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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吴康宁教授为《大专家牵手“长大的儿童”:
著名学者为李吉林著述作序及李吉林思语专集》(人民
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出版)所作之序，刊于《中国教
育科学》2019 年第 2 期。 本报全文转载，以表达对李吉
林老师的思念之情。 李吉林的品质与贡献

■吴康宁

（一）

李吉林老师要我为这本“序集”写
序，这让我相当为难。

为难之一，是因为按惯例，作序者的
身份、 资历及水平一般都是要高于所序
之书的作者的，而我的身份、资历及水平
却远低于“序集”的作者（以下简称“序作
者”）。 何况，序作者中既有我十分敬重、
给过我诸多提携与帮助的学界老前辈，
也有我非常佩服的专家型领导。 我有何
德何能，可为他们的文字作序？

为难之二，是因为“序集”所辑录的，
并不是李老师为其本人的书所写的自
序， 而是二十三位作者为李老师的二十
六本书所写的序。 我孤陋寡闻，迄今只见
过有人把为别人的书和自己的书所写的
序、跋之类的文字集为专辑，然后请别人
作序，或自己作序，却从未见过有谁为二
十多位作者替另一位作者的二十多本书
所作之序的“序集”写序。 这种序该如何
写法？ 心中完全无数。

为难之三，是因为按常规，替别人的
书写序一般都是要对所序之书乃至书的
作者夸赞一番的， 而我偏偏很不善于正
儿八经地夸赞别人。 真要夸赞，常常会采
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 这也是我多
年来基本上不替别人的书写序的主要原
因。 屈指算来，迄今因直拒或婉拒写序要
求而得罪的学生、同行、朋友已有近六十
位。 我要是写了这个序，那该如何面对被
我拒绝过的那些作者呢？

既然如此之难， 我怎敢不知天高地
厚地贸然承接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这一写序任务呢？ 借我一个胆也不敢
的。 所以， 我在电话里向李老师反复陈
情，表示这个任务我不敢当，当不起，恳
请李老师放我一马。

但，李老师的执着是出了名的。 无论
我如何心恳意切、婉言硬语，李老师就是
不退让、不松口。 而且，李老师在说服或
反驳的时候，语气之坚、语调之高、语速
之快，常常让我很难有插话的机会，渐渐
地也就丧失了推辞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 透过李老师的执意邀
请， 我真切感受到了李老师的激情———
对情境教育近乎痴迷的激情， 真切感受
到了李老师的真诚———对包括晚辈后学
在内的任何人都恳切求助的真诚， 也真
切感受到了李老师的信任———对我这个
被许多人认为（其实是误认为）一不小心
便会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的巨大信任（这
一点后文还会谈到）。

明明真切感受到李老师的激情、真
诚及信任， 却还要左推右辞李老师交给
的任务，那就真的有不识好歹之嫌了。 于
是，在给李老师的回复邮件中，我这样写
道：“这可能是我迄今所接受的最为光荣
而艰巨的一项写作任务。 明知力不从心，
还得勉力而为，太难！ 好在确是一次极好
的学习机会，所以，一咬牙，一跺脚，就这
么接受下来了。 ”

（二）

但，这种“前所未有”的序，终究是难
写的。 因为难写，也因为接受任务后的一
段时间里相当忙乱，所以迟迟未能动笔，

甚至有过打退堂鼓的念头。 好在李老师
极为善解人意，及时出手相助，说：“你就
把这么多大专家为我这个‘长大的儿童’
写序看成一种现象，解读一下为什么，不
就行了？ ”

这是何等的智慧！ 李老师的建议让
我豁然开朗。 是啊，这么多学者、领导、报
刊主编等等都欣然为李老师的书作序，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想来想去 ，我感到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

其一，为李老师的品质所感动

在“序集”中，所有作者无一例外地
都表达着对于李老师的品质的感动。 作
为一名教师， 李老师身上有许多优秀品
质。 在我看来，李老师在同行中尤为凸显
的是两大品质。

