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鹏程

——读李吉林《情境教育精要》

翻开著名教育家李吉林老师的
《情境教育精要》时，好像有一缕柔
软的风吹进了我的心房，为我的语
文教学送来了明媚温暖的春意。作
为情境教育创始人的李吉林老师对
小学语文情境教学独到且深刻的见
解，洋溢着无穷的魅力。

在这本书中，李吉林老师向我
们阐述了情境教育的四元素：真、
美、情、思。在我看来，所谓“真”，指
的就是真实生活，学习语文离不开
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因而教学要
基于生活、体现生活，给学生以真实
之感；“美”，则是美的语言、形式和
内容，充满美的学习情境会极大地
感染学生，唤醒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情”，是注重真情的抒发，浸润着真
挚美好情感的课堂，总能给学生带
来身心的愉悦和满足；“思”，便是思
维，语文教学应该将课堂与思维紧
密联系，通过提问和布置学习任务，

不断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李吉林老师说，情境教育突出

一个“情”字。因此，她主张创设
“亲、美、和”的人际情境和“美、趣、
智”的教学情境。两种情境的创设，
一是为了缩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
学生之间的距离，二是为了缩短教
学内容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这种缩
短后的近距离感，形成了更加有爱
的师生关系，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
的学习构建了最舒适的情绪状态。
当教师和学生处于这种和谐、轻松
的情境中时，一切教学活动的开展
便都水到渠成了。

当然，要想开展好情境教学，必
须做到“不同课文，不同方法”。“有
针对性”永远是情境创设的金钥
匙。比如，李吉林老师在教学童话
时，借助图画、剪纸等直观艺术形
式，再现童话里主人公的鲜明形象，
增加了课堂的立体感；教学寓言时，

她组织学生排练寓言剧，为学习增
添了趣味性；教学诗歌时，她将诗的
意境与孩子们的生活经验进行勾
连，营造出了容易产生共鸣的氛
围。另外，李吉林老师还利用音乐、
游戏等形式丰富语文教学情境，为
课堂注入了蓬勃的活力。这些有意
义的、贴切的情境创设方式，正是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此外，《情境教育精要》还强调
了活动的重要性。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教师创
设的情境中充分活动，能够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而且活动可以将
课堂从“单色调”变为“多色彩”，将学
生的感官、思维、语言等同时调动起
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思
维能力和审美创造等核心素养，为学
生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教
师应该在语文课堂上适当地设置活
动，引导学生在动与做中自主学习，

在乐与趣中健康成长。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吉林老

师还提出了野外情境课程的理念。
她认为，野外教育是情境课程的源
泉，对孩子有着珍贵的、无可替代的
滋养。仔细想想，我所在的学校毗
邻蜿蜒曲折的小河，背靠连绵起伏
的群山，自然美景四季流转不尽，美
不胜收。如此得天独厚的野外教育
资源，倘若加以利用，一定可以拓宽
语文课堂的广度，释放学生的学习
空间，为语文学习中的阅读和写作
提供营养。

如果说语文教学是一片原野，那
么情境一定是滋养这片原野的甘
泉。李吉林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地用
情境滋润课堂、涵养教学，鼓励孩子
们快乐学习、高效学习，让人不得不
钦佩。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也可
以像李吉林老师一样，用发自内心的
真情去谱写情境教学的动人篇章。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
有诗曰：“寂寂寥寥扬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每读至
此，我都仿佛心有感应一般，
不由得忆起青春年少时的读
书时光。

我的故乡是鲁西南平原
深处的一个小村。小时候，
乡下人口粮不丰，我家的日
子也过得清汤寡水。到了该
上学的年纪，父亲向村里的
小学交了五毛钱学费，就把
我送进了学校，我人生中读
到的第一本书就是一年级语
文课本。上二年级时，我们
班来了一个城里的插班生，
同学们最羡慕的不是他那身
洋气的儿童海军服，也不是
他兜里的大白兔奶糖，而是
他那一箱子小人书。为了能
看到那些封面花花绿绿的诱
人的小人书，同学们不惜“有
偿”借读——每看一本小人
书就给插班生几张作业本纸
作为报酬。记得当时，我为
了多看几本，几乎把整本新
作业本都撕光了。再向家里
要钱买新本子时，家人误以
为我撕下本子纸叠飞机玩
了，我还因此挨了父亲一顿
训斥。就是那些小人书，为
懵懂的我打开了一扇扇奇异
世界的大门，我的童年就这
样被书中的故事牵引着，燃
起了新的希望。

