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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有肉的理论体
系。”（朱小蔓序）之所以说是鲜活的，是
因为情境教育理论不同于那些作为
“摇椅上的学问”之产物的从概念到概
念的纯思辨的教育理论， 它是以问题
为靶、以实践为根的教育理论，它源于
教育问题，分析教育问题，解释教育问
题，解决教育问题。 李老师“一刻也没
有脱离小学教育实践这片肥沃的土
壤，不做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着力于
生动的教育设计； 不做刻意的理论包
装， 而是扎根在儿童生活的现实土壤
中。 她的研究，摆脱了‘精细’控制的所
谓严格实验的羁绊， 是一种充满了深
刻教育内涵的、富有美感和教师个性特
征的行动研究。 ”（朱小蔓序）

理论建构原本被李老师视为自己
的短板，但这么多年来，李老师持续不
断地寻找、学习、消化、整合其它基础
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依据， 持续不断地
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终成一家之说，
并使情境教育理论傲然挺立于我国基
础教育理论之林。 对此，序作者们给
予了极高评价，诸如“丰富了我国教
育理论的宝库，体现出了教育理论和
实践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
格”（顾明远序），“是我国教育理论的
一个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教育理论
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宝立序）
等。 我印象中，迄今还从未有任何一位
基础教育一线教师以及绝大部分专业
教育理论研究者在理论贡献方面得到
如此这般近乎于赞美的高度评价。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的实践是
灵动的、高效的。 李老师本来就是一位
教育艺术家， 在教育实践方面有许多
过人之处。 而在“情境教育”这面旗帜
引导下的实践，更是充满了想象、充满
了建构、充满了变化、充满了创新，并
因此使教师与学生感到好奇、 感到愉
悦、感到幸福、感到满足。 所有在现场
看过情境教育课堂教学的人无不为充
溢于课堂中的生动活泼、情理交融、审
美高效所感叹、所感动、所感染。 有序
作者说：“走进课堂，感到春风扑面；融
入师生，感受春潮涌动。 老师因讲得生
动而出彩，学生因学得主动而出色，师
生因有机互动而让教室格外灵动，充
满着爱、洋溢着情、体现着乐。 ”（胡金
波序） 有序作者说：“这一堂课她并未
动用什么现代化教具，全凭她的语感、
音乐、 绘画创造了一个充满情感的语
言环境。 在这个充满欢乐情绪的学习
环境中， 我真正领会了情境教学法在
语文教学中的价值。 ”（田本娜序）还有
序作者说：“李老师及其团队老师的课
堂，儿童在情境中学习得如此兴奋，甚
至进入一种沸腾的状态。 这是我们在
教育学里读到的东西， 在他们的课堂
现实中亲眼看到了，不得不佩服。 ”（田
慧生序）而且，在大量经验的基础上，
李老师总结出了一整套独特的行之有
效的情境教育实践行动样式， 包括为
一线教师提供的可参考使用的情境教
育操作指南，诸如“以美为境界”、“以
情为纽带”、“以思为核心”、“以儿童活
动为途径”、“以周围世界为源泉”等
（李吉林《谈情境教育的课堂操作要
义》，《教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前面
谈到，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的思想
是自成一体的，理论是自成一体的，这
里则可进一步说，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
系中的实践也是自成一体的， 李老师
“不仅构建了情境教育的理论框架，对
我国教育理论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而且建构了切实的操作体系，在教
育实践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引领示范作
用。 ”（高宝立序）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的“厉害”之
处，还在于它是一个融思想、理论与实
践三者为一体的体系。

在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 思想、
理论与实践这三者不仅各自都内容丰
富，自成一体，而且这三者之间也相互
关联、相互支撑，从而融合成为李吉林
情境教育的整个体系。

基于国内教育界的表达习惯，序
作者们用得较多的表达是“理论与实
践两者的结合， 比如，“在不断提升理
论思维的同时，努力贴近教育实践，又
超越教育实践， 从而有效指导教育实
践。 ”（高宝立序）“它是古今中外优秀
的、 进步的教育理论跟李吉林老师自
己的教育实践、 教育创新相融通结合
的成果。 ”（柳斌序）“情境教育成为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理论与实
践的完美结合”（陶西平序）不过，在笔
者看来，序作者们这里所说的与“教育
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论”，实际上常

