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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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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吧孩子》

内容概要

老师们眼中，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小拓是个“问题”学生：“上课时老爱发出奇陸的声响，制造噪音，
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基本不举手发言，也不回答老师的提问，有自闭倾向。”“
注意力分散，精神恍惚，无法安静下来。”
在母亲看来，独生子小拓心地善良，有自己的个性，不讨厌上学，成绩也不错。
由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观念、方法大相径庭，小拓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一度陷入歇斯底里的
状态。为了小拓的将来，母亲良江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让10岁的小拓转学到英国夏山学校。
小拓在这所崇尚自由教育、顺应孩子们自由天性的学校呈健康成长。16岁毕业时，他已经蜕变成为一
个开朗、自信的青年，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窗边的小豆豆》中小林校长就是受到夏山学校影响，创办了巴学园。夏山学校的教育本质在于尊重
孩子、关爱孩子、让孩子快乐地学习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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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坂元良江，日本电视节目制作人。196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进入东京广播公司（TBS）。1970年创
建“电视大联盟”。
另著有《超越结婚的关系》，合著《身边有逃兵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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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吧孩子》

章节摘录

初会夏山“三年都不用上课，光玩，也没人管？这学校我想去！”当时还在区立小学念书、刚升上四
年级的独生儿子小拓大声说。就是儿子的这句话，让我踏上了前往夏山的旅途。“由孩子自己决定是
否去上课。”“夏山学校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校的一切活动，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在学校
大会上，从五岁的孩子到校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投出自己一票的权利。”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
样的学校，儿子兴冲冲地嚷着要去那儿念书。“小拓你看，还有这样的学校呢。”我把自己翻看了几
页的书拿给儿子看的时候，心里的确有这样一个念头：“要不让小拓也去那儿上学吧？”通过工作单
位制作的电视节目，我得知了夏山学校，为了加深了解，我开始阅读夏山学校的创始人A.S.尼尔的著
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开始对儿子所在小学的办学理念产生了疑问。儿子已经在那公立小学就
读三年了，而我开始担心：“这样下去这孩子肯定没戏了，得趁早想想办法。”等到孩子当真想去夏
山学校念书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却慎重起来：“不急，等妈妈去看个究竟再说。”小拓的爸爸马上赞
成。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怎么没想到带上小拓一起去呢？毕竟，决定入学与否的不是我们做父
