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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近日，第二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思想研讨会在江苏省南通市举行。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朱小蔓等 50 多位全国教育专家齐聚一堂， 对李吉林情境教育思想作出深入探
讨。 本期我们特别选取研讨会上的若干发言，以飨读者。

一切为了儿童
———李吉林情境教育思想研讨会专家发言选登

1981 年，我和李吉林老师就在长沙认识了。 当时，她在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召开的理事会上介绍了情境教学，她
那时候很苦恼， 也有一些教师不理解———情境教学到底要
干什么？其实，李吉林创设情境的初衷是使学生语文学得更
好，她带学生到野外去，让学生触景生情，从而更深刻地认
识语文。 后来又引申到更大的教育范畴，称之为情境教育。
我个人认为，情境教育的中心就是育人，培养孩子的情感，
使孩子成为情感丰富，有着健全人格的人。

现在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目的就是早点学习语文、
数学、英语，但并不重视培养孩子的人格。因此，社会上出现
了很多“虎妈”、“鹰爸”，但是即使你把孩子“打”进了北大，

是不是就能保证孩子将来能得到幸福呢？所以说，我们的教
育首先要关心学生的人格， 当学生有了健全的人格和丰富
的情感，将来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

后来，情境教学发展成为情境教育，最本质的改变就是
要培养有丰富情感的人。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把这个
根扎得更深，使其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让情境教育真正成
为中国的一个教育学派。 此外，情境教育给我的启示就是，
开展实验是教育发展的源泉，教育如果没有实验，教育科学
就不能得到发展。 因此，对于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实验，我
们都应该支持，从而实现教育的“百花齐放”。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教书育人 ， 是中国教育伦理对教师职
业要求最集中 、 最简洁的概括和表达 。 李
吉林老师成为全国 1500 万教师教书育人
的楷模 ， 我们都由衷地为她高兴 。 李吉林
的教书与育人从来是浑然不分 、 高度融合
的 ， 所以她创立的情境教育思想理论和操
作实践是特别典型的教书育人统一观的完
美体现 。

情境是介于生活与经验之间的，李吉林
所创设的情境 ，虽然出神入化 ，也与生活浑
然不分 ，但她创造的情境 ，并不是自然生活
本身。 她把情境作为儿童学习的中介，解决
了感觉与理性、生活与符号之间的问题。 此
外，李吉林的情境，是带着温度的情感，有着
温暖的记忆。 她通过整体来把握世界，而不
是以具体的分析性思维来细化世界，恰恰适
应了儿童的认知特点，这恰恰是她获得高效
儿童教学的奥秘。

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的精力限制了我
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吉林从来都是
只做自己 ，从来没有越线 ，所以情境教育才
取得这么大的成绩。 儿童在情境教育中，他
的五官感觉全部被打开，身心接受信息的渠
道特别通畅，感觉具有了极大的丰富性。 所
以说， 情境教学不仅使认知学习提高效能，
而且植根于人性， 使得儿童早期的道德感、
审美意象、审美感、创造力都得以极大释放。
所以说 ， 李吉林教书育人的最重要奥秘在
于，重视情感活动和情感教育的正面价值。

李吉林是我国基础教育战线最早发现
应试教育弊端， 并通过情境教育的探索，率
先实行素质教育的先行者。 她以自己的教学
实践和研究，捍卫了教育的本来目的。 因此，
我们非常关心李吉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模
式如何传播流传。 此外，她的研究态度、方法
和样式如何学习？ 我觉得，对于一个教师来
说，他是否能够成功 ，最重要的是他对身份
的认同感。 多年来，李吉林觉得自己就是一
名小学教师 ，身份认同非常明确 ，所以她把
这份认同融化在工作中，所言所行自然表现
出情真、意切、形美。 除了身份认同，我们还
要学习李吉林的人文素养、人文情怀和人文
境界。 所以，我们倡导教师去广泛阅读，陶冶
情操，扩展兴趣，增强教育的敏感性，扩充自
身的人文容量。

另外，李吉林的研究从来不做抽象的概
念演绎 ，不刻意追求逻辑表达 ，也不盲目求
取数据。 她永远扑在儿童身上，进行生命化
研究，是充满泥土芬芳 、富有深刻思想内涵
美感和教师个性特征的人文化行动研究。 她
所进行的研究范式正是现在所极力主张的
自然主义研究范式 ，适合儿童研究 ，适合语
文研究。 这种研究方式超越了传统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研究分离的思维局限，更符合真实
的现场状态。 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中小学教
师， 确确实实是为了改进教学工作本身，为
了自己生命活力的绽放与升华，在日常的实
践中，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 只有这样的研
究， 才能获得更加真实丰富的经验资料，才
能为教育理论宝库贡献得更多。 而这种真正
为了儿童，指向儿童，服务儿童的研究，也会
使更多的儿童受益。

教育其实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同一样
东西对于个人产生的教育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要去研究怎样的教育对于个体
是真正有意义的 ，而不是只面对群体 ，希望
李吉林老师面对教育的问题，面对真实的问
题，真实的情境 ，通过更加深入的实践与研
究，使情境教育走向更大的辉煌。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
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会长）

