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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慢慢长大》

前言

　　我在英国爱默生学院学习华德福教育17个月，第二年我没有学完，提前回到北京。一晃，时间已
经过去五年了，回想自己走过的道路，艰辛而又快乐！　　由于在英国期间忙于上课、打工，没有时
间认真读书，于是回国后想先读书，有了扎实的基础和深入的了解，结合我的亲身体会，才能把华德
福教育介绍给国内的家长和老师。我边读边翻译，翻译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四处寻找出版社，编辑
们普遍认为这种教育是美好的理想，但和中国目前的现实相差得太远，出版这样的书没有市场。但我
并不罢休。那时虽然我意志坚定，但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已经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我心里开始反复
问道：还能坚持多久？所幸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桑海，才算了却我的一份心愿。　　我于2002
年辞去大学的工作，回国后成了无业人员。我还得赚钱维持生计，于是一面翻译，一面做起了家教。
有一份刊物要刊登我的文章，需要写几句关于我的介绍，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了身份，我不是大学
教师了，没有工作单位，怎么介绍自己？我是谁？没有了任何头衔、名称，反倒让我直面赤裸裸的“
我”。我用废纸自制名片，涂上好看的颜色，只写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有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地位固
然重要，然而令我喜悦的是成为自己。　　在几位家长的鼓动和支持下，2005年9月，我办起了华德福
家庭园。从两个孩子开始，慢慢增加到12个孩子。然而，经过10个月的努力，由于合作基础的不牢固
，最终我不得不辞去工作。2006年8月，我在一个幼儿园又开始华德福教育的实践，从只有五个孩子的
一个班开始，到整个园46个孩子三个班都在实践华德福教育。然而又是10个月过去了，这个幼儿园不
想做华德福教育了，我只能离开。两次的尝试，两次的失败，真是身心疲惫。有人说我就像是神话里
的西绪福斯，推巨石上山，推上去滚下来，再推上去，再滚下来。　　这其中有客观的原因，恐怕主
要还是我自身能力的不足。我是在对幼儿园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盲目而又冲动地开办了家庭园。
可是要等到我自己具备办园的能力，不知何年何月。我坚信只要办起来了，就会有国外的老师来指导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然而，办好一个园，不仅涉及孩子的保育和教育，涉及家长和老师的工作，还
有一些外在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我不能很好解决的。一位印度人曾对我说，人生的体验比获得成就更
重要，我十分赞赏他的话。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拥有的亲身经历和体验。　　这本书汇集了我写的有关
华德福教育的文章。第一部分是我在国外小学和幼儿园观摩的感受。第二部分，是以每周一篇的方式
，写下了在北京实践华德福教育的经历。为了让内容更加紧凑，个别地方做了调整，简讯部分从原来
的50篇，压缩为现在的45篇。我基本保留了当时的真实记录，有些事情，比如孩子打人，最初想到的
办法是让他道歉，还觉得很有效，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解决孩子打人的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
书中出现的人名，根据本人或家长的意见，部分使用了化名。　　从这些记录中，读者会发现我们的
许多欠缺和失误，发现我们不懈的努力，我愿听取大家宝贵的意见。我也期待着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华德福教育坚信，健康的个体是成就健康社会的先决条件。儿童教育事关未来社会
的基础。　　我是学物理出身的，确信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不要轻易怀疑，也不要轻易相
信，让事实来说话。不要因为某种理论如何重要，我们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某某名人说了什么，就
全盘接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面对现代化的浪潮，我们往往盲目地向西方人学习，而
华德福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现代化带来的弊端，重视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和幼儿园的孩子在一起
，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挑战，这个孩子不肯洗手，那个孩子不肯睡觉。每天都会有许多的开心时刻，一
会儿我是“猪妈妈”，一会儿我又是“大灰狼”。某天，我在一个不愿睡觉的孩子的脚底做手指游戏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就睡意蒙咙，安静地躺在我的怀里，抱着他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做母亲是世
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人到中年才踏上一条充满风
险的道路，后悔吗？每一种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选择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必然要承担由此
带来的后果。面临一个又一个困境的同时，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活力和坚忍。人生的意义，在于自由
中展现出来的美，这种美是无与伦比的。鸟儿在蓝天自由飞翔时，可能面临狂风暴雨，遭遇猎人的枪
击，但她宁愿选择自由，也不愿囚禁在笼子里饱食终日。选择自己，意味着挫折、痛苦，甚至伤害，
但也意味着生命的真实、圆满和欢乐。一首地中海的民歌这样唱道：“生命是一首歌，要好好唱她，
要让她充满欢乐！”在自由中才能发现自己，享受到真正的欢乐。　　其实，欢乐和痛苦是一家。纪
伯伦说：“悲哀的创痕在你身上刻得越深，你越能容纳更多的欢乐。你的盛酒的杯，不就是那曾在陶
工的窑中燃烧的坯子吗？那感悦你心神的笛子，不就是曾受尖刀挖刻的木管吗？”一个人感受到的痛
苦有多深，他体验到的欢乐也就有多深。也许正是痛苦，才让生命有了欢乐。　　自从我走上华德福
的道路，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生命和生命是相互依存和支撑的，我被这些人温暖着、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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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慢慢长大》