母的，而是小拓自己呀！那时倒是说去就去，我调整了工作安排，腾出一周假期，动身前往夏山学校
的所在地——英国。我在伦敦郊外的利物浦街车站乘火车，往东北方向行驶两小时后在一个名叫萨克
斯曼丹的小站下了车，用小站前的公用电话叫来出租车。出租车行驶了十分钟左右，便进入一个小镇
。驶过低矮的灌木林，眼前便出现了一片碧绿的草场，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英国童话，沉
醉在眼前这美丽的田园风光里。司机告诉我： “这儿就是里斯敦。”出租车继续往前开，不远处，一
道砖砌的低矮围栏映入眼帘，此行的目的地——夏山学校到了。校名下方有块小小的牌子，写着“谢
绝参观”。我随身带着伊娜。尼尔校长欢迎我随时来访的邀请信，而且也事先通知了校方我拜访的日
期，所以牌子拦不住我，我曾在尼尔先生的书中读到过，这块牌子所要阻拦的，是慕名前来参观这所
“世上罕见”的学校、却没有预约的访客。走进学校，右手边是一幢私人住宅式的平房，脚下的一条
林阴小路向前延伸出去几十米远。不远处，小路的一侧有一幢两层建筑，墙上铺满了爬山虎。校园内
绿茵遍地，一间间小房子点缀其间，视野的尽头是一片葱郁的密林⋯⋯目光所及之处，并没有看见哪
儿有写着“办公室。字样的地方，也不知道何处是“校长室”。一个小女孩路过，我向她打听：“请
问伊娜太太在什么地方？我跟她约好了的。”“伊娜啊，她在厨房呢。”“厨房在哪儿？”“这个房
子的另一头。”一番找寻后我发现了厨房，与伊娜校长见了第一面。伊娜没有一点儿校长的派头，而
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农妇，走路时缓慢地摇摆着庞大的身躯一一亲切稳重，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刚
才听那个女孩子直呼其名，我心里还有些别扭，这会儿见到了她本人，也不由自主地就把“尼尔太太
”这个庄重的称呼咽到肚子里去了。伊娜也只是在刚刚开始谈话的时候称我“小拓妈妈”，说了没两
三句就改口叫我“良江”了。在夏山跟人交谈时，直呼对方的名字就可以了，不必拘泥于虚礼，就连
称呼老师、保姆们也直接叫“克里斯”、“奥莉”之类的。伊娜领我去了她的住所兼办公室，给我沏
了杯香郁的英式红茶。我完全拋开拘谨，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伊娜谈起想让小拓入学的理由，蹩脚的英
语没能阻止我的倾诉欲。“不光是日本，哪个国家都有不幸福的孩子，德国也好法国也罢，美国也一
样。”伊娜默默地听我说着，就插了这一句话。在我看来，让孩子放弃在日本的学业而送他到夏山来
上学，这其中的原委我得说明，想入学的迫切愿望我也得表达，类似的话伊娜校长肯定听过不下上百
遍；夏山学校的创始人A.S.尼尔在世时，就曾收到从世界各地发来的写着类似内容的信件，所以，我
说的基本上都是废话。当时的我对夏山知之甚少，而很多夏山孩子的家长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尼
尔的著作，赞同尼尔的教育方针和理念，才把孩子送到夏山学校的。跟他们相比，我是个初识夏山的
人——几个月前才得知夏山学校的存在，读了两三本有关它的书，一拍脑门，“就是它了”，这就来
了，仅此而已。跟伊娜的谈话告一段落后，她告诉我：“你先在学校里随便转转看吧。”说着便带着
我向主楼走去。我到达夏山的时候刚赶上午饭后的下午茶，学校没课，孩子们都在玩耍。下午的授课
从四点开始。“有一个名叫幸路的日本女孩子，就让她带你四处转转吧。”说完伊娜找来幸路——她
在人称“曲棍球场”（Hockey Field）的一块大草坪上跟同伴们玩得正欢。伊娜介绍后，我跟幸路打招
呼：“我的儿子九月份就要来这儿了，到时候请多多关照哦！”她用英语回答：“他自己能行的。”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之处：不能因为偶尔有个日本人来参观就硬要她来带路吧，便告诉身边
的伊娜：“我还是自己转吧，有什么问题再请教您。”幸路说：“我就在这块儿玩儿，有事来找我。
”说完就走开了。老实说，那时我觉得这孩子真冷漠，而且她满口的英语也让我浑身不自在。现在想
想，便可以理解了，幸路当时并非爱搭不理，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罢了，我反倒应该感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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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吧孩子》