“中国教育有学无派”，与其说是中国教育学人的“难
言之痛”，倒不如说是中国教育学科的“自我觉醒”。 在过
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听到了不少创建教育学派的声音，但
鲜见创建教育学派的行为，有人干脆放言，真正的教育学
派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而不是在书斋里“论”出来的。
因此，情境教育学派的诞生，应该标志着中国本土教育学
派的出场。

30 多年前，李吉林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派意识”，更没
有什么“学派立场”，甚至谈不上有什么“学术追求”。 作为
一线教师，她只是不满于“去情境化”的符号学习所产生
的“惰性知识”，努力寻求概念和情境、知识和经验之间的
平衡和联系，成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批弄潮儿”，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就了她的情境教育学
派。 近年来，她还从脑科学最新成果中寻找情境教育的理
论支撑，增强情境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专家学者参与研究。

因而，情境教育学派的崛起，离不开国内众多知名专
家学者的参与、评述。 但从根本上讲，应该归功于李吉林
的文化情怀、实践智慧和理论创新能力，是她从一开始就
将情境教育扎根于民族文化和教育实践的沃土， 并以毕
生的精力追逐她的教育梦想，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口，才逐
步形成了情境教育的理论框架与操作体系。 目前，全国有
1000 多所学校正在践行情境教育思想， 无数中小学教师
和学生在情境教育的氛围中获得心智成长。

情境教学起初是一种教学方法， 后来发展为一种教
学流派，现在已形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教育学派。 该学派
以“情感”为命脉，以“情境”为基因，以“儿童”为立场，以
情境教学、情境教育和情境课程为主要架构。 顾明远教授
称情境教育为 “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的教育思想体系”，
认为其原创性来自李吉林作为一线教师的、 始终拥抱实
践的草根性，来自她扎根自身专业学科教学的实践性，来
自她从事儿童教育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李吉林和她的情
境教育秉持教育的本土性， 同时又与世界教育改革大潮
积极呼应，堪称‘蕴含东方文化智慧的课程范式，回应世
界教育改革的中国声音’”。

（作者单位系南通大学教授）

情境教育的发展， 经历了从实践
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阶段。 现在
又要往教育学派的方向发展， 我们必
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要有核心概念。 我们了
解一个学派， 往往从它的核心概念来
了解基本的思路。 而且这个核心概念
是可以分解的， 可以被作为操作的要
点来加以呈现。 所以任何一个概念，如
果它不可以被理解为或者被分析为一
系列的操作要点， 那它是无法进一步
用之于实践的， 甚至去改造我们的教
育现实。 另外，对于核心概念，还要有
实践验证， 以及围绕核心概念进行理
论探讨。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围
绕情境教学和情境教育就多次展开讨
论，也有很多的争议。 但我们一定不能
担心争议。 有争议，说明它有很多值得
挖掘的东西。 当一个研究被很多人讨
论、质疑、争议的时候，它就焕发出了
新的生命力。

第二，要有学术团队，或者叫学术
共同体。 一个人， 是构不成一个学派
的。 只有某个教育研究， 扩展到了多
人，甚至在不同的地区产生联动，再推
而广之，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产生影响，
学派的声势和影响力才能显现。 关于
这点，情境教育研究所早就成立了，这
是依托于团队进行传播和实验的好办
法。

第三，要有相关的学术杂志。 刚开
始提出一个理论的时候， 不可能有一
份杂志来围绕它讨论， 但当它被普遍
关注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议题产生浓
厚兴趣的时候， 就可以组织杂志来讨
论这些核心话题。 这个讨论既可以围
绕概念本身，比如说情境、情境教育、
情境教育中的教学模式等， 也可以对
概念的进一步拓展进行讨论。

第四， 要有以组织形式存在的学
术团体或者学会。

第五，必须进一步进行思考，如何
与国际接轨。 我们都知道，情境认知在
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成为国际认知科
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强调的是
在真实情境当中的认知， 强调的是解
决复杂问题。 所以说，“情境”不但是中
国的，更是世界的。

此外，一个学派的生命力，在于后
续发展。 我觉得，情境教育在做学派推
广的时候， 需要从语文走向其他不同
学科，它需要从小学走向中学，也可以
往前扩展到幼儿园。 因此，情境教育要
贯穿于基础教育的每个阶段， 而且要
贯穿于每个学科， 我们需要这样的过
程推进。 归根到底，当一个学派确立的
时候， 我们这些参与者或者见证学派
发展的学习者，今后要用自己的方式，
为它的发展贡献力量， 并以自己的方
式提出新的思考， 这样才能使这个学
派丰富、完善、发展和拓展 ，为世界教
育贡献中国的独特经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顾明远：实验是教育发展的源泉