常也涵盖了本文所说的“教育思想”的
成分。 即是说，序作者们所讲的“教育
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实际涵意，
可理解为“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
“教育实践”相结合。

严格来讲，“教育思想”、“教育理
论”和“教育实践”这三者本身各有其
责、相互区别：思想是魂灵性的、是指
引的旗帜，理论是科学性的、是支撑的
依据，实践则是行动性的、是具体的活
动。 因此，准确的、完整的说法并不是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者之间的结
合，而是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
践三者之间的结合， 只不过教育理论
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如今已成为约定俗
成的表述。

有了教育思想、 教育理论与教育
实践三者之间的结合，“教育思想”才
会既有理论之据、 又有实践之基，成
为可信、 可亲的思想；“教育理论”才
会既有思想之光、 又有实践之基，成
为上通天、 下接地的理论；“教育实
践”也才会既有思想之光、又有理论
之据，成为科学的、艺术的实践。 在
这种情况下，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
育实践这三者就不是各自为阵、互不
相干的三个孤立板块了，而是在实际
上融为一体了，形成了作为一个整体
的体系。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便是这
样一种融合性的体系。

对于这样一位在我国基础教育一线
教师中首次创构出自己的教育体系的李
老师，谁不乐意为她的文字作序呢？

二是李老师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一
线教师用自己创立的教育品牌与国际
教育界平等对话、 并为世界教育改革
作出宝贵贡献的第一人。

我国基础教育一线教师走向世界
并非自李老师开始。 而且，基础教育一
线教师走向世界也有多种形式， 包括
出国参会、考察、进修，与国外同行交
流、合作等等。 然而，用自己创立的教
育品牌与国际教育界平等对话、 并为
世界教育改革作出宝贵贡献、 得到国
际知名专家高度评价的， 李老师无疑
是第一人， 且迄今尚未见有第二人。
2008 年，举办了“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
论坛”；时隔将近十年，2017 年，又举办
了“中国情境教育儿童学习范式国际
研讨会”；2018 年， 李老师的著作被译
成英文， 由世界著名的德国斯普林格
出版公司在全球发行……所有这些，
都让序作者们兴奋不已。

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货真价实的
教育成就， 才有可能与国际教育界平
等对话。 序作者们特别看重的，正是蕴
含于、渗透于、充溢于李吉林情境教育
体系中的鲜明中国特色，正所谓“情境
教育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土生土长发展
起来的， 是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的
科学体系”（柳斌序）、“情境教育具有
中国文化的内涵，充溢着本土气息”（顾
明远序）、“这一成果具有浓郁的本土气
息和民族特色，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民族
文化的沃土中， 从中获取了丰富的养
料”（田慧生序）、“李吉林情境教育独特
的优势，得益于她把当代先进的教育理
论与中国民族文化经典结合起来，让
情境教育打上了‘中国印记’”（陶西平
序）等等。

细心的读者或可发现，序作者们在
高度评价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的中国
特色时，也情不自禁地抒发着一种民族
自豪与民族自尊感，甚至有某种“扬眉
吐气”感。 有序作者就十分欣喜地写道：
“长期以来， 我们只介绍宣传外国的教
育家， 把他们的学说拿来推广运用，总
说没有出现我们自己的教育家。 今天我
们终于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土生土长的
教育家， 看到了她的教育思想体系。 ”
（顾明远序） 还有序作者写道：“在不懈
的追求、探索、实践、思考、建构与创造
中，李吉林老师走出了一条浸润于中华
文脉的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高文序）
“从李吉林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她强
烈的民族自尊心，看到了一个小学教师
追求境界之高远。 确实中国的教育、中
国教育人应该走民族自己的路。 ”（田慧
生序）

与此同时，也有序作者从情境教育
探索与世界基础教育改革之间的联系
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李老师的国际贡献
———“李吉林老师在‘情境教学———情
境教育’探索过程中积累的生动经验和
其中所体现的思想追求，是中国教育界
对当代人类教育共同面临的困惑和危
机的一种积极回应……生长在中国小

