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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部课程教材发
展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国教科文亚太
地区价值观教育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 江苏省教育
厅、 南通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
论坛。 中外近百名教育专家参加论坛，并发表评述。
李吉林撰写新专著 《为儿童的学习———情境课程的
实验与建构》，作为主要材料提交大会，并作《中国情
境教育的建构及其独特优势》主报告，受到中外专家
的高度评价。

●2010 年， 新疆克拉玛依市在克拉玛依小学全面开
展创设课堂教学情境活动， 在克拉玛依全市推广情
境教育。

●2010 年 12 月，李吉林申报的成果“情境课程的研
究与实践” 获全国首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
成果一等奖。

●2011 年 9 月，李吉林撰写的《为儿童的学习》一书
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2 年 2 月 20 日，江苏省教育厅在南通市举行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李吉林先进事迹报告会暨李吉林情
境教育思想研讨会。

●2012 年 7 月，李吉林主持的教育部“十一五”重点
课题“情境教育与儿童学习的实验与研究”结题。

●2013 年 4 月 18 日，南通市教育局成立“情境教育实
验总校”，分别授予 48 所学校和 18 所幼儿园“情境教
育实验学校”“情境教育实验幼儿园”称号。 会上，教育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吉林力作《情境教育三部曲》正式
首发。

●2013 年 12 月 25 日， 由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
究中心、《教育研究》《人民教育》《未来教育家》、 江苏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南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35
年改革创新情境教育成果展示会” 在通师二附举行。
当天， 江苏省教育学会情境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为
情境教育更大范围推广、示范提供了广阔平台。

●2014 年 3 月 1 日至 6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香港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学习科学国
际大会。 李吉林应邀出席学习科学与教育创新国际
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2014 年教师节，李吉林申报的“情境教育实践探索
与理论研究”， 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第一名，受到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情境教育成果推广暨南通市情
境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通师二附举行。 如东
县、 南通市崇川区被确定为首批情境教育市级实验
区。 南通市情境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南通
情境教育成果的研究、宣传、推广、实验等工作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6 年 4 月，李吉林专著《激情萌发智慧———李吉
林情境教育论文选》《潺潺清泉———李吉林教育随笔》
《情境教育精要》3 本专著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 中国教育学会、《人民
教育》 共同举办中国教育学会情境教育研修与推广
中心成立大会暨情境教育第一期推广活动。 作为首
届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唯一的个人特等奖获得
者，李吉林以 38 年做一项研究的执着和探索，收获
了业界的高度认同和深深敬佩。

●2016 年 11 月，李吉林撰写的论文《学习科学与儿
童情境学习》， 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一等奖、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
等奖。

●2017 年 4 月，李吉林情境教育展览馆成立。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 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协
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报
刊社、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江苏省教育厅、南通市人
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情境教育儿童学习范式国际研
讨会暨儿童情境学习系列丛书（英文版）首发式。

●2018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举办第十九届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观摩暨优课
评选活动，李吉林应邀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主办方首
设“李吉林语文教学奖”激励后学。

●2018 年 8 月，李吉林撰写的论文《中国式儿童情境
学习范式的建构》，获江苏省教育教学与研究成果奖
（研究类）一等奖。

●2018 年 11 月 13 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报
刊社、江苏省教育厅、南通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40 年情
境教育创新之路展示交流活动暨中国教育学会情境
教育研修与推广第三次培训在通师二附举行。李吉林
作题为《40 年情境教育创新之路》的主题报告。

（上接第 1 版）
“一个主旋律”———“儿童快

乐、 高效学习， 全面发展”，“三部
曲”———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再
到情境课程，回首来路，李吉林曾
说，觉得自己只是勉强完成了一份
答卷。

“李老师情境教育的深刻意
义，就在于她以其成功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展开了一幅新时代教育改
革的壮丽画卷，生动地阐明了教育
改革的要义，引领了教育改革的方
向。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
家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陶西平如
是说。

教育，是薪火相传的事业。 在
情境教育探索的过程中，李吉林始
终关注青年教师成长。 1990 年，李
吉林提出“建设跨世纪优秀教师群
体”的构想，在通师二附成立了全
省第一个以学校为基地的青年教
师培训中心，她任导师，与年轻人
一起备课、听课、评课，悉心指导青
年教师从儿童的实际出发，精心设
计课堂，引领他们了解情境教育的
方法、领悟情境教育的思想、参与
情境教育的实验。

