊叔叔阿姨，父母大声训斥甚至动手，厌
恶的表情溢于言表，又因为某次成绩好而和颜悦色，其实让幼小的心灵很受伤，觉得他们不爱我，只
是爱一些我们所为之的事情。
　　
　　小林校长的话要牢记：
　　————“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生的时候，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很
多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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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让他们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
　　
　　这以后，我 也要这样的爱着孩子。
6、写挺好的，读了有两个感触：
    1、夏山学校创立于1921年，巴学园存在的时间是1937~1945，但描写这两所学校的书却流传到几十
年后的现在依然被视作经典。这可以说明儿童教育领域不仅没有在推广正确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
理论，连“推广正确做法”都还远远没有做到。你的帖子让我体会到要在教育上做点改变会面对多大
的阻碍，毕竟牵涉的人员太多太杂了。
    2、看到小林先生那句“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
，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深受触动。因为我自己基本就是这么个人。在北京的第一年2010现在
完全回忆不起来了，甚至到2011年我开始发现北京的秋天那么美的时候还诧异为什么第一年没有感受
到（但后来2012、2013的美又感受不到了）。现在读儿童教育的书，同时也像是自己分裂出一个人格
来自我完善。勉励自己，最糟的时候刚过去，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进步 ：）
7、　　以前略过一本书，书名前三个字也是“窗边的”，似乎记述的是一颗豌豆的成长。看到《窗
边的小豆豆》，不由得和印象中的那本书联系在了一起。抱着把略过的书看完的心态，挑选了这本书
。看着书封，瞄到“黑柳彻子”的名字，隐约觉得这本书与记忆中的书不一样。却又冲着“日本销量
第一的书”的宣传语，决定耐着性子读读这本书。
　　
　　原来，这是一个巴学园毕业生的回忆录。她的名字叫小豆豆。一个因为好奇、探究而被原小学劝
退的小女生，在巴学园度过了快乐无比、妙趣横生的童年。在日本，巴学园曾真实地存在过，由小林
宗作先生于战前创立。那里的校舍不是钢筋混泥土建成，而是掩映在绿林里的、改装过的一辆辆电车
。在电车一样的教室里上课，每天可以按自己的心情挑选座位；可以从老师罗列在黑板上的任务中挑
选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项，开始一天的学习；可以在校园里拥有一棵自己的树。这样的学校，想必没有
一个小孩会不喜欢。像小豆豆一样，一定会在放学回到家后，充满希望地期待第二天再次去到学校。
　　
　　最特别的，在巴学园，孩子们都依着自己的天性成长着。就像校长小林宗作所描述的，每一个刚
出生的孩子，都具有很好的品质，然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这些好的品质会被损害；教育就是要尽早
发现孩子好的品质并将它们发扬光大。小林先生还特别强调孩子与大自然亲近，而不仅仅是强调语言
文字的效力。
　　
　　小豆豆有幸进入了巴学园，避免了在一般普通小学里可能让自己一生背负阴影的遭遇。她还应该
庆幸自己有一位和善、耐心的母亲。母亲对小豆豆隐瞒了退学这件事，而只是告诉小豆豆需要还一所
学校，保护了小孩子敏感易伤的心。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像小豆豆一样幸运，进入一所有趣的学校；希望自己像小豆豆的妈妈
一样有耐心和爱心陪伴孩子成长；希望小豆豆拥有一个美好的、值得一生回味受益的童年。何不就给
宝贝取小名为豆豆呢？
　　
　　嗯，宝贝，让我叫你豆豆，让我陪你快乐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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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读了前面部分，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作者黑明彻子的真实
经历。
　　书中的小学恐怕是难以在中国的体制和环境下存在的，不过校长的教学理念和原则是值得学习和
借鉴的。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最原始的学习环境始终是父母创造的。
9、　　读完《窗边的小豆豆》，掩卷沉思，思绪飞扬，感概良多。如果不是为了完成教育学作业，
我可能不会去看这样一本“儿童读物”，因而也就可能会错过这样一本好书，少一次心灵的涤荡。庆
幸的是我到底还是看完了这本书，书中最为使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活泼可爱古灵精怪的小豆豆，而是她
在巴学园里的校长小林淙作先生，因为小林淙作先生的教学教育风格充盈着高度的人本关怀，洋溢着
对弱势群体、特殊群体无限的关爱，使他们能健康茁壮成长。抱着这样一种急于与他人分享自己从小
林先生身上学到的各种人本教育理念的心情，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小林淙作校长关爱学生，十分尊重学生，并且平等对待学生，以宽容的胸怀去包容学生的错误。
他的教育理念是：“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会受
到很多影响，有来自周围环境的，也有来自成人的影响，这些优良的品质可能受到损害。所以，我们
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品质，并让他们得以发扬光大，把孩子成为富有个性的人。”于是，在巴学园
里，他践行了这些与众不同的人本教育理念。
　　一、倾听
　　