学课堂中的情境教学， 既是本土化的，
同时又与世界各国的情境认知、情境学
习有着共同的关注域、 共同的关键词，
因而也对世界基础教育改革做出了贡
献。 ”（朱小蔓序）

对于这一评价， 我个人高度认同。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强调两点。 第一，教
育不只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中国教
育本身便是世界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共性乃寓于个性之中，“教育需有
必要情境、教师应当为引发学生主动生
动且高效地学习而创构必要情境这一
思想本身对于人类教育来讲具有普适
意义。 ”因此，“李吉林情境教育探索不
只含有‘中国元素’、具有‘中国特色’，
而且含有‘人类元素’、 具有‘世界意
义’”。“李吉林情境教育探索的成果不
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吴
康宁《“李吉林情境教育探索”再理解》，
《课程·教材·教法》2018 年第 3 期）

对于这样一位在我国基础教育一
线教师中首次用自己创立的教育品牌
与国际教育界平等对话、并为世界教育
改革作出宝贵贡献的李老师，谁不乐意
为她的文字作序呢？

其三，对基础教育一线教师的热切
期盼

大凡为别人的书写序， 从缘由上
讲，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仅仅由于“私”
的原因，即作序者愿意（或不得不）为书
的作者本人做点什么；另一种则同时也
出于“公”的考虑，即意在通过作序，而
就相关问题（历史与现状、方向与路径、
人物与事件、理论与实践等）说点什么。

以此来看，本“序集”中的序作者们
为李老师的书写序便属于第二种情况。
一方面，从年龄上讲，序作者中既有李老
师的前辈，也有李老师的同辈，还有李老
师的晚辈， 他们都因李老师的品质和贡
献而对李老师非常欣赏、佩服与尊重，都
因此而成为李老师的的好友， 并都想为
李老师做点什么， 都乐意为李老师的书
作序；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想通过为李老
师的书作序，强调李老师的榜样意义，表
达自己对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学习李老
师、提升教育素质的热烈期盼。

序作者们对基础教育一线教师的
期盼主要集中在三点。 一是期盼基础
教育一线教师向李老师学习， 永葆童
心 ———“希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像李老
师那样， 养一颗童心， 怀一份美好，做
一个幸福的教师！ ”（余慧娟序）二是期
盼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向李老师学习，
勇于创新 ———“教育的创新和研究往
往并没有多么宽松的环境， 多么顺畅
的道路， 教育家异乎常人的最重要的
是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 因此，教育家
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而是迎风斗浪的
海燕。 李吉林老师一生就是教育家精
神的写照！ ”（陶西平序）三是期盼基础
教育一线教师向李老师学习， 扎实研
究 ——— 坚定不移地走“草根化的研究
之路”（田慧生序）， 开展“真正属于教
师的研究， 也是真正适合于教师的研
究”， 实现“从一个普通的小学语文教
师到教育研究者、 再到教育家的飞

跃”。（朱小蔓序）

通读“序集”之后，我的一个很深的
印象便是：作序者们都期盼中国基础教
育界能够出现更多的李吉林式的优秀
教师，希望“更多的教育家成长起来”，
（王湛序）“希望她的教育家精神能够影
响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使中国的教
育有更多的创造，为世界的教育做出更
多的贡献。 ”（陶西平序）

这样一种“公”的考虑，显然是序作
者们乐意为李老师的书作序的又一重
要原因。

（三）

前面提到，在我为如何替这本“序
集”作序犯难时，李老师点拨迷津，建议
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大专家为她
这个“长大的儿童”写序即可。于是，在撰
写本序的整个过程中，“为什么” 这三个
字都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而从“序
集”来看，“为什么”的问题显然也萦绕在
序作者们的脑海里。 以明确的文字表述
为据，序作者们问了三个“为什么”。

其一，“为什么一个人几十年仍能
保有童心而不变色？ ”（余慧娟序）

其二，“为什么李老师的情境教育
38 年来历久弥新？ ”（高宝立序）

其三，“李吉林老师多次的学术活
动，都能吸引全国大专院校、高等学府的
知名专家、教授来参加，进行研讨，支持一
个小学老师的实验与研究。 如今更是逐
渐形成了‘中国情境教育学派’。她的魅力
究竟何在？ ”（田慧生序）

