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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林情境教育研讨推广大事记 ＞2 ■李吉林的品质与贡献 ＞3—４

爱与信仰，
写就辉煌教育人生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 她特意在南通市中医院住院部选了一间最西边紧靠马路的病房。 每

天，透过窗户，她就能看见马路对面心心念念的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听见校园里传来的孩子

们的声音。

“我仍然像孩子一样， 怀着强烈
的求知欲望，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
想学。 ”

“我仍然像儿童一样， 常常睁大眼
睛看着这多彩的世界，用儿童的心灵去
感受，去体验，心里想着许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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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李吉林在散文《我，长大的儿
童》中的自述。 1956 年，刚满 18 岁的李
吉林走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放弃了上
大学的机会， 走进了当时的女师附小，
也就是现在的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从那一天开始，李吉林始终在小学园地
里辛勤耕耘，谱写了一首绵长而深邃的
儿童教育诗。

1958 年， 年仅 20 岁的李吉林就小
荷初露，被江苏省教育厅邀请参加编写
小学语文教学参考书。4 年后，她的身影
又出现在全省小学语文教学座谈会上，
颇有新意的发言赢得许多专家的赞许。

“怎样把孩子教聪明”，是李吉林第
一篇论文的主题，也是她从教之初思考
最多的问题。 对孩子深深的爱，拉开了
她儿童诗的序幕。

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语文课堂“单
调、呆板、低效”，这一弊端成了儿童发
展的羁绊，李吉林心中万分焦急。 怎么
让课堂丰富、生动起来？ 1978 年秋季开
学，李吉林向当时的南通师范二附小校
长周琪提出从一年级教起，不走轻车熟
路，弄清小学语文的来龙去脉，周校长
非常支持她。 开学一个多月，李吉林被
评为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压力变成了
改革的动力。 那一年她 40 岁。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李吉林
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教育改革的热潮
中。她苦苦求索，从外语教学中的情景
联想到中国古代文论的“意境”，从《文
心雕龙》“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论述
中得到启发， 抓住儿童语言发展的关
键期，把儿童带出封闭的课堂，投入大
自然的怀抱， 走进五彩纷呈的社会生
活画卷。

于是，小河旁、田埂上、树丛里都留
下了李吉林和孩子们的身影。 孩子们像
小鸟飞出笼子，呼吸着广阔天地里清新
的空气，睁大眼睛看着这美妙无穷的世
界。 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冰雾雷电，还
有美丽如画的山川田野、千姿百态的花
草树木、光怪陆离的鸟兽虫鱼，连同社
会生活中鲜活的生活场景、昔日的人文

景观，都成了孩子们最生动的教材。
在孩子们中间， 李吉林成了一个

“长大的儿童”， 一个引领儿童成长的
“儿童”。 春天的山坡、夏天的荷塘、秋
天的田野、冬天的雪地，李吉林总是先
于学生去观察。“没有童心，当不好小
学语文教师。 ”于是她半夜起身，孤身
一人赶在黎明前到达看日出的观察
点，实地进行教案设计；端着盛水的盆
到菜市场自己掏钱买鱼， 让孩子观察
活鱼；顶着烈日，到田埂、沟边寻找老
黄牛、大水牛，让孩子们从生活中领悟
浅近的哲理……

按照当时的教学进度，一年级学生
必须用整整 60 天反复学习拼读拼音字
母，想识字的孩子就是识不到字。 要改
变，得靠教师主动创新。 李吉林决定“提
早起步，提高起点”，她“出手不凡”，做
了现在许多教师想做却不敢做或懒得
做的事———给学生编写补充教材。 她自
己拿起钢板、 铁笔刻写规范的汉字，将
油印的补充教材印发给孩子。 小学 10
个学期她编了 10 本， 教学内容一下子
丰富了起来。

需要教具， 她自己找材料动手做；
需要演示实物，她自己掏钱购买……李
吉林心甘情愿、 快快乐乐地做着这一
切。 对儿童的爱，使她产生智慧与激情；
激情与想象，驱动着她去思考、去研究，
让她为孩子幸福成长去追求教育的完
美境界。

据李吉林的一名学生回忆，当时小
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你会爱上图
里河的》。 对于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南通
人来说，文中描述的大兴安岭实在太遥
远。“李老师上课时带了 4 幅关于图里
河的画，随着李老师的生动讲述，图里
河美丽的山、水、森林、溪流、花草好似
就在眼前……”直到几年前，这个班已
年过花甲的老人在李吉林家中聚会时，
仍能异口同声地背出这篇课文。