着。没有他们的关怀，也不会有这本书，不会有现在的我。他们中有的人出现在这本书里，有的人保
留在我的心底。任何时候，我都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无论他们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他们无私
的爱已经融进我的身体。我尽力所做的一切，也是在传递着他们的梦想。对于那些有意或无意设置障
碍的人，我真诚地表示感谢。由于出现障碍，才激发我跨越障碍的决心和毅力。同时，也让我看到了
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　　我生性内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这两年由于做幼儿教育，和家长、老师
等各种人有了频繁的交往。我觉得教大学物理容易，而人情世故的练达，却微妙、复杂得多。可能我
有意或无意地伤害过别人，希望这些人能够原谅我。　　2003年，当我苦于找不到出版社的时候，日
本同学横山来信鼓励我，日本因追求考试分数而出现了学生心理变态、行为异常、自杀率上升的现象
，现在不少日本人已开始反省以往的弊病，寻求教育的另外途径。在中国，如果片面追求分数，也可
能出现不良的后果。她希望我坚持五年，到那时会有一批家长需要华德福教育。当时我想不出五年后
会是什么样子，觉得很漫长。如今，五年过去了，我发现有许多家长不满应试教育的压力，正在探索
其他形式教育的可能性。翻译出版的华德福书籍，不到两年，已经销售一空。　　教育不仅仅是关于
孩子的教育，也关系到我们的自身教育。随着对教育的深入理解，随着老师和孩子的成长，我也在不
断地磨炼自己，这本书呈现的不仅仅是我的幼儿教育实践，也是我个人的生命记录。面对从教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幼儿教育专家，我深感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我一向做事情都比较慢，头脑反应迟钝，
只是不敢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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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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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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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年9月25日中秋节下午，我和天津的一位老师坐上飞机前往瑞典。原以为我会在靠近月亮的天
空上，更清楚地看见嫦娥、桂花树，没有想到一路上都是晴空万里。到了斯德哥尔摩是当地时间下
午6点，爱迪特（Edith Frey）老师已经在出站口等我们了。　　为了让我们多看一眼城市，爱迪特带
着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她兴致勃勃地说，她还安排了桑拿浴，并且有一位芬兰人教我们怎么洗桑拿，
周六还要带我们去听瓦格纳的歌剧，她说的最多的是她非常开心我们来到瑞典。等我们到达她林中的
家，四周已经一片漆黑，没有一户邻居，只听见风吹树叶的“刷刷”声和脚踩在树叶上的“嚓嚓”声
。　　生生不息　　第二天清晨，我4点半就醒了。6点多钟吃完早饭，爱迪特带我们参观她的没有围
栏的花园。早茶的薄荷来自花园，爱迪特说：“天太黑了，只采到三片叶子。”就这三片绿绿的叶子
煮出来的茶清香四溢。花园里有各种草药，几乎每种草药我都学爱迪特的样子，伸出手来摸一下叶片
，然后闻闻手上的余香。园子里还有花、水果树和蔬菜，她指着只剩下根茎的葱说：“被动物吃掉了
，一片叶子也没有留下。”　　说起我和爱迪特的缘分，还得从2006年的1月开始。一位热心华德福教
育的瑞典商人爱瑞克（Erik）参观了我们当时小小的家庭园，回国后把我们需要有经验的华德福老师
的消息，刊登在当地的通讯上。已经71岁的爱迪特看到后，很想来中国帮助我们，但又觉得自己年纪
这么大了，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连英语都不会，能适应吗？能帮得上忙吗？犹豫再三，心中的强烈愿
望还是促使她要到中国去。我是2006年10月30日第一次见到爱迪特，她满头白发，身体臃肿，一路上
兴奋得说个不停，我只能捕捉到几个英语单词，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利用周末的时间，爱迪特
在幼儿园举办了一天的讲座和手工活动。我以为她一定累坏了，可是她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对
我说：“我非常开心有人来听课，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死之前，把一生的经验告诉别人。”她指指胸
口，“我的经验全在我的心里，不在头脑里，也不在书本上。”为了满足她的心愿，我安排她到处去
演讲，三周时间，我们去了12个不同的场所，约540人听了她的讲座。　　再次见到爱迪特是2007年4
月6日，她决定每年两次自费来北京。这次她一见到我们的幼儿园就说：“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每天晚上，她带领老师们吹竖笛、做手工和手指游戏。离开中国前，她邀请我到瑞典参观。　　无论
在中国还是在瑞典，每次看到路旁的鲜花，爱迪特都会喊我：“蓓！蓓！看——花！红色的，真美！
”她曾在幼儿园里采来花瓣画画，孩子们看到了，也模仿她的做法用花瓣画画。穿上丝绸的衣服，她
说很高兴。那天要看歌剧，她说了几次：“想到晚上的演出，真开心。”我常常忘记了她的年龄，好
像是和一位孩子在一起，洋溢着对生活和大自然的好奇和热情。她还会做各种各样的娃娃、动物、偶
人，我跟她学，一样的方法，怎么也做不出那种惟妙惟肖的神态。她还做过两个中国古代人物，她说
做的时候心里在想怎么帮助中国。　　国外华德福幼儿园的一些用品十分昂贵，比如在瑞典商店，一
盒蜡块90克朗（90克朗相当于100元人民币），一片蜂蜡15克朗，一个手掌大的娃娃299-499克朗，一个
大娃娃998克朗，25克彩色羊毛35克朗，一支五音竖笛520克朗，一个里拉琴（1yre）1500～2000克朗。
爱迪特为了支持中国的华德福，一次可以买上几千克朗的用品，而她自己平日里省吃俭用。她喜欢吃
橘子，却合不得买新鲜的吃，我亲眼看见她花10克朗买一袋过期的橘子，有的已经长了黑斑。她还说
自己退休了，工资不高，可惜不能一年来中国三次，只能来两次。　　爱迪特不喜欢美国，她认为美
国人的思考是黑色的。她曾以为这辈子不会在中国看到麦当劳，从中国回去后，她到处说中国怎么好
，不愿说批评的话，有人问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中国有任何的不足或缺点吗？她只好说：“麦当劳。”
　　幼儿园的保育工作　　在瑞典的25天时间里，我参观了七所华德福幼儿园，两所华德福小学，一
所普通的幼儿园。还参观了活力生态农场、人智学社区、特殊需要人才培训中心。其中在爱迪特幼儿
园4天，在若妮特幼儿园5天，在安娜斯蒂娜的幼儿园4天，还参加了两天的瑞典华德福幼儿教师大会。
　　爱迪特的幼儿园有4个班级，两个托儿班，孩子年龄1～3岁，两个幼儿班，孩子年龄3～7岁，瑞典
小学入学年龄是7岁。幼儿园总共25个孩子，7位成人，其中4位是主班老师，两位配班老师，一名厨师
。厨师早上7点15分上班，照看早来的孩子。主班老师7点45分上班，下午2点半下班。配班老师来得晚
，离园也晚。　　若妮特的幼儿园，29个孩子，4个班级。两个托儿班，每班4个孩子。两个幼儿班，
一个班10个孩子，一个班11个孩子。每班仅一位老师，全园只有四位老师和一位厨师。幼儿园已经满
园，有几十个孩子在等待入园的名单上。　　安娜斯蒂娜的幼儿园就一个班，15个孩子，一位老师，
一位配班，一位厨师。　　我问托儿班的夏娃老师，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合适？她说最理想的是三个孩
子，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腿上再坐一个，而现在她带的是4个孩子。爱迪特认为，有经验的老师最
多能带5个托儿班的孩子。华德福幼儿园的比例通常是：三个1岁左右的孩子配一个老师，五个2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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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配一个老师，七个3岁孩子左右的孩子配一个老师，4岁以上的孩子，12～14个孩子有一位老师
和一位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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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请让我慢慢长大》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华德福教育不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育