这其实是关于或可称之为“李吉林
现象”的三个为什么。 其中，第三个为什
么其实也包含了“为什么这么多专家学
者乐意为李老师的书写序” 这个问题。
对于这三个为什么，提问者在他们所写
的序中已经作答，我的回答也已蕴含在
上面的文字中，相信读者们也会有自己
的解答。

李老师从教六十多年，一直在不断
学习，不断超越，既超越他人，也超越自
己。 这使得李老师走过的每一个阶段、
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具有拓新、更新、
创新的意义，并因此而构成中国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基础教育发展历史进程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由此也催生了李老
师捧出的一本又一本的书，催生了诸多
专家学者为这些书写就的一篇又一篇
的序，继而催生了这本“序集”。 而“序
集”的问世，则同样成为中国教育出版
史上的“首创”。

当然，仔细读完“序集”，也会感到
些许遗憾。 我想，倘若“序集”中所有的
序都能更多一点、更直接一点、更周全
一点、 更深入一点地评及所序之书内
容本身，不只夸赞其贡献，而且也提出
或可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则相信序的
内容本身会更有张力， 对李老师本人
的价值也会更大。

尤需指出的是， 李老师本人并不
忌惮别人对她的教育探索提出意见和
建议， 不仅不忌惮， 而且一直主动寻
求。“她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学生的

位置上，不断向别人讨教，虚怀若谷地
听取与吸纳别人对于情境教育研究
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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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在寻求意见
和建议时态度极为诚恳，甚至让许多
人感到都有点不好意思。有序作者就
深有感触地写道：“她那么仁慈宽厚，
那么谦逊低调，甚至经常让我觉得无
地自容。 ”（朱永新序）

在和李老师的交往中， 我本人也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那就是李老师绝
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欢迎对她的教育
探索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是在内心里
就有这样的渴求。 证据之一，便是李
老师特别能容忍、甚至欣赏和喜欢我
这个忘年交在她面前说话没大没小，
直来直去地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这里
不妨略举两例。

一个例子是在 2008 年 12 月召开
的“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论坛”上，
我做过一个题为《李吉林教育思想基
本特征与情境教育研究拓展空间》的
发言， 其中有整整一半的内容是就情
境教育探索的进一步拓展率直地提出
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虽然我知道李老
师善于海纳百川， 但发言后还是有点
忐忑， 担心会引起误解。 但没想到的
是，论坛结束后李老师特地打来电话，
表扬我讲得好， 说她很需要这样的发
言，这让我感动不已。

另一个例子是我因日程冲突，不
能参加 2017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情
境教育儿童学习范式国际研讨会”，遂
遵李老师之命， 向会议提交了一篇文
章《“李吉林情境教育探索”再理解》，
就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李吉林情境教
育探索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谈了自
己的一些看法， 期盼外界能为情境教
育探索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创造一种更
有张力、更为绿色的评价环境。论文提
交后， 依然有点忐忑不安， 担心被误
读。让我再次没有想到的是，李老师将
该文作为书面发言， 专门请人在大会
上代读。这让我又一次感动不已。我觉
得我这个人已经算是很真诚的了，但
我得承认，李老师比我更真诚。以李老
师的身份、资历及水平，竟如此求谏若
渴、虚怀若谷，让你不由自主发自内心
地感叹和敬佩。

总之， 是李老师的卓越品质与卓
越贡献感动了、征服了序作者们，也让
序作者们期盼中国教育能涌现出更多
的王吉林、张吉林、陈吉林。 面对这样
的李老师， 谁不乐意为她的文字作序
呢？ 谁不感到荣幸呢？ 虽说有些相对年
轻一点的序作者受邀为李老师的书作
序时一开始会感到“惶恐”（朱永新、田
慧生序）、“不敢答应”（余慧娟序），但最
终都愉快接受了邀请。 通过为李老师
的书作序，序作者们既表达着对李老师
的感动、钦佩和敬重，也寄托着对于中
国教育反思现实、 锐意探索、 超越现
状、创造未来的殷切希望。 因此，我不
仅为李老师所感动，也为序作者们所
感动！

今
天，

让
我
们
追
思
李
吉
林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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