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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瘦竹有恒志，扎根教坛焕新彩

——读《李吉林与情境教育》有感

蒋秋香

寒假，有幸拜读了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编的《李吉林与情境教育》

一书。这本类似于自述的著作，娓娓道出了李吉林孜孜以求的一生。

让人惊叹的不仅是李老师的教学智慧，更有李老师几十年如一日迎风

坚持教改的精神。她虽出身贫寒，后又遭遇文革的打击，仍能不忘初

衷，爱生如子，将所有的心血倾注在小学语文教改中；虽年过半百仍

雄心不已、壮志未泯，将情境教学发展为情境教育，为现代教育事业

开创了一条新路，也为新时代的教师成长树立了楷模。

下面简要谈谈我对李吉林情境教学和情境教育的几点粗浅的理

解。

首先李老师的情境教学理论的四个特点对中职语文教学的启发。

（一）形真 即形象真切，神韵相似，以鲜明的形象，强化学生

感知教材的亲切感，以“神似”显示“形真”。但又避免实体的机械

复制，或照相式的再造，代之以简化的形体，暗示的手法获得与实体

在结构上对应的形象，从而给学生以真切之感。这一点极其符合小学

生认知的习惯和规律，当然对部分情智发展较慢的中职生来说同样适

用。所以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也可以神似的形来创设情境展开教学。

如教《病梅馆记》的时候，老师可以让学生欣赏一幅幅盆景梅花，将

不同风格不同状态的梅花放在一起，让学生鉴赏，介绍不同时代人们

独特的审美观，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意旨的理解。也可以在解读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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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后，让学生描绘出龚自珍所推崇的梅花的形态，可以检测学生有

没有深入理解作者对人才自由成长的渴望。

（二）情切 即情真意切，情感参与认知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情境教学往往以生动形象的场景，激起学生的学习情绪，连

同教师的语言、情感，教学的内容以及课堂气氛成为一个广阔的心理

场，作用于儿童的心理，从而促使他们主动积极地投入整个学习活动，

达到儿童整体和谐发展的目的。在情境教学中，情感不仅仅作为手段，

而且是教学本身的任务和目的。这一点也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如恩格

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体悟字里行间凝聚的对战友的崇

敬和哀悼之情，就是文章的教学目的之一。

（三）意远 即意境广远，有意制造想象契机，有效地发展想象

力。“情境教学”取“情境”而不取“情景”，其原因就在于“情境”

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情境教学讲究“情绪”和“意象”。情境，

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在儿童的眼前，造成“直接的印象”，激起

儿童的情绪，又成为一种“需要的推动”，成为学生想象的契机。教

师可凭借学生的想象活动，把教材内容与所展示的、所想象的生活情

境联系起来，从而为学生拓宽了广远的意境，把学生带到课文描写的

那个情境中。情境教学所展现的广远意境激起儿童的想象，而儿童的

想象又丰富了课文情境。职业高中语文教材中所选散文相对于小学可

能更重理性，如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春末闲谈》，这些杂文，要

适当介绍背景资料，先给学生一个直接印象，再由学生从课文的描述

性文字展开想象，如亡国奴的可怜，统治者的三恨，这些没办法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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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找来现成的图片，只能靠教师的语言情境或学生依照平时的积累去

移情想象，构造出接近作者意图的画面，来加深理解。

（四）理寓其中 即蕴涵理念，抽象的理念伴随着形象，有效地

提高认识力。情境教学的“理寓其中”，就是从教材中心出发，由教

材内容决定情境教学的形式。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个或一组围绕教

材中心展现的具体情境。情境教学“理蕴”的特点，决定了儿童获得

的理念，是伴随着形象与情感的，是有血有肉的。这不仅是感性的、

对事物现象的认识，而且是对事物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大地

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篇蕴含着理性思考的散文，看似没有关联的常

见的生活场景中都凝结着作者的思考和感悟。

情境教学正是具有以上所说的“有形”、“有情”、“意境广远”且

“理寓其中”的特点，使它为学生学习语文，并通过学习语文促进诸

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说到情景教学五原则，我不由自主地又将这些原则和中职的语文

教学实践关联，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李吉林老师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把儿童发展的许多因素

统一在语文教学中，提出了促进学生发展的“五原则”。

（一）诱发主动性 她认为教学过程就是促进学生“自我发展”

的变化过程。只有通过学习者本身的积极参与、内化、吸引才能实现。

教学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能否主动地

投入，成为教学成败的关键。小学教学中，把儿童带入情境，享受探

究的乐趣的同时，激发新的学习动机；又在连续的情境中，不断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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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习动机。探究心理的形成，对具有好奇心、求知欲望的儿童来讲，

本身就是一种满足，一种乐趣。其过程可简单地概括为：探究——满

足——乐趣——产生动机。情境教学将诱发主动性放在促进学生发展

的首位，正是因为人的主动性在养成教育中对克服怠惰，激扬奋发的

良好的素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正在进行的语文情境化教学实

践也是尝试找一条迅速与学生进行情感沟通的路。只有教师充分尊重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才可能会产生乐学心理。实践证明情境教学