开放的教学给语文课堂带来了无
限生机。李吉林把学习语言与发展儿童
的思维结合起来，效果显著。 1980 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实验班二年级
孩子们写的《小学生观察日记》。 一家
省级出版社， 为一个班的小学生出集
子，实在凤毛麟角。同样在当年，《人民
日报》 用半个版面发表了学生们的作
文，还加了“编者按”，充分肯定了李吉
林的探索。 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实干
家”专栏以《用心血催开智慧花朵的李
吉林》 为题报道了李吉林热爱儿童的
动人事迹。

热烈的学习情境，让课堂常常进入
沸腾状态，孩子们忘我了，下课了，竟不
肯下课；写作文，下课铃响了还不肯搁
笔。 学生的变化给了李吉林开风气之先

的胆量和自信：“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语
文课还可以上得这样精彩， 我和孩子
们共同沉浸在美的教学情境中。 ”此
后，她创造性地让艺术走进语文教学，
把课文知识镶嵌在美的情境中。“美”
唤起“情”，产生学习的驱动力，儿童学
得既快乐又高效。

那时候起，李吉林就在有意无意地
“用情感扇动想象的翅膀， 让孩子的思
维飞起来，让孩子的心儿飞起来，快乐
地飞向美的、智慧的、无限光明的童话
般的王国”。

“一切为了儿童”，成为李吉林教育
理念的核心， 也成为她理论研究的基
石。 绵延半个多世纪，在她与儿童教育
相伴的一生里，儿童在她的心中始终有
着特殊的意义，那不仅仅是她的教育对
象、研究对象，更是她智慧的源泉、心灵
的寄托。

在她看来，整日和人世间最稚气的
儿童生活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 李吉
林说：“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儿童，
用他们的眼睛去观察，用他们的大脑去
思考，我们就可能找到打开他们心锁的
钥匙，我们就能把教育的甘露真正地淋
洒到他们的心田。 ”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首先想到
的，还是牵挂一生的儿童。 今年 4 月初，
李吉林因病必须住院治疗。 作为全国知
名的教育专家，她本可以去北京、上海
或者南通当地的通大附院、第一人民医
院等治疗经验更加丰富的医院。 但她没
有犹豫，第一时间选择了和她的工作地
点，她牵挂的孩子只有一墙之隔的南通
市中医院。 住院的当天，李吉林提出的
唯一要求是：“病房要朝向学校，让我能
看到孩子。 ”

据相关病区的医生护士回忆，李吉
林住院后，每天早上，她都要打开窗户，
坐在床上，聆听窗外孩子上学时的熙熙
攘攘，聆听每日学校上下课铃声的清脆
嘹亮， 聆听隔壁学校发出的每一丝声
响。 听到动情时，她还会慢慢从床边站
起，看看她最牵挂的儿童。 她曾和自己
的徒弟聊天说：“我在这里能够看到你
们，当我看到你们在伏案工作，看到孩
子们在开心玩耍时，我就放心了。 ”

60 多年来，她真正做到了：一生为
了儿童，一生奉献给儿童，一生为儿童
研究儿童。 2017 年冬，79 岁的李吉林老
师完整构建了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的
范式：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
把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引导
儿童在境中学、思、行、冶的儿童情境学
习范式。 她生前常说：“我深感，是儿童，
是童心给了我智慧；我深感，爱能产生
智慧，爱与智慧丰富了人生。 ”这句话，
也成为她一生的注脚。

“你应该形成自己的小学语文教学
体系，以至理论体系！ ”1980 年，在一次
学术活动中，我国著名苏俄教育研究学
者、翻译家、教学论专家、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杜殿坤，看完李吉林提交的参会论
文，主动跑来找她，说了那句让她振聋
发聩的话。

这无疑为她点燃了希望的火种。
“情境教学研究绝不意味着仅仅对教学
本身反复钻研、选择教法，关键还要做
到‘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
构建其理论体系及操作体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远没有那么
简单。“我只有中师学历，要把自己在实
践中观察、体验、感悟到的东西，结合理
论进行概括，这实在是一个痛苦又艰苦
的过程。 ”

李吉林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教育
理论，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卡片。 不
停地“思考”“实践”“学习”“概括”，她逐
渐认识到，儿童“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
是让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过程，同时
也是让他们进入世界， 进入社会生活，
进而渐渐长大的过程”。