情境数学探索初期，年轻的数
学教师们主动把语文情境教学的
方法、手段，搬到数学教学中。 她
一方面肯定教师们大胆的尝试和
创新， 另一方面又提醒大家千万
不能牵强附会。“如果仅仅是把语
文情境教学中那些创设情境的手
段照搬过来， 未必能很好地体现
数学学科的特点。 科学的东西还
是要实事求是， 生搬硬套不是好
办法”。

日常工作中每每想到一个好
点子，读到一篇好文章，接触到新
的信息、理论，李吉林总是迫不及
待地与青年教师分享。 在她的带
领和精心培养下， 青年教师们迅
速成长，教学技艺明显提高，一批
骨干教师成熟起来。 在情境课程
开发的热潮中， 他们充分发挥各
自的才智，积极创造，运用各种手
段，创设出美感丰富、趣味盎然的
情境。

在通师二附的 63 年里， 李吉
林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徒弟，其中施
建平、唐颖颖等先后成为江苏省特
级教师。

1980年，师范毕业的施建平原
本无心从教，一分配到学校就在附
近的高考补习班“挂了号”，准备考
上大学后立马走人。 1981 年，校领
导派他到李吉林所带班级跟班学
习， 他搬把椅子坐到教室最后一

排，把李吉林的语文课一堂堂听下
来，一听就是两年，四五百节课，如
痴如醉。 慢慢地，他不仅不说要走，
还拜李吉林为师，加入李吉林的情
境教育研究团队，潜心研究小学语
文教学。 32 岁那年，他成了江苏省
最年轻的特级教师。

“李吉林老师不仅提高了年轻
教师的业务能力，还以孜孜不倦的
职业精神感染和带动着所有的
人。 ”施建平至今记得自己的第一
堂公开课，“那是《将相和》，20 世纪
80 年代初，还没有电脑，光备课就
备了六七遍，每一遍李老师都做了
详尽的修改。 她白天很忙，有一次
晚上专门到家里来帮我改，一边改
一边不断地抹风油精，走的时候已
经很晚了……”李吉林的每一个徒
弟， 在谈及老师的爱护与指导时，
都会滔滔不绝。

李吉林与唐颖颖的师徒之缘，
可追溯至上世纪 70年代。 1978年，
李吉林开始教改试验时，唐颖颖就
是她第一轮情境教学实验班里的
学生。 因为想做李老师那样的老
师，唐颖颖考进南通师范，后来又
成为李吉林的同事和徒弟。 唐颖颖
是青年教师培训中心最早的学员
之一。 如今，她已多次在全国和省
级教学竞赛中获奖， 先后去香港、
北京等地执教大型示范课，成了情
境教育的后起之秀。

唐颖颖回忆说，1995 年国庆节
前夕，为了帮助自己参加全国青年
教师阅读教学观摩课比赛，“胃出
血在家休息的李老师，躺在床上一
遍又一遍地琢磨教材，拖着疲惫的
身体到校听试教、修改教案。 李老
师时刻关注我们的教学，也引导着
我们的研究”。

为了青年教师成长成材，李吉
林面对面地教，手把手地带，放弃
了许多休息时间，费尽心血，无怨
无悔。 她根据青年教师的性格为他
们量身订制发展规划，为青年教师
上了上千堂示范课，毫无保留地传
授教学经验，不厌其烦地帮助青年
教师分析教材、设计教案、制作教
具，有时还把青年教师带回家一起
备课。 她总觉得对年轻教师的传帮
带是一种责任，生前常说：“培养一
个好教师，可能比培养一个好校长
更难。 ”

后来成为学校副校长的吴云
霞一直记得李吉林对她第一次市
级公开课的指导：“她微笑地看着
我，频频点头鼓励我，课后又给我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事无巨
细，考虑周全。 ”同样已经走上了学
校领导岗位的张洪涛说：“更为重
要的是她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
我们，尽管那时李老师早已取得骄
人成绩， 但她还在不知疲倦地学
习、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这
怎能不让我们由衷敬佩呢？ ”

这些年来，李吉林仅在校内就
带了 13 名徒弟， 个个都发展得很
好，有 4 人当了校长，3 人成长为特
级教师，在学校形成了一支积极向
上的教育科研优秀团队。

情境教育吸引了很多外地年
轻教师上门拜师学艺，很多地方的
教育部门和学校纷纷邀请李吉林
去讲学，其真诚和热切让李吉林十
分感动，她很少拒绝。 在济南，会议
主办方组织登泰山，她却应邀去给
当地教师上课；在郑州，她放弃去
洛阳看牡丹，冒着滂沱大雨去信阳
农村上示范课……