　　小林淙作校长是一个擅于倾听的好校长。被其他学校开除的小豆豆第一次来到了巴学园，第一次
见小林淙作校长，校长先生就把椅子拉到小豆豆跟前，面对着小豆豆坐下来，说：“好了，你跟我说
说话吧，说什么都行，把你想说的话全部说给老师听。”这时的小豆豆开心极了，立刻开始说起来。
说话的顺序、说话的方式，都有点乱七八糟的，但她拼命地说着，一件件地说起来。在整整四个小时
的时光里，校长倾听小豆豆的谈话一次也没有打哈欠，一次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像小豆豆那
样，向前探着身体，专注地听着。并且校长先生边听边笑着，点着头，有时候还问“后来呢”，小豆
豆越发开心说个没完没了。这种谈话对小豆豆来说，无论是之前，还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大人这么
认真地听小豆豆说话了。让有一种被另眼相看、被排斥的小豆豆觉得和这所学校的校长在一起的时候
，非常安心、非常温暖，心情好极了。于是就有了她第一次见到校长时的感受：“能永远和这个人在
一起就好了。”教育是雕塑心灵的艺术，真正的教育是从心与心的对话开始的，倾听就是一颗心感受
另一颗心的跳动，是一种爱去共鸣另一种爱的真情。仅仅一次倾听，能让小豆豆发出由衷的愿望：“
能永远和这个人在一起就好了。”拉近了小豆豆和老师之间的距离，使得小豆豆马上喜欢上了老师，
喜欢上了这所学校；仅仅一次倾听，让校长了解了小豆豆的家庭背景、性格、爱好和过去，当然也知
道了应该为小豆豆提供怎样的合适的教育。
　　小林淙作校长，一位优秀的校长，一位优秀的教师，放弃身为校长的架子，俯下身体，蹲下步子
，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教育孩子，用倾听走进孩子的心灵，让孩子的悲欢在他的心中流淌，让孩子的喜
怒在他的脸上呈现，与孩子一起分享快乐，一起分担忧愁，让孩子自由、快乐、幸福；让孩子喜欢老
师，喜欢上学。
　　可见，倾听，一方面可以让教育者了解孩子便于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得到了孩子信任与尊重，有
利于进行接下来的教育工作。
　　二、博爱
　　
　　小林淙作校长以自身博大的胸怀关爱着巴学园的孩子们。无论是身体健全的孩子如小豆豆，还是
身体上有些与众不同的特殊弱势群体，他都施以平等的尊重和关怀。这就是博爱精神。
　　他总是这样说：“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无论做什么，大家都是一样的。”对每个孩子，他都怀
有深厚的感情。巴学园有一个永远长不高、身材矮小的高桥君，为了让高桥君获得“我与其他人一样
”的自信，小林校长特意在学校运动会设计了好几个项目，在这些项目里，高桥君永远能拿到冠军。
这些难忘的经历，可想而知，给这个身体残疾的孩子带来多大的鼓舞。正是有了这种博爱精神，才使
得后来高桥君没有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而怀有自卑的心理，这种富有魅力的性格为高桥君在工作上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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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拔萃奠定了基础。可惜，目前很多教育者却难于做到这一点，记得有一些次上课，老师还放了一个
“争取弱智”的视频给我们看，讲的是某些老师因为某些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就把他们称之为“弱智”
，只为升学时不计入班平均分，对仅仅学习不好的人他们就可以以弱智称之，更别说真正的身体缺陷
者了。对像高桥君这样的学生，他们不但没有对这些弱势群体给予应有的关怀与照顾之外，却用极为
私利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对他们需要的帮助他们则不闻不问冷漠处之，使他们产生了悲观、孤独的心
理，为他们的成长增添了不健全的心理，无疑成了他快乐成长的绊脚石。
　　三、尊重
　　
　　尊重是人很重要的而一个品德，本来不必在教育中强调。只是，目前我们的现状是很多老师总是
摆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总觉得孩子该尊重自己，而自己却并没有做到尊重孩子，诸如随意辱骂学
生，不经学生同意翻查学生隐私等。
　　于此不同的是，书中的小林校长却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比如有一次，他看到小豆豆为了找钱包，
从厕所的掏口奋勇地往外掏东西，最后堆成了一座小山，校长没有说“，你都傻的，在干什么蠢事呢
，”，也没有说“，快停下太危险啦”，只说了一句“弄完以后，要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回去。”小豆
豆深深地感受到校长是很信任自己，把自己当作是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的。于是，到了最后，小
豆豆没让校长失望，做好了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
　　人们常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自尊心、自信心是孩子成长的精神支柱，是孩子向善的基石，
也是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凡是人都有自尊心，不要认为孩子小，就可以不尊重他们。孩子的自尊心
、自信心需要家长和老师去保护去尊重。如果老师有意或者无意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那么
孩子的心灵就会受到打击和摧残，就会失去向善发展的动力和精神支柱。不管什么情况下伤害或者诋
毁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愚蠢行为。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农民播错
了种子，只错过一季，家长如果播错了种子，就错过了孩子的一生。教育更是如此，你在教育的土壤
里播撒了什么种子，就会收获什么庄稼。要教育孩子，首先要尊重孩子。