没有因为我是初来乍到的日本同胞就中断玩耍，特地陪我参观校园熟悉环境。她可不能理解，她一个
日本小孩到夏山来都能学会英语，交上朋友，作为大人的我却需要一个小孩子来帮助。至于我对她那
满口的洋文过敏，也是缘于我当时的无知：幸路还是个孩子，一连几个月泡在英语环境里，日语早就
生疏了，而且在没有人事先通知她的情况下，突然让她接待日本的访客，当然有些反应不过来。后来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我和小拓的身上：小拓入学夏山后曾一度“忘了日语”，我去纽约留学，也
曾有“说不出日语”的亲身经历，对于这一点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幸路在那个学期结束之后就离开了
夏山，我跟她再也没能见面，每次我回忆自己初会夏山的经历，就会想起这个女孩子⋯⋯远处传来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我循声走去，有个女孩子凑过来跟我搭话，一点儿也不认生：“你是来参观的吧？
从哪儿来的？”“我九岁的儿子九月份就要来这儿了，我先来看看，我是从日本来的。”“从日本来
？好远哦。要多长时间？”“最快也要十五个小时，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我叫海伦，十
岁，德国人。爸爸妈妈都住在法国。”海伦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随我一起往前走。“那儿的小房子是
做什么用的？”“那叫Carriage”，给大孩子住的。”“这里边都有些什么？”“这儿是工艺室，要不
要进去看看？工艺课老师叫克里斯⋯⋯”就这样，海伦陪我参观起学校来。“Carriage”门口聚集着一
些年龄稍长的孩子，他们聊着天，屁股底下坐着破旧的车座，上面大洞小洞星罗棋布，还有几根钢丝
弹簧从孔洞中钻出来。夏山学校不乏参观者，但大概鲜有日本人的缘故，我的到来吸引了孩子们的注
意，一个孩子主动过来跟我搭腔，他自称“吉尔。，法国人，十四岁。“你儿子九岁，九岁是入学夏
山的最佳年龄。”俨然是学长的做派。不久上课铃响了，吉尔走向教室。那一年（一九七六年），欧
洲迎来了据称是两百年以来最热的夏天，也有人说是气象观测史上的酷热顶峰。六月初的天气如盛夏
般灼人，干旱让农作物和草坪泛黄，人们拿这百年不遇的大热天没辙。可是在我看来，盛夏时节的夏
山学校那才叫名副其实一一夏山夏山，夏天的小山。太阳公公赖在天上，迟迟不肯下山，直等到夏山
的孩子们吃完晚饭才渐渐隐没光辉。从夏山学校步行五分钟有家白马旅馆，我在那儿过了一夜。短短
几个小时的参观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了：夏山就是小拓将来的学校。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我早早地
来到了夏山，可能孩子们还没吃完早饭吧。前一天晚上伊娜说她今天早晨要去伊普斯威奇（距离夏山
学校所在的里斯敦镇最近的大城市）采购，这一上午都不在。让我自由参观，还可以去课堂里看看。
一些昨天见过面的孩子纷纷向我打招呼：“Hello！”“Good morning！”昨天我在食堂门口的公告板
上看到，上课时间是从九点半开始。于是我站在理科教室外面等待上课。记得那块公告板上还写着“
四班，生物课”，教室里却不见人影。一会儿过来了一个男孩子，他向教室不远处躺在草地上看书的
男子打招呼：“早上好，迈克。”“今天热得很，就在这儿上课吧。”答话的那位是教生物的迈克老
师，他光着上身，下面穿着由整条牛仔裤裁剪而成的中裤。于是两人坐进了树荫，开始一对一授课。
我也在草坪上坐了下来。低龄儿童的班级教室前的大广场上也在进行户外授课，十来个孩子围着年轻
的女老师席地而坐，听她朗诵书本。女老师的穿着同样轻松随意：比基尼的上衣配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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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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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飞吧孩子》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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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吧孩子》