1987 年，她创造性地提出“把儿童
的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巧妙地结合起
来”，发现儿童学习的秘密。 李吉林认识
到优化的情境能激发儿童情感和潜在
智慧。 为了儿童的发展，她将情境教学
拓展为“情境教育”。

情境教育发源于语文学科，却并没
有就此止步。

思想品德、数学、科学……她将语
文情境教学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学科特
定的儿童学习规律，提升为各学科适用
的一般规律，并提出了情境教育促进儿
童发展的“五要素”。 此后，她又引导各
科教师把“五要素”与学科特点、儿童特
点结合起来，提炼出各科情境教学的要
素和原则。

此时，情境教育的一些基本学习观
也在李吉林的脑海中逐步形成。 她提出
学生是学习主体的观点，并把“为了儿
童的学习和全面发展”作为情境教育的
根本理念和最终目标。 在操作层面，她
提出“创设亲、助、和的人际情境，缩短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及学习
者之间的距离”， 强调师生在共同的学
习和实践活动中形成共通体验与合力
以及对学习的促进作用，强调情境在沟
通学习者要学习的新知识与他们的经
验、兴趣、先前知识之间的重要作用。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郝京华指出：

“从语文到数学， 到各科实践探索，一
步步走向成功， 形成了实现课堂教学
情境化的操作系统，知识与情境依存，
解决两者的平衡， 这正是国际上未解
决的难题。 ”

课程是儿童学习内容的载体，必须
为儿童学习的质量着想。 于是，她把开
发情境课程作为目标，希望以此走向大
众化。

由此，李吉林从学生发展的需要出
发，不断改革、完善，开发出核心的学科
课程、主题性大单元综合课程、幼小衔
接的过渡课程和野外教育课程，构建起
开放的、多元的情境课程的结构。

实际上， 基于 1978 年到 1996 年长
达 18年的局部课程实践，谨慎的李吉林
一直到 2000年才提出“情境课程”主张，
阐述“情境课程”的理念。2002年，她进一
步根据情境课程的内容提出了“五大操
作要义”。 2007年，她完成情境课程的专
著，书名为《为儿童的学习———情境课程
的实验与建构》，这前后整个过程竟跨越
了 30年。

她坚持“把学科课程与儿童活动结
合起来”，弥补了杜威等“活动课程论”
过于强调经验和缺乏知识学习系统性
的缺陷。

而主题性大单元课程，则不仅为学
科的综合，而且为德育的全覆盖找到了
突破口。 她对情境德育提出：以“美”激
“爱”，以“爱”导“行”，以“行”养“习”，强
调以道德情感驱动道德行为，使长期以
来抽象的道德教育变得生动活泼，有实
效，形成道德教育的新格局，为课程改
革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裴新宁看
来，“情境教育独树一帜地构建了情境
课程网络， 为当下以学习科学为基础
的国际课程发展领域增添了中国情境
教育学派的奇葩， 彰显了中国课程新
流派的风采。 ”

李吉林并没有满足于此。 她带领着
身边的年轻人一起学习脑科学、学习科
学的理论，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
情境教育之所以能促使儿童快乐高效
学习的原因。

她们从脑科学与学习科学中，找到
了新的理论支撑，初步构建了儿童情境
学习的范式， 提出以“利用艺术之美”
“情感生成之力”“凭借儿童活动”“发展
想象、培养创造力”为对策，进行教学设
计，让儿童在与老师、与伙伴的互动中，
与世界、与生活关联中学习知识，为他
们的学习提供丰富给养的有力支撑，营
造最佳的学习环境，使教学设计更具科
学性，更具创造性，从根本上保证课堂
的快乐、高效。

（下转第 2 版）

李吉林：一生献给儿童
■本报记者 孙其华 陈瑞昌 缪志聪 任素梅 王艳芳

2019 年 7 月 18 日 15 时 08 分，中国情境教育创始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著名儿童教育家、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李吉林因病医治无效，
走完了她 81 年的不平凡人生。

这位教书教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曾经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16 年。 她在数十年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
的情境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成为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2014 年，她获得全国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受到习近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我不是农民，却是一个播种者；我不把谷子撒进泥土，却把另一种金色的种子播在孩子的心田上。 ”李吉林把一生献给儿童教育，“我
像农民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园地，不断地耕耘、不断地播种、不断地收获。 ”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走近李老师，共同怀念她的教育人生，表达我们无尽的思念……

63年求索，
引领教育进入“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