情境教育，是我们本土孕育而出的一朵常青的奇葩。
首先，情境教育的根基很深。 情境教育有着无限向上拓展
和向下延伸的空间。 比如向上拓展的空间，可以上升到哲
学层面，也就是情境认识论。 另外，从课堂来讲，现在我们
的课堂教学或者说课程，是去情境化的。 它的危害在于学
生不一定真正理解教师所讲的内容。 所以说，李吉林老师
关心的是教学认识论中永恒的话题———怎么寻求概念 、
情境、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平衡。 纵观课程论的发展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各种教学主张 、教学思想 ，一直在这几者
之间摇摆，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比如杜威强调经验的
重要性，赫尔巴特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布鲁纳强调概念的
重要性，等等。 各种流派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有其合理的
内核。 但是走极端的话呢，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
以李吉林老师一直在寻求平衡， 建立精彩的情境课程论
和情境教学论。

再从学习方式来讲，李吉林老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

题， 教育工作者应该关注儿童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学习，
再把我们成人的东西依托儿童喜欢的方式来让他内化和
理解。 这就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挑战。 当
然，李吉林老师在这个方面也做了很好的示范，目前所流
行的“境中学”、“做中学”和“演中学”，就是从这个思想生
发出来的。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语文情境教学方面，李吉林老师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其他学科的情境教学，还不是很
完善。 因为其他学科的情境创设，跟语文学科有着很大的
不同。 所以，我们应该多做一些跨学科的情境研究。 同时
必须打破时间和学科的局限，延伸到课外去，这方面我们
可能还有很大的缺陷。 这是一个复杂繁琐的系统工程，光
靠李吉林老师一个人完成不了，她需要一个团队，需要理
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携手起来， 在情境教育的平台上
一同研究。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郝京华：用儿童的方式来学习

王灿明：中国教育学派的本土建构

我跟李吉林老师认识有 30 多年了，作为同行，谈一些
学习的体会。

第一，情境教育具有扎根研究的品性。讲真话、写真言、
抒真情，这是李吉林研究的风格和特点。 她常把学生带到
特定的场景，在“情境”中，她和孩子分不清哪是生活，哪是
学习，这就是语文学习的语境。 所以由此产生的情境阅读、
情境识字、情境作文三种教学形式的内涵，由情境学习带动
抽象符号的学习。

第二，情境教育具有清晰的研究路线。 无论是从情境
教学到情境教育，还是从课程体系到教育学派，李吉林老
师的研究始终有一根主线———扎根在沃野中，她的根在小
学里，“咬定青山不放松”。 看看现在的课题研究， 年年翻
新，没有连贯性。 但是李吉林的课题研究总是一以贯之，把
握了时代的核心，聚焦儿童怎么学好，多年锲而不舍，不断
进步，保留了教育研究的本真。 李吉林教育研究的可贵之

处还在于，更加关注儿童的有情之境，突出审美情趣下的师
生互动，重视人文意境的升华，最终指向儿童德智体美的和
谐发展。

第三，情境教育的发展前景是灿烂的。我们发现一个
现象， 基层教育研究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 往往具备以
下几个条件。 第一是集体的努力， 一个有着共同愿景的
学习型团队，加上人品 、学养 、能力俱佳的 “带头人 ”。 第
二是必须有实际的经验， 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或组织管
理方面， 具备显著成效的专题性经验。 第三是对儿童有
深切的了解， 贴近儿童， 加上精细入微的观察和感悟是
学校科研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四是需要教育实际工作者
与专业理论工作者亲密合作 ，因为一线工作者是 “临床 ”
的，需要专家在理论层面上的指导 ，两支队伍取长补短 ，
共同成长。

（作者系原上海市教育科学院副院长）

顾泠沅：教育实践需求“真”

吴刚：
为世界教育
贡献中国经验

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
宝贵资源，也是教育科学理论发展的源泉，需要我们满腔
热情地去学习、挖掘和提炼。 因此，我主要谈几点个人看
法：一是李吉林情境教育学派产生的时代必然性，二是这
个学派是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创新， 三是对于这个学派进
一步的发展展望。

首先，这个学派产生的必然。 早在 25 年前，北京师范
大学派我到美国学习进修，亲身感受国外教育学派林立，
回国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各种不同的教
育学派怎样才能在中国大地上崛起。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
到，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李吉林
老师的情境教育学派等不同的教育学派已呈繁荣之势 ，
所以说，中国大地正在催生学派时代的到来。 这是基于以
下三点认识：一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催生学派；二
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现在我们用众多的学说来托起教育
科学的繁荣发展；三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需求，从而与
世界先进的教育学说、学派进行平等对话。

因此， 成立儿童学习研究中心， 将情境教育推向世

界，将是一项重大的举措。 这里，我特别强调的是对这个
学派的研究，必须要有三个定位。 第一，学派的产生是在
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产生。 特别需要
大家关注的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和新的社会分
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适应这样一种变化。 经济
的、社会的、政治的变化，凝聚到一点，就是人的生存方式
的根本变革，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 第二，就是通过
情境教育学派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
提供思路，为构建优质高效的学校教育提供理论准备和分
析框架。 第三，为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教育
方式。 对于教育，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孩子，来
讨论教育学派的发展问题。

所以说，李吉林老师开创的情境教育学派，内涵是极
为丰富开放，不断生成发展的 ，从而也是富有生命力的 ，
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去不断认识和理解。 这也需要我们回
到丰富生动的变革性实践中， 读懂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思
想，从而揭示我国基础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裴娣娜：基础教育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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