精彩短评

1、书中讲到的东东，可以让作为父母的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更好。
2、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书，很好
3、写的太好了，真有这样的学校吗有的话，真想把孩子也送到那样的学校
4、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在一般学校被认为是问题学生的男孩，后来转学到了夏山，6年的夏山生活男孩
变得自信开朗而且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通过男孩的夏山生活很详细的介绍的夏山学校，推荐老师家
长们阅读，学会尊重孩子，让孩子快乐中学习，陪孩子慢慢成长~
5、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夏山上学的日本学生的母亲写的成长日记式的书。
6、读后觉得夏删学校一般，也要到社会就业，孩子在那也没学到很多知识，社会认可行不强。
7、书看上去很不错哦，只是现在还没看。
8、很好的书，正和夏山学校联系，看到小拓在夏山的情况，让我了解不少。
9、五十年前的故事，却依然对现下教育有很大参考意义。为什么过了这么久夏山还是小众的教育？
为什么在中国知道它的人这么少？不合理啊！
10、从家长的经验了解夏山学校的一本好书
11、看了夏山、巴学园，我认真地思考，孩子该如何去教育
我真动了念头把女儿想送到夏山
伦敦的同学帮我联系了夏山现在的负责人，校长的女儿

我又犹豫了，孩子不到7岁，能适应那里吗？

但是，那么多人的向往，说明，我们的教育界、这个国家的领导，真的要好好反思下，我们的教育制
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该如何去改变了！