在全省及全国有数千个班级
成为李吉林情境教学的实验点，她
常常奔波于实验点之间，深入到偏
远穷困的农村， 为教师们作讲座、
上示范课。 她还常常把讲学的机会
给予她的弟子，看到教师们身上洋
溢出的开发情境课程的热情和取
得的丰硕成果，李吉林很欣慰也很
快乐。 就像她当初为青年教师培训
中心的刊物题名为《珠媚林》时所
期望的那样，青年教师们终于长成
了一片葱郁的林子。

“蕴含东方文化智慧的课程范
式”， 这是李吉林情境教育英文版
专著发行时，南通教育界走向世界
的口号，也是在世界教育改革领域
发出的中国声音。

2017 年 11 月 16 日，李吉林的
3 本情境教育专著英文版正式发
行，这是南通基础教育的重量级研
究成果第一次以英文版的方式对
外发行。

在李吉林心里，教师不仅是实
践者更应该是思想者。 思想理应传
播久远。 她不间断地用笔写下思想
的轨迹，她将自己实践的感悟提升
到理论的高度， 仅第一轮实验期
间就撰写了《情境教学实验与研
究》（1990 年获首届全国教育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训练语言与
发展智力》2 本专著。 中央电教馆
将情境教学拍摄成 15 集录像通
过卫星传播，她又写成专著《小学
语文情境教学———李吉林与青年
教师系列谈》作为配套文字，并获
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及
江苏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 2个一等奖。

2006 年， 八卷 300 多万字的
《李吉林文集》， 由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 2008 年她又拿出了一部
40 万字的力作———《为儿童的学
习》。 2011 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
国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全国小学界仅此一名），丰富
了我国教育理论的宝库。 2012 年

12 月她的著作《情境教育三部曲》
获国家级大奖， 该著作引起世界
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斯普林格的关
注， 并购买了英文版权，2017 年
10 月向全球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
社社长李东评价：“我国终身从教
的一线教师， 有系列的学术成果
被国际主流出版机构翻译成英文
并在全球发行， 这在我们国家还
是第一次。 ”

几十年来，她几乎放弃了所有
的寒暑假，充分利用节假日认真总
结， 把实践中的收获记录下来，撰
写了 350 多篇论文， 出版了 28 本
专著。

天道酬勤， 2014 年李吉林“情
境教育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喜获
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第
一名， 是全国唯一的个人特等奖，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更可贵的是，李吉林不断从民
族文化中吸取理论滋养，几十年刻
苦研读古代文论“意境说”，并将民
族文化经典跨界，从中概括出儿童
情境学习的核心元素和核心理念。
因为立足本土，蕴含东方文化的智
慧， 情境教育引起了国内学术界
的广泛共鸣和国际学术界的热切
关注。

2006 年在北京举行的李吉林
教育思想研讨会， 引发强烈反响。
专家评价：“李吉林是素质教育的
一面鲜艳旗帜”“是从一线走出来
的教育家”。

2014 年初， 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联合举办“学习科
学国际大会”， 李吉林应邀在大会
上作主题演讲，在世界教育讲坛上
为中国教育争得了足可自豪的话
语权。

2008 年及 2017 年， 分别举办
的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论坛、中国
式儿童情境学习范式国际研讨会
暨李吉林儿童情境学习专著（英文
版）首发式，吸引了中外近百名教
育专家参加并发表评述。

历经 40 余年，“李吉林情境
教育体系”瓜熟蒂落，这也是我国
基础教育界首次由一线教师创构
的教育体系，思想、理论、实践三
者兼而有之。 如今，情境教育学派
形成， 知名专家合作撰写了长达
47 万字的《李吉林和情境教育学
派研究》。 多位著名专家组成的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一致给
予高度评价： 情境教育以其独树
一帜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在许多领
域做了许多开创性、 独特性的研
究， 丰富和发展了当代教育教学
理论和教育改革的实践， 为促进
儿童素质和谐、生动活泼地发展，
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途
径， 发出了回应世界教育改革的
中国声音。

情境教育研讨推广大事记
李吉林

今
天，

让
我
们
纪
念
李
吉
林
老
师。

“童心”传承，
点亮未来教育星空

思想远航，
回应世界教育声音

今天，让我们追思李吉林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