观点，而且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华德福学校里，不仅仅是提供给学生一个健康
、安全的环境来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探讨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生活问题，并引导学生探索
自己的人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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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吴蓓真是用心血在写书
2、简朴真诚的作者，回顾了自己学习与实践华德福教育的最初几年的经历。真实，细致，有可读性
。
3、由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构成细致的观察与感受，在书中结识了华德福，尊重自然成长的轨迹，
生命在自然中融合，没有造作，没有刻意，还原其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4、看的是另一个封面的。懒得添加条目了。
5、作为了解华德福教育的入门书,其中详细的记录了孩子成长中的点滴和对应的教育时机和方式.了解
孩子成长的节奏,不拔苗助长,不打乱规律,对于孩子成长非常关键.....
6、真是心路历程啊！这样详细的历程记录，很赞美！
7、成长是一件急不得的事儿，可惜拔苗助长的人太多太多。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我们还远远不懂。
8、教育和自我教育
9、在京实践华德福教育
10、入门
11、放弃童年的快乐，未必能换来成年的幸福。真实世界更需要孩子发挥先天独有的优势，而不是一
个个批量生产的标准零件。
12、边看边学习
13、上篇就还好，有inspiring的point。总体太散。所以虽然还没读完，大概我会先放下，然后读一点
教育理论的书吧。
14、每一位家长都应该仔细阅读。对于中国早期教育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翻天覆地的篇章。
15、看了几页实在看不下去，难道是我变浮躁了？华德福教育我不做评价，但这个作者文笔实在不敢
恭维，看不下去
16、请让我慢慢长大
17、亲身经历告诉你中国的华德福之路⋯⋯
18、43.《请让我慢慢长大》尊重孩子的天性，揠苗助长并非好事。
19、全书是日记的方式，要是能精简一点就更好了，总体还是非常欣赏这种教育方式
20、我的幼儿教育行业第一本书，对一些观点还存在质疑，但是开启了一扇新门！
21、特立独行的猫。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日记，讲的没什么核心，都是外围，仍旧看不清华德福教育到
底如何进行。
22、关于华德福的书
23、打通了很多從前想過的和經歷過的事，原來都是有緣由的，因果輪回。
24、个人对华德福教育不做评论。但本书实在是不好看，由日记串起来的，每篇日记也没有一个明确
的中心思想，就是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和看法。看完本书，除了要爱孩子，以及从自然的角度去教育
孩子这两个个人已经知道的原则外，没有别的收获。
且这是一本“二手数据”（对一个理念、体系、科学的再理解）的书，也不符合我口味，我更喜欢看
的是“一手数据”（一个理念、体系、科学、实验的直接发明者、创造者写的书）的书
25、每天记录性的文字，不过让我对于华德福的教育理念有了最初的了解和兴趣。
26、如果能配以照片就更好了~也看到作者的成长~
27、全书通过作者亲身的考察和经历描绘出了华德福教育的大致轮廓，有很多具体的例子以及对国内
教育现状的反思，适合作一本华德福教育的入门书。印象最深的是华德福按身心灵的理念来保护儿童
的成长，先做快乐的自然之子，再为社会之才。若要深入来了解这个理念，恐怕要阅读一些人智学相
关书籍了吧。
28、值得一看的丛书
29、: �
G61-53/6842
30、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因为我想自己组织一个儿童之家，所以就来这本书里取
经了
31、理想中的儿童教育，但需要大环境的配合，否则不知越来越难以坚持下去，也不知在中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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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走多远。但家长需要有一颗华德福教育的心，时刻提醒自己，给孩子一定自由的空间，在玩耍中
学习，在探索和实践中得到感悟，有时候只需提供一片沃土，静静等待花开就好。
32、勇气是克服一些困难的力量，我的教育之路才刚刚开始，这些知识还要慢慢消化，最终变成自己
的教育方法，希望能让你快乐健康自由的成长！！！
33、只读了上篇“海外观摩”，了解一下华德福教育思想
34、被誉为了解华德福启蒙读物，确实通俗易懂。作者也是实践者，钦佩
35、它，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门
36、本书也算是学习华德福的必修教材了。前半章分是作为在国外学习华德福的经历和体会，后半章
则是作者亲自办华德福学校的日记汇总。我一直疑惑一点，作者短短几个月的培训经历，是否真的能
对华德福教育理念融会贯通，是否足以支撑起她从零开始办学校的实践。说实话，在阅读本书的过程
中，难免为那些入学的孩子担心。但是作者敢于挑战传统教育的实践精神还是着实让人钦佩的。
37、了解华德福必备书!
38、作为华德福入门读物挺好的。
39、这位同志太曲折了，当我看到她在北京建华德福幼儿园的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没有任何关
于办幼儿园的常识，完全靠着对华德福教育的热情去行事，有点太理想主义了。
而且最近看了一些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暂时，彻底消耗了我对各种育儿理念的兴趣。
40、感觉作者并没有吃透华德福，没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只是一味地说华德福如何好。
41、华德福的书很不错，值得一看
42、吴蓓老师在本书中介绍自己学习和实践华德福教育的经历。看完本书，为她筚路蓝缕地践行自己
心中的理想而感动，我差点儿看哭了。华德福，给人幸福，让人成为人的教育。
43、华德福说不要考试，不要竞争，换第一颗乳牙之前不要给予任何知识教育。要种菜，要玩木工。
比较适合慢热的小孩吧。但是像我这种八岁才开始换乳牙人士要晕倒在地上。少年班的同学也要晕死
，书里有好多小时了了的例子。
44、我感受到作者追求教育理想的执着和创业的艰辛。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也读过几本，它的一些理
念是值得肯定的。
45、2009年就开始读的书，读了几十页就搁下了，所以到现在才真正读完。
46、入门书籍
47、乐观的人在苦难中会看到机会，悲观的人在机会中会看到苦难。梦想+失败+挑战=成功之道。十
年前，《纽约太阳报》一位年轻记者采访了他，那位少经世事的年轻人问他：“爱迪生先生，您目前
的发明曾经失败过一万次，您对些有什么看法？”爱迪生对失败一词很不受用，他以长者口吻跟那位
记者说：“年轻人，你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开始，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对你未来很有帮助的启示，我没有
失败过一万次，我只是发明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  你需要知道，人的事业就如同浪潮，如果你
踩到浪头，功名随之而来；而一旦错失，则终其一生都将受困于浅滩与悲哀。失败是一种学习经历，
你可让它变成墓碑，也可以让它变成踏脚石。
48、收获不大
49、华德福教育理念介绍
50、正打算买多几本，给身边每个有小孩（0-7岁）的妈妈。
51、可以简单了解华德福幼儿教育
52、国内的有关幼儿教育的书，这一本来说是相对不错的了。
53、读书对抗恶世界。。。书本身一般，但是好实诚，尤其是践行更值得无比敬重。
54、创建华福德幼儿园的过程，居然有点励志。
55、对两点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对评价的看待以及操作方式：评价的参考系是个体自己，除此之外毫
无意义；未达到理应的要求时，不给出评价。二是对身体开发的重视：认为低年龄段的孩子是通过身
体来感知和学习，完整的教育是身心灵的统一。另外一个总体的印象，就是趋向于自然。看到作者提
到卢安克，才知道原来卢安克的方式正是华德福教育。那个时候一直感觉卢安克的理念跟道家思想比
较一致，崇尚人与自然的联结，不对孩子存有期待，无为而治，给其自然而然地成长的自由和空间。
与人本对比，相同的一点可能是都是由内而外地引导成长，不同的是，人本似乎更强调个体自身的主
体性和主动性，而华德福教育更多是顺应自然的天性。