希望有更多的华得福，不仅仅在成都和北京
更多的巴学园，不仅仅只有李跃儿一个人独撑
12、初会夏山“三年都不用上课，光玩，也没人管？这学校我想去！”当时还在区立小学念书、刚升
上四年级的独生儿子小拓大声说。就是儿子的这句话，让我踏上了前往夏山的旅途。“由孩子自己决
定是否去上课。”“夏山学校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校的一切活动，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在
学校大会上，从五岁的孩子到校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投出自己一票的权利。”没想到世界上竟然
有这样的学校，儿子兴冲冲地嚷着要去那儿念书。“小拓你看，还有这样的学校呢。”我把自己翻看
了几页的书拿给儿子看的时候，心里的确有这样一个念头：“要不让小拓也去那儿上学吧？”通过工
作单位制作的电视节目，我得知了夏山学校，为了加深了解，我开始阅读夏山学校的创始人A.S.尼尔
的著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开始对儿子所在小学的办学理念产生了疑问。儿子已经在那公立小
学就读三年了，而我开始担心：“这样下去这孩子肯定没戏了，得趁早想想办法。”等到孩子当真想
去夏山学校念书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却慎重起来：“不急，等妈妈去看个究竟再说。”小拓的爸爸马
上赞成。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怎么没想到带上小拓一起去呢？毕竟，决定入学与否的不是我们
做父母的，而是小拓自己呀！那时倒是说去就去，我调整了工作安排，腾出一周假期，动身前往夏山
学校的所在地——英国。我在伦敦郊外的利物浦街车站乘火车，往东北方向行驶两小时后在一个名叫
萨克斯曼丹的小站下了车，用小站前的公用电话叫来出租车。出租车行驶了十分钟左右，便进入一个
小镇。驶过低矮的灌木林，眼前便出现了一片碧绿的草场，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英国童话
，沉醉在眼前这美丽的田园风光里。司机告诉我：“这儿就是里斯敦。”出租车继续往前开，不远处
，一道砖砌的低矮围栏映入眼帘，此行的目的地——夏山学校到了。校名下方有块小小的牌子，写着
“谢绝参观”。我随身带着伊娜。尼尔校长欢迎我随时来访的邀请信，而且也事先通知了校方我拜访
的日期，所以牌子拦不住我，我曾在尼尔先生的书中读到过，这块牌子所要阻拦的，是慕名前来参观
这所“世上罕见”的学校、却没有预约的访客。走进学校，右手边是一幢私人住宅式的平房，脚下的
一条林阴小路向前延伸出去几十米远。不远处，小路的一侧有一幢两层建筑，墙上铺满了爬山虎。校
园内绿茵遍地，一间间小房子点缀其间，视野的尽头是一片葱郁的密林⋯⋯目光所及之处，并没有看
见哪儿有写着“办公室。字样的地方，也不知道何处是“校长室”。一个小女孩路过，我向她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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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吧孩子》

