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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林对“情境”概念的发展与创新

——读李吉林著作的认识与体会

朱翠霞

提及“情境”，我们不可能回避李吉林其人及其对“情境”

概念发展与创新。李吉林从 1979 年在《情境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中首次明确提出“情境”这一概念后，“情境”这一概念开始在

李吉林的教学实践中，生根、发芽、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1.“情境”目的的发展

①情境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训练语言，发展智力……（1980）

1

②情境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儿童

心理品质、智能及个性的和谐发展。（1991）
2

③……希望通过情境课程让情境教育走近广大的教师……

使其由课程的忠实执行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并在

其中获得自身的专业成长。”（2002）
3
“情境课程……丰富儿童

精神世界，从而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2002）
4

1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五：儿童知识社会的和谐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7

2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五:儿童知识社会的和谐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50

3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三：情境教育三步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73—274

4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三：情境教育三步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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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文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李吉林对情境创设目的认识

的变化轨迹：在开展情境教学研究与实验初期，李吉林的着眼点

还放在扫除课堂枯燥沉闷气氛，把语文课上得生动活泼，让学生

喜欢语文。因此，她还没有反思到当时只强调语文工具性的偏差，

情境创设的目的也仅是为有效地完成教科书（课文）学科知识传

授与训练服务，情境只是“训练语言，发展智力”的语言学习材

料和场景。但是“发展智力”这一目的的提出，在当时也是一个

不小的进步，因为它开始重视“智力”培养，注意到了学生心理

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也初步感觉到了在情境中传授知识、培养

能力更为有效。到了开始对情境教育研究阶段，随着对语文性质

多样性、学生发展整体性、情境多元性、知识生成性等问题的认

识，李吉林加深了对情境多重功能的理解，明确了情境应该而且

能够为学生整体发展服务，是为了“促使儿童心理品质、智能及

个性的和谐发展”这一目的的，这一认识纠正了前阶段对知能的

偏重，看到了情意、人格培养等是情境教育更为根本的任务。为

实现这一目的，“情境”从课堂走向野外，从单篇课文发展到主

题性大单元，从强调外在“境”的创设转向了强调教师内在“情”

的修养。到了课程开发阶段，李吉林的视野更加开阔，不仅着眼

于学生的发展，也强调教师在情境中的发展；不仅看到“情境”

中教师的作用：“由课程的忠实执行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和

建设者，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专业成长”，不仅看到“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构建，更看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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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谐关系的构建。而“情境”——人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又一

次见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的再现，“情境教

育”则成为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方式。

2.“情境”构成要素的发展

①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注意了用多种途径创设情境：或通过

摄影、图画、音乐、文学语言的描绘，再现教材提供的情境；或

通过师生动作的演示，设置与教材有关的情境；或结合教材、作

文题材，把学生直接带入有关生活的真实情境中去……（1980）

1

②情境教学是将情境作为一个心理场、一个整体，作用于学

生的意识的。……情境的展现，不仅包含了直观教学对某一事物

的感知、认识，而且包含着儿童情感活动、智力活动及语言的表

述，它是课文描述的情境的再现，其客观场景、主观意象、教学

的气氛、师生的情绪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1986）
2

③以上所谈到的“美”、“情”、“思”、“儿童活动”，连同“周

围世界”五个方面，涉及学科情境课程的境界、纽带、核心、途

径和源泉，构成学科情境课程五要素……
3

从李吉林在“情境教学－情境教育”研究与实验三个阶段中

1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五:儿童知识社会的和谐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4

2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一:情境教育实验与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63

3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三:情境教育三步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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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录内容来看，她对“情境”构成要素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