56、很好的书。看完很想让娃也去上华德福幼儿园。也想办个华德福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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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请让我慢慢长大　　亲爱的爸爸，请给我一个窗口，　　给我留一片还没有污染的天空，　　在
层层重重的铁窗后，　　让我望一望草地上绿色的自由。　　亲爱的妈妈，请给我哭闹的时间，　　
让我迟一些才学会标准的笑脸，　　也许你可以先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喜欢自己，　　才接受文
明的训练。　　亲爱的老师，请不要那么紧张，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要规矩地唱，　　一切的ABC
可以慢慢学，　　不要教我增光添彩，　　请让我从从容容。　　摘自75页
2、自从有小孩以后，就开始担心她的上学问题。和大多家长一样，我也对学校教育寄予很高的期望
，因为家庭教育毕竟不系统，在家上学也不现实。但是和大多家长不一样，我不希望孩子上什么重点
、名校、名园。我只希望她能上一个让她快乐的学。在听说华德福教育之前，我觉得我的理想不可能
在中国实现。看了这本书，而且从网上发现竟然有华德福学校和华德福幼儿园在我们所在的城市，而
且幼儿园离我们还不远，非常期待。第一个想法是要让孩子去上，第二个想法是要介绍给一个当过幼
儿园和小学老师的朋友，让她去华德福工作。昨天在公园听见旁边几个带小孩的妈妈聊天，一个笑着
说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如何哭，其他孩子有哇哇大哭的，有抽泣的，有看见别人哭自己也哭的；大班
的也有哭的，小班的哭成一片；幼儿园老师如何把教室门啪地关上，防止孩子扒门，把窗帘拉上，防
止孩子们去看窗帘外面的家长......听上去真可怜。如果是我，肯定狠不下心让孩子哭着去幼儿园，也
不会笑着去说这件事。更重要的是，这个幼儿园一定不是个好幼儿园，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孩子不愿意
去。然后来说这本书。吴蓓是个老实人，是个好人，这是看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从序言开始，就觉得
作者正如她自己所说，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是个内向的人。她的文笔一般，作为学物理出身的人，
可以理解。关键的是，她在用心，付出全部心血来做教育。对于这样的人，找到一个好的教育理念是
一个机会，是外因，有她这样的人，一定能做的很好。对于这样的书，朴素的文笔反而更让读者感觉
到内容的真实和作者的真诚。看完这本书，真想让我的小孩也去上她办的幼儿园。华德福的理念深得
我心。幼儿园本来就不该教什么知识。背什么唐诗、三字经之类的是我深恶痛绝的，学识字、数学、
英语都太早，都没有必要。小孩就是要玩，要快乐地玩。每次看到我的孩子哈哈大笑，或者乐呵呵的
玩，都很感动。等她长大到要上学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这样开心。我常跟周围的人谈起，我
自己小时候学习够好，我也有博士学位，虽然没有上过最好的学校，但是已经不需要把学习好、考上
好学校的梦想和压力放在孩子身上。我只希望她快乐，一直都这样快乐。
3、拿起这本书，你能感觉到它的分量。三百多页的纸张，没有半个插图---写的秘密麻麻。晚上安静
的时候看，坐在床头，昏昏的灯光，不知不觉就是深夜2点钟了，还是意犹未尽。感动，很多时候被
感动的眼角湿润，不是为内容，而是为吴蓓老师的爱心感动了，这种愛讓我想起我妈妈的感觉，亲切
又慈爱。迫不及待的将全部内容看完，受教育了。象孩子一样长大，我这样想：孩子的快乐往往很简
单，一块棒棒糖，就可以开心的玩一天。一堆沙堆，也可以想象成一个世界，看到河岸上的蚯蚓会觉
得他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小孩眼中的每个人都是友善的，纯真的。小孩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好奇的。所以，我想能如小孩一样继续成长－－带着孩子般的童真。我眼中的世界是不是也会变得
很不同？吴蓓老师博客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waldorfbj华德福教育在北京的实践
4、仅仅是三个小时前在豆瓣看到了 华德福 的名字，也仅仅用了三个小时通过各方面的搜索简单的了
解了一下他，但这三个小时我目不转睛，被他深深的吸引。我是一个毕业一年多的大学生，毕业以来
一直从事培训行业的工作，我喜欢孩子更喜欢跟他们再一起，但一年时间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却让我有
点害怕，我惊叹于现在孩子们被大量的课余辅导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惊叹于他们书包的重量，惊叹于
他们接触的媒体之丰富和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之高。。。这样的情景让我感到了压抑和迷茫。我经常看
着孩子们的笑脸心里问着，他们真的快乐么。我的课堂够丰富生动么，孩子们快乐么，喜欢么？到底
什么样的孩子是优秀的孩子，家长们真的理解么，成绩真的是最重要的么？当我看到这样的一种教学
模式时，我被震撼到了，这是教育么？然后是豁然的开朗。这或许就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的未来吧。
我知道华德福在中国国能否稳定的成长发展不但是他自身面临的挑战也是这对被传统的教育观念捆绑
了数十年的家长们的一个挑战。中间的争议和问题终究会无法避免。但我想家长们对我们多样化的世
界以及多样化的教育有充足的信心与挑战的勇气。同时也希望执着于教育，或者华德福教育的人们能
给家长一些耐心和爱心。我已经辞去了一所全国知名连锁培训学校的职位，现在我选择的是一个乡镇
上培训学校，因为我觉得那里的孩子更需要教育，却不知道什么教育才是好教育。我有很多想法，有
时候想着想着会让我兴奋，但是兴奋着兴奋着就变成了自嘲，总觉得自己各方面经历经验太少，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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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简单和不成熟。尤其最近看着五岁的外甥女在学校及其学习的困惑，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去深入这
个行业研究的决心。我会继续我的教育事业，也会继续关注华德福教育。
5、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一个邻居，从小他家里就让他学不少东西，还没上学就背唐诗宋词，他
奶奶还让他当面背给我听。去年过年回家，问起邻居读初中的儿子，说不喜欢读书，送体校去了。这
句话就应了这本书中说的：过早开发儿童的智力，从长远看来，不但不利于儿童的成长，还会带来不
少的心理与生理疾病。现在很多家长的口号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就让孩子上这个补习班，
那个提高班，除了主课，还有音乐，美术，体育。。。。。。中国人望子成龙的观念在现代社会得到
了登封造极地演绎，加上现代流水线式培训的教育体制，社会与学校都在一个劲地给学生灌输各种知
识，巴不是这些孩子一夜之间成为神童、天才、成功人士、社会贵族、有格调的人。作者说“现代的
教育就像化学农业，给植物各种化肥促长，一年长成的植物，在化肥的作用下，三个月就长熟，但它
们的根、茎、叶健康吗？有谁关心过它们真正的需要？有谁知道它们的痛苦？我们只看到孩子考试多
少分数，却不知道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且不敢说现代的社会把孩子当植物看，至少没当人看：或把
孩子当成大人物自豪的工具，或把孩子们当成生产线的一个产品，或者当自己的梦想的寄托与精神慰
籍。我们给予他们赋予了太多的希望寄托与梦想，最终导致我们按我们的方式来教育他们。也就导致
了儿童负担过重这一社会问题，而最终，是由这些儿童来承受这一切。针对这样的弊病，华德福提出
了另外一种教育方法。华德福强调顺其自然地来教育孩子，觉得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培
养对人类，自然的感情，强调孩子人性与人格的发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不是智力与知识的发
展。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共同成长，从生活中，从交往中，从劳动中，从活动中，从游戏，从自然中
来接受教育，学习，而不是从知识，从书本，从课堂中来学。华德福认为，“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有时
间性，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人就会受到惩罚，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发展也有自然规律，违背了人