一是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

李老师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我只
不过是个长大的儿童。 我多么喜欢自己
永远像儿童！ ”她还说：“儿童的眼睛，儿
童的情感，儿童的心理，构筑了我的内心
世界。 是的，正是儿童，是童心，给了我智
慧。 ”“我常常就是这样，像孩子般怀着一
颗好奇心去设计教学， 童心帮助我想出
许多好办法， 那是最受孩子欢迎的好办
法，它让我不止一次地获得成功。 ”

李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会时常“推想着儿童在优化的情境中
获得审美享受和道德情感熏陶的场景”；
她会在带孩子们去认识春天前的备课
时，“像孩子们一样想象着春姑娘的美
丽，想象着春姑娘背着一个柳筐。 ”（李吉
林：《挚爱鼓起创新的风帆》，《中国教育
报》2006 年 8 月 28 日） 诸如此类的例子
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于是，“长大的儿童” 便成了李老师
引以为豪的一个自我评价， 童心永驻便
成了李老师的情境教育探索持续前行
并屡获成功的首要法宝。 诚然，由于教
育的对象是人，是儿童，因此，大凡货真
价实的优秀教师、成功教师，没有不怀
揣童心的， 没有不珍惜童真童奇的，没
有不以童为要、以童为趣、以童为友乃
至以童为师的。 而在这方面，李老师可
以说达到了极致。 因为，李老师的童心
是那样地纯净，不惨半点杂质；那样地
恒久，须臾不曾淡弱，从青年到中年，直
至花甲，直至古稀，直至耄耋。

这样一个长大的儿童， 这样一颗永
不消退的纯净童心， 也成为深深印刻在
序作者们头脑中关于李老师的第一美妙
形象。 在序作者们眼中，李老师确实就是
一个长大的儿童：“至今虽逾古稀， 仍然
童心不灭，与儿童少年教学相长，鱼水交
融。 ”（王湛序）“尽管年过古稀，但精神饱
满、春色满面，童心不灭、充满活力。 ”（胡
金波序）“岁月染白发丝，光阴柔皱额头，
儿童般的纯真却依然荡漾在你心中。 ”
（高文序）几乎所有序作者从李老师的书
中首先读到的、读懂的，都是充溢于字里
行间的童心。 正所谓“这些文章，字字珠
玑，洋溢着对教育的全部热情和热爱。 我
都能读到一颗永远活泼泼的、 纯粹的童
心。 ”（余慧娟序）有序作者甚至认为：“她
的能力结构中， 最明显的是与儿童心心
相印、心灵沟通的能力”。（朱小蔓序）

这样一个“长大的儿童”，自然会得
到序作者们格外的欣赏和敬重。 有序作
者这样写道：“我从心里尊重和尊敬像李
吉林这样扎根于大地、生长于沃土、与儿
童心灵相通的当代教育家， 努力向她学
习。 ”（张楚廷序）还有序作者在欣赏和敬
重的同时， 发出深深的感慨：“谁能在经
历复杂、挫折的人生之后，依然保留一份
纯真，甚至纯粹呢？ ”（余慧娟序）

对于这个问题， 估计熟悉李老师的
人通常都会答道： 那是因为李老师对儿
童充满了爱，深深的爱！ 这样的回答自然
正确无误，因为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没有
对儿童的爱，便绝无可能童心永驻。 但问
题是： 在现实中， 许多教师也是爱儿童
的，甚至很爱儿童，但真正能像李老师这
样拥有一颗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的，却
很罕见。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具有爱心，
但如果并不拥有童心， 那也依然无法与
儿童有效沟通， 依然难以真正进入儿童
世界，依然不能正确地、精准地引导儿童
健康成长，甚至会至少在客观上抑制、阻
碍儿童发展。 在日常教育实践中，这样的
现象并不少见。

这就不能不提到李老师的另一句名
言。 她说：“儿童是我的挚爱，儿童是我的
心灵的寄托。 ”这句话的前半句很重要，
后半句也同样重要， 它所说的是儿童对
于李老师的精神生命本身的不可或缺
性。 关于这一点，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
话：“亲身体验过李吉林教学场景的人，
亲耳聆听过李吉林教育演讲的人， 或者
认真阅读过李吉林教育论著的人， 都会
强烈感受到李吉林对儿童的挚爱， 都不
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吉林仿佛就是
为儿童而生、为儿童而活，仿佛就是为了
儿童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吴康宁：
《李吉林教育思想基本特征与情境教育
研究的拓展空间》，《课程·教材·教法》
2009 年第 6 期）