与发生变化：在仅仅只是为了训练语言发展智力的目的时，情境

所强调的只是各种外在的、可对学生产生刺激的材料和手段（与

视听触觉有关的图片、音乐、模型等）。到了要促进学生情知的

整体发展时，仅仅只依靠材料的呈现是不够的，必须“以情激情”。

为此，教师须“披文入情”，让课文文本之情激发出教师自己的

感情、想象力和创造性，然后因“情”造“境”，并引导学生入

“境”生“情”，使学生在“情”“境”互生交融中获得整体性的

发展。此时，“意识”“意象”“气氛”“情绪”等内在因素，包括

学生潜在的能力和经验，自然成为“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到

了情境课程阶段，情境的创设已不能是点式（如围绕一篇课文或

一次作文）或片段式的（如进行一次主题性活动），而必须成为

一个连续的整体，如果此时仍再用日常生活环境和学校教育环境

的结合来笼统说明情境的构成，已经意义不大。因此，“涉及学

科情境课程”的关键“情境”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色，怎样由原来

的静态呈现变为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怎样实现其生成性、建构

性。基于这些考虑，李吉林提出了“美”为境界、“情”为纽带、

“思”是核心、“活动”是途径、“周围世界”是源泉的情境五要

素。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李吉林以“五要素”所构成的情境，

并不仅仅是满足于把学校和外部世界沟通起来形成大平面，它还

有更深更高的深度和高度，即开掘到“思维”的深处，攀缘上“美”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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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境”范围和类型的发展：

①情境教学把教材内容与生活情境相联系，如此由近及远，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今及昔至未来……（1991）
1

②人为创设的教学情境、人际情境、活动情境、校园情境都

是渗透着教育者意图的……（1996）
2

③几类情境课程（学科情境课程、大单元情境课程、野外情

境课程和过渡情境课程）的开发与统整。
3

从上所摘要的内容可知，李吉林在情境教学研究与实验的起

步阶段，为语文学科教学服务的情境还比较单薄，基本限于为阅

读教学的课堂情境和为作文教学的生活情境，仅仅受限于“教学

内容与生活情境相联系”的“情境”，且这“情境”有时需要创

设，有时还不必创设，一切都根据一堂课的教学目标的需要来设

定。到情境教育阶段，语文教学环境开始从单一的教学情境延伸

至课外活动、校园建设、家庭生活乃至社会大课堂。此时的情境

范围大大扩展：“人为创设的教学情境、人际情境、活动情境、

校内情境”，对教育者的要求也更高了，因为只有“渗透了教育

者意图”、被人为优化了的“情境”才是“情境”，可以说此要求

下的每一种情境都需要教育者去思考，去创设。如果说，前两个

1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五:儿童知识社会的和谐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51

2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五:儿童知识社会的和谐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55-356

3
李吉林：十五课题研究方案

[OL].[2006-08-09].http://www.qjjy.cn/qjjydoc/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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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教育者还可以根据教学大纲，根据同一的教科书，根据统

一的教学进程，根据相同的评价标准，来创设不同的情境的话。

那么，在情境课程开发阶段，这一切依据都可以被质疑，被改变，

甚至被推翻。正是“渗透了教者意图”的理念提出，各级学校和

教育者在课程改革的大潮中，可以也应该发挥创造性，提出自己

的课程设计。其情境的范围可拓展至课程的方方面面，如情境课

程目标制定、情境教材编制、网络情境和文化情境开发等等。

4.“情境”实质的发展：

①情境教学就是充分利用形象，为儿童创设具体、生动的情

境，激起儿童的情绪，从而引导他们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语言的

一种教学手段．．．．。（引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下同）（1984）

1

②情境教育之情境，实质上是人为优化了的环境．．．．．．．．，是促使儿

童能动的活动于其中的环境。（1996）
2

③情境教育“之‘情境’，是‘有情之境’，是‘活动之境’，

是人化的情境．．．．．，是一个有情有趣的网络式．．．的师生互动的广阔空

间。”（2002）
3

在情境教学中，“情境”只是教育者优选的典型的场景，是

1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四:美智趣的教学情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31

2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五:儿童知识社会的和谐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51

3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五:儿童知识社会的和谐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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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学生和语言学习目标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中介，也即引导

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语文的一种教学手段。”而情境教育

中的情境是“人为优化了的”能促进学生“能动的活动于其中的

环境”，是人与环境互动的整体。如果说情境教育阶段“情境”