的发育成长规律，付出悲惨代价的是孩子的一生。。。。。虽然公立学校的学生比华德福的学生学习
阅读早，但不少公立学校的学生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失去了兴趣。”目前在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时间是
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他们既缺少与老师的交流，也缺少与同伴的交流，真正的生活是需要自由的
。华德福认为学校的公共场合，如餐厅、休息室、走廊等，应比教室的地位重要，即人的自由交流空
间比课堂学习的空间更重要。比如，Satish Kumar就认为，“一个学校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学习场所是
厨房。学生首先应该学习我们日常的食物是怎样来的，学习怎样和别人一起劳动。其次应按每个学生
的特点去发挥他们的潜力，不要有统一的标准。学校不是工厂，不能按照标准去批量生产。第三，提
倡小规模学校。”于是他们教学生去学做针线活，木匠活，编织，照顾植物，做饭菜等，“现在许多
孩子看不到妈妈用手洗衣服。用手洗衣服需要一步步的过程，现在由于机器替代了手，孩子对事物的
认识产生了空白，如放水，擦肥皂，搓衣服，拧衣服，这些过程被机器取代了。。。。。。华德福教
育不反对机器化，但每种进步的背后都有某种牺牲和损失。。。。孩子需要看到一件事情完成的过程
，年幼的孩子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如果我们身边的一切事情都由机器来做，食物买现在的或到餐馆
就餐，衣服由洗衣机来洗，大人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在看电视，想象一下小孩子看到父母一动不动地坐
着，他能从中学到什么？”在华德福的学校，厨房都是敞开的，学生随时可以进去；“幼儿园的 老师
必须每天擦灰尘、扫地、收拾、拖地，让孩子看到老师的日常劳动，这样孩子才会模仿，才会有要做
事情的动力，。。。。”“华德福幼儿园要求老师做事时，要创造一览无遗的工作过程，让孩子随时
轻易加入进来。在工作与活动之前，老师要收拾好事先的计划与安排，井然有序地按部就班地把事情
做好，直到把一切收拾完为止。老师要保持平静的心情进行工作。”为什么要说老师保持平静的心情
呢？因为华德福相信，如果老师怒气冲冲的样子，会被孩子吸收。在这里，华德福强调的一点是我也
反复说过的：孩子不仅在学校接受教育，还有家庭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对孩子的教育负有责任。“
‘每个正常发展的儿童会以充满工作的成人世界为榜样，从中接受到自己游戏与行为举止的刺激、启
示，幼教老师在做任何一个工作时，都应该意识到孩子的存在。’。。。。。孩子通过观察我们来学
习，我们的为人处世帮助或阻碍他们成为他们自己。老师是孩子的榜样，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心态将给
孩子带来长期的影响。不仅影响孩子的心理，也会影响孩子内部器官的发育，因为幼小的孩子是个‘
完整的感官体’，他不加区别地吸收环境中的一切。因此，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负责。。。。。
‘因为幼儿会将所见所闻吸收进他的整个身体形成过程中。’他对成人行为的好坏没有判断能力和选
择能力，他跟随着成人的一举一动而生活。”通读此书，会让所有批评中国教育体制的人有所领悟，
并感到有希望。因为一方面我们都在批评，可是一方面，我们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去我们所批评
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现在有了华德福教育，我想，给了很多不满现在中国教育的人一次实践和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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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同时，我们成人也应该反思，不要一味怪学校，怪社会，不要忘记反思我们自己：在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在这个世界的变化中，我们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一直认为，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由你我这样的人组成的；所以，一方面我
们对社会问题有责任，作为公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包括批评的权力；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反思，也许我们自己也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我们自己就组成了这些问题，我们更应该
反思我们自身在问题中的角色与作用，并努力从我做起，尽可能地提高自己，影响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影响的广泛性，问题的发展性。有一句话这么说的，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就像托尔斯泰《生活值得过吗》中的一句
话说的，所有美好事物的成长都是缓慢的。
6、《请让我慢慢长大》不同的书要用不同的速度来读，这本书我读了很久才读完，不仅仅是因为它
的实际的厚度，更是因为作者吴蓓带来的思想上的厚重。这是一本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最好的介绍。以
前我也接触过好几本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可是没有一本能够看完。而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打动了我
，从头到尾，一点一点，慢慢地看，书中画满了铅笔线。我是一个教师，我想只要是一个真正热心教
育的老师，就不可能不被这本书所打动。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在国外对华德福教育的考
察和了解。第二部分是在北京亲自创办北京第一家华德福幼儿园时，每周写的一篇周记，一共五十篇
。就好象薛瑞萍的周记一样，没有什么过多修饰的文字，仅仅依靠记录本身就可以打动你，那是怎样
详细的一份记录啊！不仅仅一个幼儿园老师做不到，就是任何一个最优秀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无法
做到。而且那详细记录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啊！那是我们在传统教育中，想破头也想不出来的教育
啊！但是那又是每一个真正懂得教育懂得孩子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比我们现在的教育好多少多少倍
的教育啊！其实面对那种教育，我们现在的学校都不好意思称作是教育。我相信那应该就是理想中的
教育吧！是啊，这样的教育也许在我们的国度里还只能够称为是理想吧！中国香港台湾都有华德福学
校，情况都还不错，大陆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在成都创办到现在已经有快十年的历史了。深圳华德福幼
儿园是第二家，吴蓓在北京的华德福幼儿园应该是第三家。近两年华德福学校华德福幼儿园在中国越
来越多，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甚至合肥、郑州、昆明、青岛、杭州
等等华德福像春笋一样层出不穷，连绥芬河这样边缘的城市都有了华德福，真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当然这里几乎都是近两年才创办的华德福幼儿园，有了华德福小学的，仅仅是成都、广州和北京，在
网上看好像成都华德福马上要有小学六年级的毕业生了，所以他们准备开始办初中。不过中国大陆所
有的华德福幼儿园和学校，都面临着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华德福幼儿园和学校很难得到来自外
界的大规模的捐赠，从校舍到设施都要从零开始，而华德福教育对环境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学校应
该建在郊区。华德福都是小班教学，一个老师带的学生很少，师生比很高。华德福对教育器材的要求
也很高，所以华德福教育是一种很贵的教育，所有好的教育都是贵的教育。这么贵也不是很多地区承
受不起，中国建了多少花费几个亿的公立小学，不过那是建大楼，学生入学还是免费的。公立学校强
调的是教育的公平，虽然现在不那么公平，但是至少在一定的地区内教师的工资，教师的工作，学校
的班型，学校的学科设置等等都还是差不多的。所以华德福的标准不可能成为所有学校的标准，即便