想想看吧， 一个仿佛就是为儿童而
生、为儿童而活、仿佛就是为了儿童而生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怎么可能不在爱
儿童的同时， 还拥有一颗永不消退的纯
净童心呢？ 设想一下吧，假如所有教师都
能像李老师这样不只具有对儿童的挚
爱，而且将儿童作为自己的心灵的寄托，
我们的教育会是一种怎样的动人情景？
对于这样一位不仅深爱儿童、 而且童心
永驻的李老师， 谁不乐意为她的文字作
序呢？

二是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

如果说“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是李
老师的第一张名片的话， 那么，“永不
停歇的探索精神” 便是李老师的第二
张名片。

整整四十年来，“李老师日复一日，
月复一日，年复一年，“咬定青山，只做情
境教育探索这一件事……从不知难而
退，从不见好就收，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
持续探索，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不断攀
升，一部接一部地给我们捧出了“情境教
学 ——— 情境教育 ——— 情境课程 ———
情境学习”这四部曲。 ”（吴康宁：《“李吉
林情境教育探索”再理解》，《课程·教材·
教法》2018 年第 1 期）如此强烈的探索欲
望，如此恒久的探索热情，在中国基础教
育界几无第二人。 事实上，李老师的从教
史本身就是一部探索史；舍去“探索”二
字，李老师的情境教育、李老师的教育生
涯便无从谈起， 作为教育家的李老师这
个人也就不复存在。 说实话，每次和李老
师交谈， 我都被她这种永不停歇的探索
精神深深打动， 每每感到和李老师的探
索精神相比， 我们这些晚辈后学真是相
差十万八千零一里！

显然， 序作者们和我有着一样的感
动。 我统计了一下，在“序集”中，“探索”
和“创新”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分别多达
69 次和 50 次（不包括李老师本人使用
的）。 序作者们或感动于李老师真心诚
意、务实探索 ———“李吉林在探究过程
中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一丝虚假，没
有任何夸张，反对教育的华丽和作秀，始
终以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从容地，

精益求精地坚持情境教育的实验与发
展。（顾明远序）或感动于李老师认准方
向、持续探索 ———“她在二十多年的教
育实践的基础上，选准了一个课题，又用
30 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
索，不放弃，不见异思迁，不断深入，不
断提高，终于登攀到一个辉煌的高度”。
（王湛序）“她那认真钻研不断创新的精
神，可敬可佩。 ”（袁微子序）“阅读这些
教学案例，我被李吉林老师的那种充满
激情的童真语言、 诗化语言所感动，也
为李吉林老师的执着、奉献、开拓、创新
精神所感动。 ”（裴娣娜序）或感动于李
老师淡泊名利、静心探索 ———“几十年
如一日，在一所学校，教一门学科，不为
名，不图利，勤奋工作，不断探索……这
样的教育工作者，在全国并不太多。 况
且李吉林同志有太多的升迁机会，但她
不动摇。 所以，我从心底里钦佩她。 ”（吕
型伟序）

如同上面所说的童心永驻一样，在
探索不止方面，李老师同样达到了极致。
正如有序作者感叹的那样：“和李吉林熟
识的人，差不多都有这样共同的感觉：这
是一个不知疲倦、永不满足，在为之奋斗
数十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园地里不断耕
耘、同时也不断收获的强者。 ”（严清序）
这样的不知疲倦，这样的永不满足，这样
的探索探索再探索，使得“她的教育教学
活动，都闪耀着创造的灵性之光。 ”（刘堂
江序） 有序作者甚至认为：“她的全部实
践和理念，也可以用奉献、求真、创新六
个字来概括。 ”（吕型伟序）这里的“求真”
和“创新”，正是探索之意。 这种探索精
神， 也充溢于李老师的文字中，“读李老
师的文章， 会感受到作者锲而不舍的追
求中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和进取心态。 ”
（高宝立序）