似乎仅仅以学生的发展为创设目的而忽视了教师的发展，教师有

时还可以凭借其设计者的身份成为情境之外的权威的话。那么，

在情境课程中，这一点也得到了修正：“人化的情境”是“网络

式的师生互动的广阔空间。”

尽管李吉林使用“情境课程”一词的原意，只是沿用“优化

的环境”之义，但细究情境课程目标设定、课程内容选择、课程

结构设计、课程实施和评价手段等，可知“情境”早已超出“环

境”之义，它已成为一种凝聚课程各种因素并使之相辅相成、独

具个性的“磁场”，成为李吉林式“情境教学－情境教育”思想

的标志。它立足于学生的现实，着眼于学生的发展，要用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教育学生，它追求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的教育理

想，使它成为一个融历史、现在、未来，社会、自然于一体的教

育“生态语义场”。

最后，要准确概括李吉林“情境”概念之实质内涵是困难的，

但有一点却是必定包含的，那就是“情”！这个“情”，可以是爱

生之情、爱国之情、献身教育之情，也可以是对人生、对生活、

对世界的体验、感悟、认识之“情”。李吉林将自己对“有情世

界”的领悟熔铸进教育领域产生一种“境界”，此境界，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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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情境”!

5.李吉林对“情境”概念的创新之处

李吉林对情境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情境对学生发展的

重要作用。她在自己的实验中，逐步发现了生活情景、大自然情

景、社会情景、教材情景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她把这些情景联

合起来，融合起来，结合“心理场”理论、“人与环境互动”理

论等，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情境”概念。与其他“情境”概

念相比，李吉林的“情境”概念有自身的创新之处。让我们先看

看李吉林自己对此的解释：

我们所使用的情境概念与国外教育学、心理学中的情境概念

当然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但情境教育、情境课程的情境观更有我

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哲学基础。“情境”主要源自中国古代

文化（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有情之境、和谐之境。但

情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活

动和现实环境相互统一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原理来审视情境，把情

境看作“人化”了的教育环境，把人（儿童）作为完整的人全身

心地活动于其中，并且到处都证明着、显现着和发展着人的生命

力量的教育环境。它体现了人（儿童）与教育环境的全面和谐的

统一，具有亲和性、审美性、体验性、整体性、生成性等特征。

1

1
李吉林：十五课题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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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我们提出的“情境”，是人性化的教育环境，是特别

适应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全身心地活动于其中的教育环

境。……我们独特的个性，那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丰厚底蕴，那

就是审美的、智慧的、情感的文化内涵。
1

我们从以上阐述中，应该注意到李吉林反复在强调的“人

（性）化”“完整的人”“活动”“文化内涵”这几个词语。

首先，“人（性）化”在李吉林那里，不仅指教育要培养具

有完美人性的人，更指运用“人（性）化”的途径和手段培养人。

在中西方教育都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在培养人的智能之时，李吉林

提出了要重视人的情感素质的培养，要利用情感手段进行教学。

与其说这一主张是与智能教育相对立的，不如说是对智能教育的

重要补充，因为二者并重才是和谐的，才是关于人的教育的应有

之义。但这一含义在西方情境学习理论中并未加以强调。

其二，“活动”，可以说是最适合于学生学习特点、能根本改

变“死读书，读死书”现象的教学方式。活动教学虽然不是李吉

林的独创，但在课堂教学和活动教学相结合这一点上，李吉林却

是国内外教育者的先锋。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两耳不闻

窗外事”的书斋式、静坐式教育传统的国家里，李吉林对活动、

对学生天性的强调，就更显得是那样的独特！

其三，“文化内涵”，这不仅是对语文“人文性”性质的深刻

[OL].[2006-08-09].http://www.qjjy.cn/qjjydoc/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
1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卷三：情境教育三部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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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更是对学生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社会所具有的巨