“请问伊娜太太在什么地方？我跟她约好了的。”“伊娜啊，她在厨房呢。”“厨房在哪儿？”“这
个房子的另一头。”一番找寻后我发现了厨房，与伊娜校长见了第一面。伊娜没有一点儿校长的派头
，而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农妇，走路时缓慢地摇摆着庞大的身躯一一亲切稳重，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刚才听那个女孩子直呼其名，我心里还有些别扭，这会儿见到了她本人，也不由自主地就把“尼尔
太太”这个庄重的称呼咽到肚子里去了。伊娜也只是在刚刚开始谈话的时候称我“小拓妈妈”，说了
没两三句就改口叫我“良江”了。在夏山跟人交谈时，直呼对方的名字就可以了，不必拘泥于虚礼，
就连称呼老师、保姆们也直接叫“克里斯”、“奥莉”之类的。伊娜领我去了她的住所兼办公室，给
我沏了杯香郁的英式红茶。我完全拋开拘谨，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伊娜谈起想让小拓入学的理由，蹩脚
的英语没能阻止我的倾诉欲。“不光是日本，哪个国家都有不幸福的孩子，德国也好法国也罢，美国
也一样。”伊娜默默地听我说着，就插了这一句话。在我看来，让孩子放弃在日本的学业而送他到夏
山来上学，这其中的原委我得说明，想入学的迫切愿望我也得表达，类似的话伊娜校长肯定听过不下
上百遍；夏山学校的创始人A.S.尼尔在世时，就曾收到从世界各地发来的写着类似内容的信件，所以
，我说的基本上都是废话。当时的我对夏山知之甚少，而很多夏山孩子的家长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读
过尼尔的著作，赞同尼尔的教育方针和理念，才把孩子送到夏山学校的。跟他们相比，我是个初识夏
山的人——几个月前才得知夏山学校的存在，读了两三本有关它的书，一拍脑门，“就是它了”，这
就来了，仅此而已。跟伊娜的谈话告一段落后，她告诉我：“你先在学校里随便转转看吧。”说着便
带着我向主楼走去。我到达夏山的时候刚赶上午饭后的下午茶，学校没课，孩子们都在玩耍。下午的
授课从四点开始。“有一个名叫幸路的日本女孩子，就让她带你四处转转吧。”说完伊娜找来幸路—
—她在人称“曲棍球场”（HockeyField）的一块大草坪上跟同伴们玩得正欢。伊娜介绍后，我跟幸路
打招呼：“我
13、还没看完。不过是我喜欢的类型。向往夏山学校。
14、本书书看似儿童读物，可是看完让我深思，教育也该如此，现在中国教育潮流不断狂热，可是真
真正正是对孩子有用的不是这些漫天飞的试卷和挑着夜灯埋头苦干，有没有走进孩子的心灵，跟他们
好好了解过他们的世界。。。。
15、夏山是真正的自由学校，这是从家长的角度看学校，很有启发。
16、看着便宜买的，意外收获了“夏山学校”的信息。这样的学校在国内可遇不可求，但是尊重孩子
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
17、让孩子了解同龄人的生活
18、不知道现在的夏山学校如何了？
19、希望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帮助
20、这是一个母亲将孩子送到夏山学校接受完全自由式教育的亲身经历。
21、适合孩子，价格实惠
22、其实是本更适合父母看的书。教育观念很值得借鉴。
23、如果你也关注夏山，那么这本也是必读之一
24、书是买给十岁的儿子看的。他很喜欢，问我他能不能去夏山学校去学习。夏山学校的办学宗旨是
学校尊重学生，适应学生。我和儿子讨论的结果是虽然我不能送他去夏山上学，可是我们可以在家里
按照夏山的原则安排儿子的课外生活。这本书让我们深思，一个人从很小时生活在不受尊重的环境，
不能尽情享受童年的快乐，可能就是在他长大成人后遇到困境时会手足无措和显得幼稚的原因。书中
有个观点让我很受启发，人在14岁前如果不把该玩的玩透，不把该淘气的淘完，成人后会仍会很幼稚
。所以现在看到儿子淘气的样子，也不再说他：都十岁了，还这么爱玩。而是告诉他，14岁之前要尽
情玩，变着花样玩。
25、自己先看的。感觉很不错。宝贝也很喜欢。
26、有这样的学校在中国有多好呀！
27、夏山真是个好地方
28、买书已经上瘾了，好书，在看着呢
29、这本书看完了，深得体会，和中国的教育完全不同，家长可以看看，感觉咱们的孩子缺少哪些快
乐
30、书不错，就是内容太少了，再丰富些更好。
31、因为《窗边的小豆豆》而知道了巴学院，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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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了解真实的夏山
33、读了此书，觉得夏山学校的理念很能让人深思，给我教育女儿有一定的帮助，我会经常翻翻它！
34、为了了解夏山学校而买的，还行。
35、非常喜欢这些书，还会再来的。
36、我也想去那个自由的学校去上学，这是孩子说的，她还说这是她看的最好的一本书之一。还问我
夏山学校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37、一直很喜欢巴学园的系列书籍。这次价格合适买进。
38、希望在我的城市 也有能这样的学校。
39、这本书适合孩子看，内容很好。
40、探索新的教育，其实根于内心，早已有了方向。
41、为了弥补童年？当时是为了凑单才买的
42、内容很好看 书本质量也不错
43、妈妈写的书看起来更容易，她的孩子是如何长大的，遇到了些什么事，她如何理解教育。
44、书质量很好，内容还没看，里面没有图画，孩子再大一些看。
45、因为喜欢夏山学校，就顺便买了这本书。不错！
46、里面的教育方式真的令人向往
47、看了这本书，感触挺深的，只是书里说的和现实相差太远了
48、如何让孩子得到自己想要的，才是真正对他负责
49、是一个父亲的经历,感谢他让我了解夏山的状况。
50、没想到英国的夏山学校至今（就是现在2010年）仍然存在，它的存在已经80多年了！让人敬佩。
夏山的教学与对学生人格的培养至今仍在发挥着它的影响，在西方有许多国家吸收了它的一些特点来
教育学生，可是在我们中国，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成了孩子的压力，学习只是为了学习而已，
没有兴趣，没有对于人格的培育，我们培养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机器人，儿时充满灵性的小天使，到长
大却成了工业社会的一个零件，可叹啊。这本书中描写的夏山让人向往，令人震撼！虽然在中国还做
不到这些，但我们取其精华尽力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吧。
51、像良江在序里说的，有很多人是看了她这本书后，才决定去夏山读书的，这本书应该影响了不少
人吧，至少，它现在充盈了我的理想。