李老师的探索精神是这样地强旺饱
满，这样地经久不衰，不只让序作者们不
吝赞美之词， 而且让有的序作者甚至感
到普通的文字形式已不足言表对李老师
的敬佩，于是干脆赋诗以赞 ———“你从
不止步、勇往直前，就向溪流的长远；你
胸中翻滚着的创造激情， 就像大海奔腾
的涌浪……用有限的生命， 探索无涯的
情境教育；以不懈的追求，永续教育改革
的诗篇。 ”（高文序）

对于这样一位生命不息、 探索不止
的李老师，谁不乐意为她的文字作序呢？

其二，为李老师的贡献所叹服

大凡为别人的书写序， 最让作序者
为难的，还不是本序开头所说的那几点，
而是所序之书的内容本身并无多少值得
称道之处，或假，或大，或空，或不知所
云，以至于让作序者陷入两难：不夸赞一
番吧，不合作者的意；夸赞吧，有违自己
的心。

就此而论，为李老师的书写序，则是
让作序者感到轻松愉悦而且十分划算的
一件事情了。 原因便在于李老师成就卓
著，贡献杰出，她的每一本书都是实实在
在的“干货”，可赞之处很多，作序者用不
着“硬写”。 不仅如此，通过为李老师的书
写序，作序者还可“趁机”从中学习许多。
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序集”便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序
集”中，序作者们无一不对李老师的杰出
贡献予以高度评价。 其中，最为序作者们
所看重、所叹服的贡献有两点。

一是李老师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一
线教师创构出自己的 “教育体系 ”的第
一人。

早在整整三十年前， 鉴于李老师在
情境教学实验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有
序作者就预言：“一种新的教学理论或者
新的教学流派终究会出现于我国教育科
研的百花园里。 ”（杜殿坤序）自那以来，
李老师的情境教育探索愈发红红火火，
愈发硕果累累。

对于李老师的情境教育探索成果，
迄今已有不少称谓。 我觉得，相对而言最
全面、最到位、并因此而最有可能经得起
时间检验的称谓，当数“李氏情境教育体
系”（温儒敏序）。 我以为，考虑到国际交
流需要， 或可干脆以李老师的名字来冠
称，即“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可以说是我国
基础教育界首次由一线教师创构的教育
体系。 这是一项很“厉害”的贡献，它让序
作者们叹服不已。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的“厉害”之
处，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因为它不只是思想的，或只是理论的，或
只是实践的，而是三者兼而有之。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的思想是先
进的、深刻的。 对于任何一个完整的教育
体系来讲，思想都是其魂灵所在、生长之
源。 即是说，“核心的问题首先在于有思
想、有观念，它们才是教学生活土壤里长
出的生命之树。 ”（张楚廷序） 一个真正
“厉害的”的教育家，都有其鲜明的教育
思想。 李老师自己就强调：“教师应该是
思想者。 ”（李吉林：《教师应该是思想
者》，《教育研究与评论》2010 年第 2 期）
序作者们也强调：“李吉林独创的语文情
境教学，与其说是一种教学方法，莫如说
是一种教学思想； 发展到后来的情境教
育，可以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教育思想。 ”
（严清序）在序作者们看来，李老师情境
教育体系中的思想是丰富的，包括“独特
的情境教育哲学思想”（吕型伟序）、“小
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想”、“审美教育的
思想”、“素质教育的思想”、“全面发展的
思想”等等（严清序）这些思想都集中指
向教育的原点：育人；并着力强调情境教
育的要害：育完整的人、完整地育人。 这
些思想本身是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相互关联，相互
映照。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老师“创
造了一整套情境教育的思想体系”，“李
吉林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标志着有中
国特色的、 原创的教育思想流派的出现
和成熟。 ”（顾明远序）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的理论是科
学的、鲜活的。 之所以说是科学的，不仅
是因为情境教育理论有着作为其科学依
据的诸多基础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有力支
撑，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语言
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学习科学、
脑科学等等， 更是因为情境教育理论不
是片段的、零散的，而是涵盖了情境教育
的基本范畴、主要方面及相关层面，其自
身构成了一个整体。 有序作者就认为，李
老师“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实验以及不断
地反思、梳理，将其融通和系统化，形成
了丰富的、相互联系、 （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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