大影响力的深刻洞察。李吉林向我们强调民族“文化内涵”，其

意不仅在告诉我们应该向学生传授民族文化的精髓，更重要的还

在于如何传授的问题：在“情境”中学习文化，要调动学生的“情”，

要用学生喜欢的“活动”方式。这种方式既是学生发展之需要，

更是传统“有情”文化和“和谐”文化本身之要求！此时我们已

经看出，正是“情境”把人（学生）和活动、和文化联结在一起，

正是“情境”体现了李吉林情境教育思想的精髓！

其实，要说这就是李吉林的创新，似乎没什么根据，因为这

些思想观点早已被人提出来了。但是，处于不同情境，与不同对

象相比，其创新性就显现出来了。有人对李吉林的情境教学和建

构主义的情境教学的“情境”做过一番比较，认为后者强调真实

性、复杂性、经验性，而前者具有典型性、神似性、情感性、美

感性。
1
相对世界教育来说，审美性，情感性是李吉林“情境教

学－情境教育”思想的创新点；相对应试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相

比，人性化、活动性就是其创新点。而其最创新的地方，在于李

吉林将东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融合．．起来，并运用于教育实践．．．．．．．中．！

从以上分析可知李吉林心中的“情境”概念内涵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

——情境是一个“有我（人）之境”。一般谈到教育环境，

多如行为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环境对人的模塑，而人只是与环

1
杨元建：李吉林情境教育与建构主义的情境教育[D].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料室.四川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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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相分离的被动承受者和反应者。情境则不同，它是一个“人化

的”“促进儿童能动的活动于其中的环境”，它强调了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看到了人与环境不可分离的一体性。李吉林所说情境的

“整体性”，就是强调学生对情境构成和生成的重要作用，没有

学生，就没有情境，没有学生的活动，就没有情境的生成发展！

学生作为能动的人，在情境中积极活动，既对情境产生了影响，

也使他自身获得了各种经验，形成了对生活世界的体验；这些体

验让他感觉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也让他对他人、对世界产生了

情感。这一过程就是情境“体验性”的表现！

——情境是一个“有情之境”。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多从地理、

物理、生态方面理解，大多忽略人文的因素，更忽略处于环境中

的人的心理反应。情境概念的“情”正是要提醒人们对心理，对

情意、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自觉与关注。从根本上说，能对人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人对环境的认知、判断和评价，亦即环境在

人心理上所引起的一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应。如果学生对环境

一无所知，对需要学习的内容漠然、无动于衷，对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冷淡、毫无兴趣，那么很难想象这个学生能学到什么知识，

培养出什么情感！这样的环境，也根本不能叫“情境”。李吉林

的“情境”要求“亲和性”，要求教育者与学生之间有一种亲密

的关系，要求教育者用自己的情感去影响、去感染学生，这既是

促使学生知能发展的要求，也是促进学生情感、人格发展的要求。

——情境是一个“和谐之境”。环境对人的压迫和人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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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分掠夺，都是不和谐的表现。这种不和谐可能表现为人的衣

衫褴褛，也可能表现为环境的满目疮痍。很难说这样的环境叫“情

境”！情境应该有着优美的教育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精彩的

课堂对话，轻松的学习氛围，谨严的治学纪律，等等。这样的和

谐“情境”才会给人以“美感”和“秩序感”，使人身心舒畅，

如沐春风！这样的和谐，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道德情感的熏陶，

从而促进人学习效率成倍提高。这也正是李吉林提出情境的“审

美性”要义所在！

——情境是一个“创造之境”。一般环境都指自然而然，未

经加工的自然或社会环境，人们处于其中，往往对之熟视无睹，

并不觉察环境的“无声之言”。但情境不一样，教育者对之应该

是自觉的，因为它是教育者为学生创设的，它含有教育者的意图

和构想。通常，人们以为只有用音乐、图画等模拟的情境才叫创

造的、创设的情境。其实并不然，即使是教师为学生所选取的大

自然中的景观，也因教师取舍的主观理由，他所设计引导学生进

行观察的视角、方式、程序以及富有情感的语言描述、想象启发

等原因，都使之成为了浸润教师心血的“创造之境”！除了教师

在创造情境外，学生，也在创造情境！学生对情境的反应，对教

师语言和行为的回应，决定了教师下一步所采取的措施，决定了

情境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学生是具有能动性的，他们是独

立的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和喜好，对情境做出只属于对他

具有改造和建构自身知识、能力体系意义的选择来！这正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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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情境教学的“生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