　　四、赏识
　　
　　小林校长总是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孩子的。在他的眼中，孩子的任何想法都是允许的，孩子的任何
举动都是合理的。小林校长把豆豆跳入只盖着一层报纸的粪坑的举动视为她的淘气，把她因与好朋友
小狗洛基打闹而彼此伤了耳朵视作她的勇敢，把她那想当间谍的理想视作勇于冒险⋯⋯
　　但事实也是如此，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充满着新奇，充满着诱惑，
充满着探索，真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而我们的价值就在能把孩子的这种本真发掘出来并保持下
去，让他成为他自己。由此让我情不自禁对这个“头发稀疏，牙齿脱落“老人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小豆豆在巴学院感受到是一种成功与欢乐的情绪体验。在豆豆身上，小林校长倾注真情，用真心、善
意和语言去打动、感化、启发、诱导她，让她增强信心和勇气，让她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奋起直追，
最终使她成为生活和学习的强者。
　　小林校长让豆豆深深的感悟到了他发自内心的那份关心、爱护、尊重、信任、期望、赏识，从而
激发了她积极向上的热情，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小林校长正是以自身强大的人格魅力感染并造就了
后来的那个才华横溢、造诣颇深的作家、主持人、儿童亲善大使黑柳彻子。所以，我们师范生以后在
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应该以一种赏识的眼光、包容的心理去发现学生身上的美，不吝啬地对学生给予
赞美。
　　结语：
　　
　　小林淙作校长还主张让孩子们接近自然，体验大自然的无限乐趣。他还崇尚自由，让孩子们自由
学习，发挥孩子的特长，成为学习主人。这些创举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小林淙作校长
尊重每一个孩子，热爱每一个孩子，不论他聪明愚笨、贫穷富贵，甚至是个体长相特殊，都给予孩子
们应该有的关心和爱护。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些孩子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与其他
学生一样,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幸福地生活、愉快地学习、健康地成长。他的这种人本教育虽然因为历史
关系而无法继续施行，但对于曾在巴学园学习的小豆豆一批孩子，具有深远的影响。
　　孩子需要呵护，更需要倾听；孩子需要引领，更需要尊重。一个学生就是一本书，需要读，更需
要品，让我们像小林先生一样把懂得孩子、信任孩子、尊重孩子，让做一个以人为本的教育者作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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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永远为之努力与实现的教育梦想吧 ！
10、　　医院章丘开病假条【Ω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诊断证明医院章丘开病假条【Ω
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诊断证明医院章丘开病假条【Ω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诊断证明医院章
丘开病假条【Ω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诊断证明医院章丘开病假条【Ω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
诊断证明医院章丘开病假条【Ω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诊断证明医院章丘开病假条【Ω
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诊断证明医院章丘开病假条【ΩΩ:535982237】章丘医院开诊断证明
11、　　看这本书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事，兼职的时候，在店里吃饭，听店长闲聊，说道了他女儿的学
校要求集体订购，遂好奇心起，正巧学校图书馆又有书，便借了一本。温暖，有趣，童真，要是一定
要用几个词语来评论它，我想用这三个。三月的长沙，连续半个月都是阴雨绵绵，能静静地一个人在
某个角落，细细评读作者幼年时的有趣事能不让人感到温暖？细雨润无声，一篇又一篇的简短的稀松
平常的故事，让人真切的感受的到作者字里行间的情感，对恩师小林宗作的怀恋，对儿时与同班同学
的愉快时光的还原，无不让我动容。我尤其看重的是书中对人性的描写，简单真实，为了能让先天患
有小儿麻痹症高桥彰不有因为自己身体的先天缺陷而自卑，校长在校运会项目上的苦心设计，因为老
师“你也有尾巴吗？”的一句玩笑话而大动肝火，这些对小林宗作的简单刻画，无不让我对这位日本
早期的教育家的尊敬。阅后更多的是对日本教育人士的敬佩，以及对我国填鸭式的教育的反思。中国
很早就有“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习相远”但是这只是我们平时背诵的某些古书中的某个片段，
根本没有向巴学园的校长那样做到，我们却是背着九九乘法表，反复书写方块字。
12、　　买下这本书是小学的时候  当时以为是童话故事才买下的 后来细细读下来 只觉得小豆豆她果
真还是个孩子 虽然生活在那个年代  却也依旧快乐  正本书读下来  会欣羡小豆豆这样无忧无虑的吧  我
一直想象小豆豆那样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品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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