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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吉林，儿童教育家，全国著名特级教师。1956年至今在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任教。现任
江異情境教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
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集职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
兼职教授。　　1978年开始情境教学的实践探索与研究，近三十年来，在许多领域作出了富有开拓性
和独创性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教育教学理论和教育改革实践，创立了“情境教学”、“情
境教育”、“情境课程”，构建情境教育理论框架和操作体系，成为我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模式，
被列为国家教育部向全国推广的八个教育科研项目之一，相关研究先后被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
”、“九五”、“十五”重点课题。著作大多收入八卷本《李吉林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研究成果分别荣获全国首届、第十届教育科不优秀成果将一等奖，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
首届中国教育学会奖一等奖。由于对基础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她荣获首批中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
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称号；三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先后当选为第七届、八届
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主席团成员）；还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曾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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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卷序言 朱小蔓1.　在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智力2.　把训练语言与发展智力结合起来3.　
我对情境教学的认识与实践4.　语文教学上的创设情境柳斌：重视情境教育 努力探索全面提高学生素
质的途径（节选）裴娣娜：情境教学与现代教学论研究（节选）5.　小学阅读教学和儿童的发展6.　从
整体出发着眼儿童发展——试论改革小学语文教学的途径7.　必须重新认识作文教学的性质、任务8.　
情境教学与儿童形象思维的发展9.　情境教学与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10.　情境教学与语言发展11.　情
境教学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张定璋：情境教育的教学论发展观（节选）12.　加强学科横向联系的尝
试13.　从审美教育着手体现语文教学的教育性14.　情境教学的理论与实践15.　着眼发展着力基础16.
　情境教学：学得生动活泼的有效途径17.　情境教育的探索与思考高惠莹：再论李吉林情境教学一情
境教育实验邵宗杰：情境教育的实验方法18.　语文教学应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22.　教学成功的诀窍
：情感为纽带朱小蔓：情境教育与人的情感性素质（节选）朱永新：情境教育是一首诗23.　崇高的使
命：教文，也要教做人24.　重要的观念：教学过程中必须让学生充分活动25.　一个值得倡导的教学原
则：美感性26.　教育的灵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王策三：现代教师的新追求 现代教育的新成就（节
选）——李吉林情境教学实验的启示27.　为全面提高儿童素质探索一条有效途径（上）——从情境教
学到情境教育的探索与思考28.　为全面提高儿童素质探索一条有效途径（下）——从情境教学到情境
教育的探索与思考29.　全国“情境教学一情境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方展画：情境教育模式对建构教
育原理的启示（节选）30.　情境课程的开发31.　情境教学：儿童学习语文的高效能的途径32.　把握
语文学习的规律 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33.　让儿童在美、智、趣的情境中学习田慧生：情境
教学一情境教育的时代特征与意义李庆明：情境课程：通向儿童的成长之路34.　情境教育：促进“儿
童一知识一社会”的完美建构35.　我对“新课标”的认识36.　情境教育：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
范型方智范：语文新课标对情境教育理念的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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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李吉林文集（卷五）》的笔记-第15页

        一、提高起点，提早起步。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是六七岁、八九岁的儿童。据心理学研究，这一时期是一个人智力发展最佳
时期（4——8岁）的后半期，也是儿童的语言由简单句向连贯性语言过渡、由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过
渡的重要发展时期。整个学龄期，都是人的大脑迅速发展、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若只
以识字或其他基础知识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我以为起点太低，其他能力的训练起步太迟，结果必然会
抑制学生的发展。正如日本教育家本村久一说的那样：儿童的能力，如果不在其发达时期给予发展的
机会，就会一个一个地枯死，其结果，就会发生儿童可能能力的递减现象。“由此可见，在小学低年
级语文教学中不失时机地给予儿童以发展能力的机会，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在进行识字和其他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我把语言训练贯穿其中，提高起点
，作文提前起步。一年级上学期，通过拼音、识字、阅读，进行大量的”说一句话“的训练，三个月
后开始口头作文；下学期进行每天”写一句话“的训练。二年级上学期每周写两段话，进行书面短文
练习；下学期每天写一篇短小的观察日记，凭借观察情境，开始情境作文。在教学课文时，以理解、
运用为原则，适当进行初步的篇章和修辞的训练。三四年级继续进行情境作文（包括自由命题作文）
。结合阅读材料、儿童生活，分类进行记事、状物方面的训练，着重培养学生作文的兴趣，不断丰富
写好作文的感性认识。到了五年级，则在表达能力的训练中有意识地教给写作知识，提高学生遣词造
句、布局谋篇的自觉性，逐步获得写好作文的理性认识。此外，还注意增加一定分量的应用性语言训
练。

2、《李吉林文集（卷五）》的笔记-第5页

        一、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前提。学龄初期的儿童，他们的学习兴趣往往是直接与学习活动本
身相联系的。这一时期，无意注意仍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注意力往往不能保持45分钟。然而兴趣却
是引起和维持无意注意的一个内部因素。学生如果对学习发生了兴趣，常常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注意
。因此，我认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爱学、好学，这是在教学发展中发展学生智力的前提
。可以断言，没有这个前提，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智力是十分困难的。

二、以引导学生积累感知材料为基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感知觉开始的。感知是思维发展的基
础，而学龄初期的儿童感知觉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因此，发展儿童感知，积累感知材料是发展学生智
力的第一步。
        如何发展学生的感知呢？我以为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是积累感知材料的重要途径。因为观察可以
唤起学生的有意注意，对事物获得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巴甫洛夫就十分强调“观察、观察、再观察”
。针对低年级学生感知往往笼统而不精确的特点，引导他们细致观察就更有必要。（观察课文中的插
图——观察现实生活）
       为了促使学生边观察边思考，我把指导观察和发展想象结合起来进行。因为想象就是在感知材料
的基础上创造出新事物的形象。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发明。没有想象，就没有任何预见。
      经常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学生观察，并在观察中启发他们想象，学生的观察力就会逐渐敏锐起来
，有意注意又会逐渐转变为无意注意，他们就会自然地留心周围的事物。

三、以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为重点。感觉和知觉是认识的感性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到达
思维。而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又会直接影响他的理解、观察、想象和记忆。因此，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
心。由此可见，发展学生的智力，应以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为重点。
        1、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首先要打开学生的思路。儿童思维的特点，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不完善
到完善。遵循这一规律，要打开学生的思路，应该从启发学生思考具体的问题着手。这就要求老师的
发问和作业富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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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林文集（卷五）》

       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能正确回答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启发
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打开学生的思路。
     2、在低年级，逻辑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尤为重要。低年级逻辑思维的训练，是从大量的词语教学开
始的。一个词就是一个概念，把每个词准确地教给学生，学生才能正确地运用概念，从而进行推理，
作出判断。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对低年级学生来说，应该着重训练思维条理化。有条理，就合乎逻辑。除
此之外，也可以进行一些初步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训练。

四、以训练学生语言为手段。一个人要表达思想，一定要借助语言，语言对学生的认识起着主导作用
。掌握语言是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智力，应以训练学生语言
为手段。
     低年级学生模仿能力强，语言训练可以紧密结合范文进行，不必舍近求远，另起炉灶。
     为了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语言训练中，我十分注意学生的思维特点，掌握他们爱说的题材是
什么，形式是什么，以增强效果。
    训练要反复，在反复训练中，我做到：大家练，练扎实。只有反复训练，能力才会提高。要提高，
就要有意识地逐步增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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