  这两年，关注夏山比较多。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学校”，从1921年夏山学校创立到现在，它的
教学理念不断地被更多人所认同。在国内，也有不少人开始身体力行。

  而大环境下的传统教育，还是像尼尔所说的“小型军队”，这种局面的改变，恐怕很难吧。

  不管孙瑞雪的实验园也好，或是华德福也好，亦或李跃儿的巴学园也好，大家秉承的最基本点都是
一致的，那就是要尊重孩子的天性。传统学校的理念里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一句吧，从来都是说“全面
发展”不是吗？但事实上有几个人会真的“全面发展”，每个人本来就各有所长有所短，是传统教育
一直在仰望一个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吗？ 

  我的孩子过两年就要入小学了，我一直在头大要为他寻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常常我想着孩子们在学
校里，被很多的规则压制着，不管心情状态好与不好，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去学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东
西，任何一门他长大后可能会完全用不到全部忘掉的功课都必须要考试达标，放学后也没得玩要做作
业到临睡前。。。。

   一想到这些我就很是不甘心。。。。。。继续摸索，继续找寻，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

推荐：《夏山学校》《请让我慢慢长大》
52、夏山学校，很理想，让孩子飞起来
53、内容写得不错，适合给孩子看看
54、还可以，没有窗边小豆豆的感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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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对应试教育的反思,值得好好阅读,让孩子的天性可以自由地象水一样地流动.
56、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学校教育书，值得一看
57、一个日本妈妈记录孩子在夏山学校的经历
58、继A.S.尼尔自己讲述的夏山后，从别人的角度讲述尼尔之后的夏山。因为认同，所以喜欢，对夏
山的向往，也是一个梦想⋯⋯
59、日本人也有“不守规矩“的！
60、很具有教育意义，翻译的也不错
61、看推荐买的，还没看，估计应该不错，只是字有点小。
62、之前看过夏山学校，再看这本书，很羡慕那里的孩子，中国的孩子的应试教育太沉重了
63、不错，值得一看，建议大家都看看
64、令人向往的学校，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学校
65、内容性强，故事生动，孩子喜欢。
66、对于 孩子的成长有一定的理解
67、买了那么多本，就这本妹妹最喜欢看了
68、儿子读了非常向往这样的学校，中国要是也有这样的学校就好了。
69、准备和孩子一起看。13年11月3日，潘家园。
14年7月14日，陪着妻去医院看病，在候诊期间读完了。对其中的多半都是很认同的，但是对于作者放
纵孩子在性方面的态度还是有点不敢苟同，不知道夏山学校是否也是如此。
70、不错的一本书，家长可以买来一看
71、在国外也是很特别的教育方式，值得现在的大部分家长反思，我们给孩子的是不是孩子真正需要
的
72、看了一下目录，非常不错，本来就喜欢巴学园，这和我们国家的教学模式是不同的，自由放飞对
孩子而言是多么的可贵！书的质量很好，当当发货快，老客户了。
73、这就是巴学园的雏形，都是爱孩子，这才算是教育
74、作者的文笔不错,育儿的心态值得我学习.
75、很喜欢这本书，介绍给朋友了
76、在家长的角度看待夏山学校，非常好的参考，喜欢夏山学校的人必读
77、好像去夏山看看
78、一直很喜欢这一系列的书。看着封面都很漂亮。巴学园确实是我们向往的地方，这本书讲的是夏
山。。
79、一本非常好的书。以前看过《夏山学校》，《床边的小豆豆》，非常喜欢那种教育理念。现在看
《飞吧，孩子》，感觉自己得心都在随着小拓妈妈的心飞到夏山，享受夏山的环境，夏山的教育。多
么幸福的孩子！！做孩子自己！这是对孩子来说最最重要的！！
80、向往，但是在所处环境中，只能随大流，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减少家庭给孩子带来的压力。还是有
一定借鉴意义的，值得父母一读！
81、帮朋友买的，老师的课外读物清单要求，买回来一看还不错
82、对孩子好的事，都要做
83、以前就看过了,这次做活动就收了一本.是宁夏蒙特梭利学校推荐的书,很不错
84、看完了，从一个日本妈妈的角度去了解夏山学校。很不错。
85、很真实，豆豆的学校的起源，利弊都有分析
86、我们国家有夏山学校吗？真想让儿子也去上夏山学校！真想让儿子能够自由飞翔！
87、一个了不起的日本妈妈把孩子送到了夏山学校，说她了不起是因为这个举动多少有些冒险，通过
他孩子适应下来的过程我们可以反思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自由而又敢
于负责的人。
88、一下子看完了，喜欢里面的夏山。
89、一次性买了几本书，这本书还没读呢，应该不错吧
90、看到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小拓，似乎就看到了我儿子！只是我儿子才刚刚读小学一年级，情况没有
那么严重，儿子的心情还不至于这么糟糕！但是，我常常在困惑，怎样才能让儿子的行为和老师的要
求达到一致？在中国现阶段的教育中，这通常就意味着家长的苛求，孩子无可奈何的让步！我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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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夏山学校吗？真想让儿子也去上夏山学校！真想让儿子能够自由飞翔！
91、值得你购买的一本书
92、感动不是一点点
93、每个孩子都期望如此的自由吧
94、孩子很喜欢看！特别收益！还介绍给其他同学一起看！
95、本书是我早就存收藏夹了的，这次买华德福书籍时看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就一同买回的。三四年前
就拜读过尼尔著的《夏山学校》，当时也很向往有这样的学校供自己的孩子上。现在已加入了华德福
教育行列，本书中关于“挤脓”（挤的是社会强加给孩子的行为规犯）是我最受用的，我深思自己在
孩子养育上点滴，也深思如何挤到童年在我身上烙下的“脓”！