在国外也不能。就现在来看，华德福还是我们教育的理想。华德福幼儿园和学校，对老师的要求是非
常高的，而华德福幼儿园和学校所能够给这些老师的经济条件却非常可怜。就拿运行最好的城都华德
福来说，一个教师的工资才一千到两千元，而这样水平的老师在公立学校工资肯定会高很大一块，并
且还会有各种社会保障和各种待遇。公立学校教师往往还会有来自学生的各种灰色收入。这样水平的
老师即便是在社会上办个什么班，也会过上挺不错的日子。而且华德福的老师工作量远远比公立学校
老师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好的公立学校都在城市的中心区，而华德福学校一般都建在交通非常不方便
的郊区甚至农村，这样算起来两者的收入待遇水平就相差不是一倍两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能够坚
持在华德福学校工作的教师，多少都是因为理想而在工作的！在国外华德福教育已经有快一百年的历
史了，由于能够得到各种基金会的支持，很多华德福学校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华德福学校教
师和公立学校的收入相差不多。而按照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依靠教师的理想，是很难维持太久的，
成都华德福就有一些老师在工作了几年以后选择了离开。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够永远生活在理想当中。
经济待遇是华德福能否长期大量留住优秀老师的一个门槛，毕竟我们都生活在现实当中。本书的作者
吴蓓，在努力了一年之后也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自己的幼儿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还有学生，华
德福幼儿园收费比较高，成都华德福每个月学费加杂费一千多，小学学费一年一万，有点贵，但是好
像还没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想想我们周围最好的小学的择校费，也高达好几万元。所以为孩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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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选择华德福，并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对一个新的教育理念能否适应中国现实，很多家长不敢轻易
冒险。幼儿园还好办，小学很多人就选择了公立学校，至于中国能否办好华德福初中高中，那就只能
够用时间来去检验了。不过我相信华德福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学校总有一天会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7、“讲完故事后⋯⋯千万别来一句：“你们听懂了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你们
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故事一旦被分析、被当做说教的工具，它就失去了生命。”——P218
“有的家长问我，我的孩子老被欺负怎么办？我建议家长不要这么说自己的孩子，应该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即是说，就事论事，不要用“欺负”两个字。有的时候，别人抢走了孩子的东西，孩子不吭声
，也许他不在乎。有的时候，别人推了他一下，他没有愤怒的表示，也许他心胸豁达，不计较这些小
事。大人要观察他被“欺负”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如果是由于胆小，就鼓励他把心里想的说出来，
如果孩子毫不在意这些纠葛，大人也就不要过问。⋯⋯家长总是对孩子说你被欺负了怎么没有反应，
孩子就会形成这样的想法：我是被别人欺负的孩子。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胆小怎么办？我也告诉他们
不要当孩子的面说他胆小，以免他觉得自己就是胆小的孩子。孩子胆小可能与年龄、经历、个性、家
庭环境等因素有关，家长要分析原因，最好不要笼统地下结论。”——P316
8、教育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教育到底是什么呢？每个时代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看法，但是否有一种教育是适合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呢？我想，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能知道教育
的真正意义。教育是为了造就一个商人？一个政客？一个艺术家？一个哲学家？抑或是小公务员或是
写字间里的白领？都不是。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造就一个“人”，一个丰满完整的人。华德
福教育90年来在全球各个文化背景中得到迅速的发展，便是由于它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基于对人
类和宇宙的理解上发展出的教育。华德福教育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博士说过：“我们学校只要管人
类统一的需要并根据这种需要去安排课程。所有方面，都要为这一点服务（《适合人类的教育》卢安
克翻译）”，这种教育独立于政治和经济，并且独立于宗教意识形态。在《适合人类的教育》中，斯
坦纳又说：“现代老师所有的教育行为的背景，应该是对宇宙规律的全面了解”，“任何的课程将来
都应该是建立在真正的心理学上，而真正的心理学是从人智学导向的、对宇宙的认识得来的”。华德
福教育体系自有它自身的“教育行为背景”，即是斯坦纳博士所创立的“人智学”理论。“人智学”
中把人的构成分成“物质身体”、“心灵”、“精神”三部分，而华德福教育的培养目的就是要让这
三部分得到平衡的发展，而学校教育中“心灵”层面的培养又是侧重，“心灵”层面又被分为“思考
”“感受”和“意志”，在华德福的教育中整个贯穿着这三个层面的和谐滋养。根据“人智学”对于
人类生命成长的理解把人的成长划分出以7年为一个发展周期，而华德福教育就是着力于最关键的前3
个周期，在三个周期里依次侧重于培养人的“善”“美”“真”，在进入第4周期后，孩子们在所获
得的丰富完满的内在滋养基础上，以独立的思考力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出自己生命的意义。经过90多年
的发展，华德福教育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着坚实完整的宇宙哲学体系并且有着系统丰富的课程内容和广
泛教育实践的教育形式。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华德福教育背后的哲学体系，但90年来的实践证
明了这种教育对于培养一个“全人”的成功性。斯坦纳说：“人智学是一种探索，探索那些以‘把人
的思想和精神导向宇宙中的精神范畴’为目的的知识”， “华德福教育”同时有着非常的开放性，它
强调“自由”“创造力”“灵感”，并且要求作为一名华德福教师自身的创造性和生命活力，学校管
理是教师治校，让每一个从事华德福教育的老师能根据自己对于人类和宇宙规律的探索和理解自由地
创造自己心中的“全人教育”。这种教育管理的精神不正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吗？同时它又有着丰
富完整的教育哲学背景支撑，使教育具有了终极的意义。华德福教育并不只是这些，在接触学习华德
福教育的过程中，我慢慢懂得华德福教育并不只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它同时也是对于教育者本身的教
育。斯坦纳博士说过：“我们在Waldorf学校里认为，教育问题主要是一个什么人才能当‘老师’的问
题”，“我们很重视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不重视他能掌握什么技术或者知识”，在华德福教育中一
名教师尤其要注重于自身生命品质的成长，只有自己生命的成长才能给予孩子发自深处的生命光辉的
照耀，斯坦纳博士曾说过，“只有我们不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一个可以仅仅用智力在舒适的生活中做
到的东西，而把它看作是最高道德精神的东西，我们才能做好”。而一名华德福教师所需要的成长也
不仅仅是简单的“独善其身”，斯坦纳在《适合人类的教育》中还曾说过，“我们不应该仅仅作为教
师，而应该是真正的文化行动者。我们需要对于现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发挥活力的兴趣，否则我们
对于学校来说就不是好老师。我们不能只管自己的工作领域。只有对于所有在世界中发生的事情都发
挥活力的兴趣，我们才能当好老师。⋯⋯只有我们在我们发挥对以下的兴趣：1、现代社会所带来的