能解决多年来困扰中职语文教学的教师唱独角戏的尴尬现状。

（二）强化感受性 情境教学提倡小学教学“强化感受，淡化分

析”，即通过优化情境引导儿童从感受美的乐趣中感知教材。优化的

情境向儿童展示的可感的生活场景，生动的画面，音乐的旋律，角色

的扮演或实物的演示，这些具体生动的形象，为儿童理解语言作好认

识上的准备，而且是笼罩着情感色彩的认识的准备。在进入情境后，

引导儿童感受课文蕴涵的美，或轻柔，或壮阔，或崇高…… 通过刺

激孩子的感官来提升他们的领悟力。重视感受性不仅体现在阅读教学

中，在作文教学中，情境教学注重学生的观察活动，有计划地结合作

文教学将“指导观察——发展思维——训练语言——陶冶情操”结合

起来进行，指导学生观察做到“选择美的事物”、“逐步增加难度”、

“拓宽想象空间”。在李老师的教学实践中，大自然是儿童最理想的

永恒智慧的源泉。——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冰雾雷电、

山川田野，都是儿童观察的极美的对象。而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

逐步地让学生感受社会生活的美，选取那些生动的、形象鲜明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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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美的情境为学生提供描写美的人和事的作文题材，强化感受性，

让儿童在感觉中训练感觉。感觉的训练，使儿童对周围世界日渐留心、

敏感，这就开拓了源泉，积累了丰富的表象，并有效地提高了儿童的

语言素养、情感素养。这是提高儿童素质的重要的基础。这里李老师

对情境写作教学的方法阐述非常细致，可操作性强。但是还有很大的

创新空间。职业中学的语文教材将作文训练口语训练和综合实践活动

整合到一起，强调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反思，等同于创设好了写作的情

境，这是对传统作文教学的一大创新。

（三）突出创造性 有了探究的乐趣，还要着眼于学生的创造精

神的培养，因为“只有当教学走在儿童发展前面的时候，才是好的教

学”。情境教学不断地把儿童带入一个一个的永远没有终结的最近发

展区，使儿童不断意识到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她怎么做到的呢？

1.丰富表象，为组合新形象打下基础。她从带领儿童的观察入手。

大量的观察，极大地丰富了儿童的表象。观察之后储存表象，这也是

培养儿童创造性思维的首要步骤。情境教学经常开展的有目的的观察

活动，培养了孩子们注意观察，留心周围世界的细微变化的观察习惯，

有效地发展了他们的观察力，在粗略观察的基础上逐步趋向精细的观

察，为顿悟提供基础。

2.注重想象，为创造新形象提供契机。人的想象活动，总是充满

创造性的。任何创造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孩子是富有想象的。世界在

孩子的想象中，充满着奇异的色彩，就像童话一般。帮助他们拓展想

象的空间，儿童潜在的创造才能得以施展。情境教学十分注重想象。



6

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属相似模拟，粗略而简易，为孩子留有宽阔的

想象余地。情境教学发展了孩子的想象，孩子的想象又丰富了情境。

想象越丰富，对课文的理解就越深刻。当然想象必须是恰如其分，合

情合理的，而且是凭借教材进行的。在阅读教学中，通过儿童的想象，

有助于他们进入课文描写的情境，从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散文和小

说教学中，一般可根据故事情节，想象当时的环境气氛；根据课文描

写的人物的神情动作、想象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或根据课文描写

的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想象人物的神情动作；根据课文中心，想

象故事可能发生的情节和多种结局；根据事物的状态，想象它的过去，

推测它的未来……

3.鼓励求异，培养思维的广阔性与灵活性。创造就是对表象的改

造。要创造出新的形象，求异思维产生很大作用。情境教学，以观察

为基础，着眼发展的教学思想体系，为儿童学习拓宽了思维空间，在

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的运用中，进一步促使儿童求异思维的发展，从而

培养儿童思维品质日趋灵活性与广阔性。美感丰富的情境，使儿童爱

看、也爱想；意象的广远，更使他们的思想无拘无束，易想也易说。

所有这些，使儿童处于创造性思维积极活动的最佳心理状态。

情境教学非常重视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四）渗透教育性 情感是儿童思想意识，道德行为强有力的

发动者和鼓舞者，情境教学正是以激发学生真情实感激发学生学习的

情绪及情感，引导学生在初读课文、激发动机中“入情”；在感受课

文描写的形象中“动情”；在领悟课文语言的神韵中“移情”；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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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语言训练中“抒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情感为动因，以

爱国主义教育为起点，以审美教育为手段，通过感受“美”去激发“爱”，

以教材语言作为凭借，采取“滴水穿石”的办法，把语文教学的教育

性渗透其中。

我觉得这才是情境教学的独特创新之处。

（五）贯穿实践性 上述诱发主动性、强化感受性、渗透教育性、

突出创造性，并不是外加的，而是贯穿在儿童语言实践的过程中进行

的。儿童的语言能力和智力，像其他能力一样，只有通过逐步训练，

才能形成。情境教学强调基础，注重训练：

1.以词句为主的基础训练；

2.加强应用目的的整体训练；

3.结合感知为媒介的思维训练。“训练”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训练”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主线。情境教学讲究通过语言的训练来

发展思维，或通过思维的发展来提高语言能力，做到以“活”促“实”，

“实”中见“活”。可以说，这是整个训练的一个原则问题。

我的感觉这五个原则并非先有理论架构，然后再实践，而是李老

师对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总结，所以朴实而可借鉴。那些理论的升华，

倒是后来结合多种教育理论来生发的。

她的成长之路踏踏实实，一路求索。她之所以能有所建树大概源

于爱：由对学生的爱，爱上小学教育；把教学经验积累成教育智慧，

再由教学经验上升到教育的理论，一步一个脚印，美美地教了一辈子

美的语文。向李老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