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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如何让教育回到教育自身上去，如何让中国教育讲

好中国故事，我们都能从情境教育中找到答案或线索。

——对李吉林情境教育的三点认识

李吉林的三本研究儿童情境学习的专著已由德国

Springer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举行首发式，同时，阵容强

大的八家单位联合举办“中国情境教育儿童学习范式国

际研讨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令人鼓舞的

一件事。中国非一线城市的一位小学教师的研究成果由

一家国外知名的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受到国际教育界专家

的关注，这生动地表明了中国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正在

向纵深发展。由研讨会的举办联想到近两年我国基础教

育领域多项经验和成果引起国际教育界的关注、赞誉并

被一些国家学习借鉴，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教育正经

历着从大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从跟跑者向并行者、领

跑者的转变。这确实是令人鼓舞的。

我与李吉林同乡，同是在南通这片崇文尚教的热土

上成长起来的教育工作者。多年来，工作上与李吉林有

很多联系，李吉林和她的团队创造的宝贵经验，对我的

工作有很多帮助和启发，李吉林的工作精神也一直值得

我学习。对学习、总结、推广李吉林教育改革的经验和

情境教育，我也做过一些工作，说三点粗浅的意见与大家

交流。

第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教育

改革，发展素质教育是主要任务，学校课堂是主

阵地，一线教师是主力军。

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教育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九大对推进教育

改革又作了新的动员和部署。进入新时代，教育改革的

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

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今天，教育发展

的不充分主要是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同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差距。所以，新时代教育发展

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素质教育，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是人才

培养模式、机制的变革。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为此必须眼睛向内，主战场是校园和课堂。

2014年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奖，两个特等奖，一个

授予了李吉林，一个授予了北京市十一学校。北京市十一

学校校长李希贵和他带领的团队，在一所中学里通过深

化课程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而李

让教育与生活走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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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则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小学课堂精耕细

作，积极探索儿童学习范式，创造了情境教育，取得了显

著成绩。国家对这两个教育改革典型的认定与表彰，正

是期望引导基础教育将改革发展的重点转向教学领域，

转向校园，转向课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素质

教育作为发展的重点，我们再来总结推广李吉林教育改

革的经验，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发展素质教育、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进入新时代教育发展的主要任

务，发展素质教育要集中力量关注校园、关注课堂，充分

发挥一线教师的主力军作用。

第二，教育教学改革，千改万改，最重要的是

让教育与生活走得更近、贴得更紧。

近年来，社会上有很高的呼声，“教育要回到教育自

身去”。意思是教育要去除急功近利之心，去除浮躁之

气，潜心育人。回到自身的教育又该朝哪里走，怎样走？

教育改革应该遵循什么方向，李吉林创立情境教育的经

验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李吉林在她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始终坚信，风光

无限的大自然、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是儿童学习的巨大

智库，不可掩卷的天书。儿童学习的内容即使是抽象的

数学，都是来源于生活。因此，她或者将孩子们带出课

堂，让孩子们来到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之中，或者调动孩

子们已有的生活经验，让课堂与生活相通，以周围的世

界为源泉，让符号和信息与生活相结合，让孩子们认识

世界之美、生活之美，从而认识知识之美、生命之美，求

真、爱美、乐善。李吉林的理论和实践，符合唯物主义认

识论，符合学习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规律，因而她走上了

一条成功之路，她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

我们发展素质教育，把素质教育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各

个环节之中，要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发挥课程在

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作用，

也就是培养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培育，更需要紧贴时

代，紧贴社会生活。面对真实环境的现实问题，在解决

问题中培养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生活是教育的源泉，

脱离生活脱离实践，教育改革容易沦为空谈。走向生活

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紧贴生活，教育改革才有活力，

培养的学生才有创造力。

第三，深化教育改革要坚定文化自信，用好

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特色。

李吉林善于学习。她在探索、研究情境教育的实践

中，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她特别注意并善于从中国古代

文论中吸取精华。刘勰的《文心雕龙》和王国维的《人

间词话》以及中华优秀诗词文化给予她总结、提升情

境教育实践经验很多启示和灵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崇尚以文化人，文化、文学与教育紧密联系。文艺的教

化功能，文艺陶冶人、提高人的素养一直为中国古代文

论所推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发展素质教育、深

化教育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李吉林从古代文论中汲

取情境教育的理论营养，展示了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高度文化自信。她的这种文化自信值得我们学习。今

天，深化教育改革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在以更加开放的

眼光学习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的同时，坚定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发掘和弘扬有利于发展

素质教育的传统文化资源，总结和推广本国优秀经验，

讲好中国故事，走好中国道路，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

教育改革之路、教育现代化之路，实现建设教育强国

的宏伟目标。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

长，本文是其在“中国情境教育儿童学习范式国际研讨

会暨李吉林儿童情境学习专著（英文版）首发式”上的

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本刊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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