巨大问题；2、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巨大任务，我们才能从今天已经达到的（真正）获得自己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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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不管我们把这两点想象得多么大，都不够（卢安克翻译）”，斯坦纳的这段话已经清楚的说明
一个华德福教师的成长道路有多么深广。在华德福教育中，教师也并不以一个教导者的身份出现，学
生内在的来自于宇宙精神的力量更是值得教师敬畏和学习，因此在华德福教育中老师是和学生共同成
长着。华德福教育的精神强调着师生的平等和共同成长，同时又强调教师和学生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共
存，与人的和谐，与社区的和谐，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种教育精神蕴含着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与
世间万物实现生命的共荣的胸襟。在深入的学习华德福过程中，我越发的坚定把自己的一生投身于此
，因为，这条道路正是我的“人间菩提道”。佛家有言，“何为‘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华德福教育的道路正是如此。
9、这本书是记录吴老师从一个学者成为一名华德福的老师，前半部分是他出国对华德福学校的考察
，后半部分是他在中国实践华德福的教育。中间讲的一些故事让人很感动，中介穿插比较多的实际问
题的解决方案。是一本对华德福教育初识者的好书。
10、这是一本平实的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婉转曲折的章回。这是一本真实的书，纪录了一个华德福
老师的困惑和成长，这是一本内敛的书，有着作者对人的思考，这是一本包容的书，在书中可以感受
到爱的力量。和很多育儿书籍相比，这本书让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因为我看到的是真实的办园纪录
，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理论。看到的是一个真实人的喜怒哀乐，困惑和挑战，不是大
师出世入世自由的旷世学说。常常一边看一边说，啊，原来吴蓓也是这样的啊。呵呵，所以我喜欢这
本书。
11、请给我一个窗口， 给我留一片还没有污染的天空， 在层层重重的铁窗后， 让我望一望草地上绿
色的自由。 亲爱的妈妈， 请给我哭闹的时间， 让我迟一些才学会标准的笑脸， 也许你可以先给我一
些时间， 让我喜欢自己， 才接受文明的训练。 亲爱的老师， 请不要那么紧张，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要
规矩地唱， 一切的ABC可以慢慢学， 不要教我增光添彩， 请让我从从容容。 这是这本书里的一首儿
歌。 很庆幸无意中翻到这本书，被它吸引，然后一页一页翻阅下来。名字首先让我心动----《请让我
慢慢长大》。也许是“慢慢长大”触动了心底的某根神经。生存的压力，对现实世界的紧张不能阻挡
心底对于某些事物的向往，相反，越是缺失的便越是希望这世界能有另一种言论或一种方法能对此给
予颠覆。于是，拿起这本书，开始对以往的迷惘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答案在这里。 孩子的教育一
直让人们很头疼。人类不停地探索，寻求好的，或者更好的教育方法希望走出桎梏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斯特娜夫人教育法；蒙台梭利教育法；卡尔威特教育等等。优秀的，科学的种种教育理念让人迷茫
，尝试，坚定，并不断充满希望。 眼前这本书倡导的是华德福教育。 其教育的基本立场是发展个人
的潜能以及丰富人的心灵，反对为了考试而灌输一些专门的知识，认为不应该用太多的理性知识窒息
儿童的天性。认为儿童的成长是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引导和鼓励，认为儿童在某个
年龄段，是通过身体的活动并参与其中来学习。他们的感觉支配整个人的身心和灵魂，只有通过孩子
自己的感觉器官和感性体验，才能了解自然界。 他们认为童年的时间是短暂而又宝贵的，父母和学校
应该把孩子健康、愉快的成长放在首位，而不要把竞争看得那么重要。 他们强调让孩子成为孩子，不
要过早地剥夺孩子的时间和空间，不要改变孩子的天性。要重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并通
过艺术化的方式达到教学目的。让孩子学习各种知识，不是单纯地从书本上学习，而要结合学生的实
际体验。要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是整体的一个部分，是集体中的个人，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认识到人
和自然界的万物息息相关，让孩子懂得个人对集体、对大自然负有责任。体悟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是天地万物之一。 并且强调从自然生活中学习，把自己放在生活中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每时每刻，
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都成为进一步发展学习的源泉，无论学校教育走得有多远，必须学习如何从生活
中学习。 生活是一所学校，学习将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在此之前，不知道华德福是什
么。吴蓓的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在百度上一顿狂飙之后终于对此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如同当年
对卡尔威特，铃木镇一十分关注一样。孩子的教育相信许多人都曾感到棘手，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
一切从孩子的根本出发 。孩子需要什么，孩子喜欢什么，我们应该给予孩子什么，一切看似简单的问
题，在教育的范畴内，虽然依旧众说纷纭，存有异议。可我在心底认为，华德福教育的优越兴许在于
它更接近自然，更朴素。 原始，简单，自然，人性的教育才更具生命力。 虽然书中有些倡导有些做
法看着有点点别扭，比如吃饭之前背诵什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不由得让我蹦出《围城》中
三闾大学的典故。有点搞笑了。还有饭后静思，有些怪怪的感觉。 世界就这样，由简向繁，又由繁崇
简。地球是圆的，转了一大圈之后，发现，回到原点也许才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12、能够遇见”一见钟情“的人，是非常幸福的。比如说一个人，一件衣服，一个首饰。而我遇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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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教育。曾经第一次听老师介绍这种教育的时候，我就入迷了。之前在一部偶像剧里《绿光森
林》看到一个开在森林里的绿光小学，让我心里面开了无数幻想的花。能不能有一种教育，是把大自
然当作温床，由她滋养，由她灌溉，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天人合一的成长。在我所不知的时间和空间外
，这样的幻想已经被实践几十年。最后，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走的路了。孙瑞雪老师的一句话，非
常地振聋发聩。“让教育者死去，然后和受教育者一起重生”如果这是一道新生的光，我如此感激，
这道光在成千成万的所谓教育着中，普照到我。我愿意蜕尽陈皮，破茧重生。
13、自从有了孩子以后，读了很多幼儿教育方面的书，包括一些早教的，蒙氏的,和华德福的。每种观
点都有相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最适合的教育。一本三百多页的书,居然
还是很吸引我一直看下去，新的育儿观点虽然我并不全部赞同，不过还是对自己既有的观点有冲击。
不过，如果我的城市有华德福幼儿园，我是很乐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的。
14、急不得，催不得。。。孩子的成长总是让人惊讶。。。尤尤天生的绅士性格，对小妹妹小弟弟
很nice，今天两岁半的贝贝来家里玩，尤尤哥哥拿蜡块给她，指点她如何使用，不多不少，点到为止
，很有分寸。。。我在想，尤尤真的长大了。。。晚上临睡前，我亲亲他的额头和小脸蛋，和他道晚
安，这小子来了句：”愿上帝保佑你“。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