摘录一段书我最感动的一小段（第183页）：
    有些人一直长不大，始终摆脱不了孩子气，这是因为小时候该发泄的没发泄完，这种观点很有见地
。小拓完全没有十五六岁孩子的“拧劲儿”，也没有对父母的逆反心理，而是非常自然地把我们当朋
友看待，估计是小时候已经疯够了。孩子在最需要自由成长的孩童时代受到压抑，虽然身体已经长成
中学生，看上去像个大人，却往往会对大人采取暴力反抗的态度，事出有因啊。“强化道德教育”，
再怎么拼命压抑，看看问题解决了吗？
96、对孩子很有益
97、好好学习，价格很美好
98、看完以后真想把孩子送去夏山学习！
99、日本作者写自己孩子去夏山学校的经历，看了之后对自由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巴学园或者夏
山有兴趣的家长推荐看看。
100、这是作者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历程的回忆，她很中肯，让我看到了真实的夏山学校。
101、感动，希望老师们家长们都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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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爱，不一定要紧紧地攒在手里；适时地放飞，未必不是一种深情。这世上有许多父母，对孩子有
太多的诉求——身体健康是基本要求，性格开朗、人见人爱是必备素养，学习成绩是重中之重，多才
多艺是未来的砝码⋯⋯这样的寄托最容易催生出的，其实是压力。成长在压力之下的孩子会成为焦虑
的孩子，焦虑的孩子会在将来变成抑郁的成人。今天，我们的家庭和学校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
现实。《飞吧孩子》这本书是一位日本母亲讲述的，把10岁的小儿子送到遥远的英国夏山学校求学的
经历。儿子小拓在学校总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让老师棘手，让同学家长侧目，甚至被认为是“问题学
生”。但在我看来，小拓只是有点孩子特有的调皮，比起他那些没有个性的、老师说一不敢问二、爸
妈讲东不敢想西的同学，小拓更多一份孩子的天真与灵气。小拓心地善良，有自己的个性，不讨厌上
学，成绩也不坏，但在那种规规矩矩的学校的管教，让小拓感到束手缚脚、不知所措，几乎陷入歇斯
底里的状态。直到进入夏山学校。夏山学校崇尚自由，强调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
小拓的天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尊重和释放，当他16岁毕业时，他不仅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更重要
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许多高中生没有的自我认同感和未来把握感。他怀着一种真正的自信，这种自信
将带领他无惧无畏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教育的本质不是向孩子传递落后的恐惧、生存的焦虑以逼迫他
们去争抢那转瞬即逝的“第一名”，今天的“第一名”并不能保证孩子从容面对未来的激烈竞争。教
育的本质在于尊重孩子、关爱孩子、让孩子快乐地学习和成长。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孩子小
的时候，帮他们扎根；孩子长大了，给他们翅膀。”
2、我常常怀疑，家人的殷殷期望，老师的谆谆教导，学校的不懈塑造，社会的声声催促，对孩子而
言是桎梏？是压力？是滋长抑郁的泥泞，还是成长的动力？回头望望走过的路，我痛心地发现，我回
应了所有人的期待，却失去了自己。一个问题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是谁？我这一生到底由谁主
宰？想想二十岁之前的我，乖孩子、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多才多艺全面发展，这些金光闪闪的标
签贴在我身上，让我、让家人好不得意。然而我心中却有一个空洞在潜滋暗长。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
，它突然吞噬了毫无防备的我，我就此陷入抑郁症的沼泽——我不知道我为谁而生，更不知道我的奋
斗有什么意义。我只想成为我自己，可我是谁呢？我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样的呢？拔除那些标签的我，
到底有一副什么样的面孔？我心底的追求是什么？我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看不见，摸不着，抓不
住；我很压抑，也很焦虑。读着《飞吧，孩子》，我遗憾却无奈地咀嚼着自己的童年，我想对父母、
老师，以及所有因为我的努力而心满意足的人说，请相信孩子，他们会飞的，请相信种子，它们会发
芽的。卸下孩子身上背负的重担，他们会上路，他们会加速，他们会腾起，他们会飞的。就像种子有
了阳光、空气和水自会发芽、抽茎、开花、结果。人活天地间，自由能成就最畅快的飞翔；人成为自
己，是最美好最纯粹的幸福。
3、书是一个小朋友主动借给我的。看完后还她，我说：这是你看的？还是你妈妈看的？小朋友说：
妈妈买来给我看的。我说：看完有什么感受？小朋友：我好想去夏山学校啊。我想，不管是哪个小朋
友看到了，都会想马上飞奔进夏山的怀抱吧。这样一个尊重孩子意志的，从不把题海和作业摆进孩子
日程里的学校，是多少孩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啊。不可否认的，一个小孩子进了夏山，在学业上的造诣
可能并不显得多么卓著，可是在人格塑造意志锻炼等方面，却是无可比拟的。只是，我也真的有些质
疑，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一个从夏山这样的学校里出来的孩子，要花多少精力，才能重新适应
起人生未来要面对的生活。如果最后都是要适应的，那前面的那个世外桃源，真的有必要让他知道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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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飞吧孩子》的笔记-第115页

        而我们所追求的，夏山教育的真正成果——诚实、平和、宽容、幸福，则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之
内。
关于夏山的教育目标，尼尔有过不同的表述，比如“能够快乐地生活，积极地工作”，而上面这种表
述，让我立即想到辉格，哈哈～

2、《飞吧孩子》的笔记-第1页

        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怎么样，但是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让我们这一点点的青春在未来的日子里
感到后悔~夏山做到了，它让所有去过的孩子流连忘返，让所有的孩子爱上它，老师们在用心与所有
的孩子交流

Page 16



《飞吧孩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