Page 18



《请让我慢慢长大》

章节试读

1、《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337页

         孩子是通过观察来学习的，我们的形象会帮助（或阻碍）他們成為他們自己

2、《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2页

        生活在森林之中，可以远离尘嚣，倾听树木的话语，娟娟细流犹如万卷书籍，路边小石，寓寄着
神的教诲，大千世界处处可以受到启迪。

“感谢”“敬畏”，是人类与外界世界取得关联的重要感情。

感恩意味着承担任务，受到感召，它体会到生活是获得，而不是索取。它的内容是为受到礼物而感激
。它不只是一种生物学的收受关系.......人如果不意识到自己蒙受了恩惠，就不会想到自己是人。（会
以为自己是神）

3、《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344页

        最原始的、最簡單的，最自然的、最人性的教育，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歷久彌新的永恒教育。

4、《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一章

        慢慢的，耐心，体会。

5、《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77页

        我們知道理想應該是什麼樣的，但缺少了方式、方法，尤其缺少修身養性的方法，最終將失敗無
疑。明賢法師說，當我們去做一件好事時，同時也要護住我們的心，如果做好事的結果是失去了自己
的常態，失去了一顆平常心，還是不做那件好事為妙。給予別人幫助，也要時時刻刻守護住自己的心
。

6、《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9页

        學習者的成功標準是相對自己取得的成就。

7、《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37页

        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终生的学习者，使他们感觉到和周围的人们及大自然有深刻
的联系。这 
样的学生应该能清晰、独立地思考，具备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技能 。
当我们惩罚学生时，不仅是考虑怎样要求他们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 
还应考虑到对教育目标的影响。奖励和惩罚能够帮助学生成为有道德 
感和创造力的独立个体吗？我的回答是：不！ 我和其他的老师，的确有时奖励和惩罚学生，但我要强
调，这两种方式都是从外界给学生施加权威，削弱了学生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发展自己的道德能力。
搞乱的孩了通常是想引起别人更多的汁意。毎位孩子需要在他的学习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在学习中
感受到他是世界的公民。

8、《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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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纳如果我们描述自然，而不与人相联系，这对9岁儿童是不能理解的。
在自然的学习中，应该总是把人放在中心。------------------------------
吴蓓对于儿童来讲，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自然 与人的关系，通过绘画、舞蹈、音乐来表现自然 ，通
过劳动、触摸、游戏和观察获得感性认识。抽象地学习自然知识，按照华德福教育理论，应等到14岁
以后。

9、《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33页

        华德福教育的一个观点是孩子的成长过程对应人类的意识进化过程。

......这不仅是对一切物品做到物尽其用，还包含着对我们使用的物品的珍惜。（珍惜在现在的社会已
经成为稀有的品质。）
......但无论做什么，都要有开始和结束。

10、《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9页

        马丁·洛林（Martyn Rawson）学习者的成功标准是相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学习是成长、发展的过
程，不是为了获奖或竞争。我取得的一大步，对你可能是一小步。有些人付出巨大努力，却收获甚小
。另一人也许只付出一点努力，却有显著成效。哪一种方式更有意义？

11、《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333页

        孩子的早期学习应该以活动为基础的学习，对于他们，运动、发现、体验比什么都重要。

12、《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3页

        選擇自由，意味著挫折、痛苦，甚至傷害，但也意味著生命的真實、圓滿和歡樂。

13、《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68页

        斯坦纳认为：“另一个社会教育学的目标是从生活中学习。我们如果把生活当做僵硬和陌生的目
标，我们就不能过好生活。我们应把自己放在生活中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这样每时每刻，每天每周，
每月每年都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学习的源泉，无论学校教育走得有多远，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从生活中
学习。我们遇到的每个人，我们经历的周围一切事物，有意或无意地，都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源
泉。对每一个健康人而言，生活是一所学校。”

14、《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36页

        对于那些顽皮的孩子，无论多么恶作剧，斯坦纳希望老师和家长心里仍然保留一份对他们的尊重
，超越他们之上有一种我们还不能理解的力量。

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终生的学习者，使他们感觉到和周围的人们及大自然有深刻的联
系。这样的学生应该能清晰、独立地思考，具备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技能。当我们惩罚学生时，不
仅是考虑怎样要求他们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还应考虑到对教育目标的影响。奖励和惩罚能偶帮助学
生成为有道德感和创造力的独立个体吗？我的回答是：不！我和其他的老师，的确有时奖励和惩罚学
生，但我要强调，这两种方式都是从外界给学生施加权威，消弱了学生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发展自己
的道德能力。......每位孩子需要在他的学习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在学习中感受到他是世界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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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他们之上的力量？？！！

15、《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页

        先留个脚印。

16、《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页

        这本书的阅读比起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显然要继续读下去而且非常想一口气读下去生怕错过
那句话的感觉要少了点，说实话，有的时候都不想读了，大概知道华德福的理念就差不多了，但是，
收获肯定是有的

17、《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页

        请让我慢慢长大
慢，是因为丰富

18、《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254页

        只要我们真诚面对错误，努力把事情做好，就会释放出一股成长的新力量。

19、《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87页

        与其設想如何教育孩子，給予他哪些知識，還不如首先成為一名自我教育者。

20、《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7页

        什么是最好的成绩？看到这个问题，大部分人会马上回答："当然是100分，如果满分是150分，当
然是130分，反正得满分就是最好的绩，"可是你知道吗？世界上还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他们说： 相
对自己有了进步，就是最好的成绩！”

21、《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第184页

        ＂萬物皆有時＂，一定的時候做一定的事情。

22、《请让我慢慢长大》的笔记-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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