对于每一个有着农村生
活经历的“70 后”来说，童年
那段生活窘迫、知识匮乏的
沧桑岁月都是难忘的。整个
小学时期，为了能读到更多
的课外书，我如同一个饥饿
的人满世界寻找食物一样寻
找可以阅读的书籍。凡是有
字的书，哪怕破烂不堪，我也
视若珍宝。我们村里有一个
制作鞭炮的人，他收购了许
多废纸、旧书、旧报纸，放学
后我常到他家帮忙，就是为
了从那些废纸堆中找到可看
的旧书。那时镇上只有一家
小小的书店，就是这间小书
店 ，成 了 我 童 年 的 精 神 圣
地。我每次赶集都要去那
里，眼巴巴地望着柜台里摆
放着的新书。由于家里生活
实在困难，小孩子赶集只是
为了凑热闹，兜里并没有钱，
印象里我从来没有在那个书
店买过一本书，只是去了之
后装作买书的样子，让售货
员拿来我喜欢的书翻上几
遍，闻着那带着墨香的新书，
我心满意足，身心完全沉醉
在书的世界里。随着社会的
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渐
提高，读书对我来说不再是
一件奢侈的事情，而是成为
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到一座
城市，我最喜欢逛的就是当

地的书摊、书店。有一次我
到苏州旅游，在一个弄堂里
的书摊上，竟淘到了一捆晚
清民国时期的宣纸线装书，
共有 60 多本，其中有部分史
书，还有《袁枚小仓山房文
集》《饮冰室合集》等。每当
我在灯下翻开这些古朴的书
页 ，欣 赏 曾 经 的 主 人 那 端
庄、圆润、秀丽的小楷眉批
时，古与今的读书人仿佛穿
越时空相会于此，一种遥远
的共鸣油然而生。“不愿玉
液餐，不愿蓬莱游；人间有
字处，读尽吾无求。”聆听着
自然界的万籁之音，坐拥书
城，沏杯清茶，在升腾的热气
中缓缓翻开书，嗅着淡淡的
书香，感受人间的喜怒哀乐，
尽享读书的乐趣，是我梦寐
以求的生活。

忘不了许许多多灯下夜
读的时光，我的目光贪婪地
在字里行间寻觅，像是搜寻
人生的某个细节，内心时刻
洋溢着满足和幸福。宁静的
夜晚，外面雪花纷飞，我甚至
可以听到雪花落地的簌簌响
声。没有古代诗人的香茗和
美酒，也没有“新炊间黄粱”
的优美意境，只有一本书相
伴，我的内心却是如此的温
暖和宁静。一本书可以织就
一个少年无限的梦想，一本
书也可以成为一个少年贫瘠
生活中绚丽的点缀，成为他
人生中温暖的岁月记忆。

青春作伴好读书。只要
保持年轻、上进的心态，一卷
在手，与春同行，与春相依，
与春同游，我们就都是幸福
的读书人。让你我张开远航
的风帆，畅游书籍的海洋，捕
捉那瑰丽而芬芳的希望。

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奇书——
《荒野上的大师》。 看到书名那一
刻，我的心就被牢牢吸引住了。此
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张泉教授以近代
中国学术发展为背景，以走出书斋
的学者们为主角创作的历史著作。

翻开书页，一串串耳熟能详的
名字便出现在眼前。地质学家丁
文江、赵亚曾，考古学家李济、梁
思成，历史学家王国维，语言学家
赵元任等，都以一种严谨而决绝
的 姿 态 ，走 向 了 荒 野 ，在 实 地 勘
察、测量中坚守研究初心，参与社
会发展，他们的事迹造就了中国
近代史上的一段光辉岁月，深切
感动着每一个心系中华文化和科
研发展的中国人。

追随着他们的背影，我们既能
感受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学
术理念的落后以及学术条件的艰
苦，更能深刻体会到热爱考古研究
的知识分子们，全身心投入科学考
察或进行学术研讨时的满腔热情，
他们往往耗费一生心血才铸就了辉
煌的学术成就。

《荒野上的大师》分别以时间和

四个研究机构的创建和发展为主线，
围绕各机构中主要代表人物的感人
事迹展开叙述。

板块一：大发现时代

这部分主要描述了来自海外
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
中国各地奔波，探访藏匿在深山旷
野中的矿藏、古迹、墓葬、洞窟的故
事。当时的中国学者少有人愿意
亲身寻访，大多数都是守着书斋做
学问，两相对比，从而强调走向荒
野的必要性。但处在那样一个动
荡巨变的年代，古今习俗更替，中
西思潮交汇，自然就会涌现出许多
新的理念，展开许多新的尝试。总
有人愿意挺身走在前列，带领大家
奋勇前行。在地质研究领域，丁文
江、翁文灏、章鸿钊就是这样一批
传奇的存在。

他们作为中国地质界的先驱，
一方面积极联系海外学者，争取优
秀学术团体的技术指导；另一方面
努力培养专业人才，引领他们大胆、
积极、坚持不懈地进行田野考察，挖
掘恐龙骨架和各种古脊椎动物化

石，发掘史前文明遗址……总之，他
们在地质学、地震学、土壤学、古生
物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开创
了崭新的历史，可谓成就卓著，令人
钦佩。

板块二：中国历史大发现

1936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进行了 15 次挖掘殷墟的活
动，从海外归来的人类学博士李
济、董作宾、梁思成等人，与其他研
究人员合力勘察、积极探究，大批
甲骨和文物陆续出土，殷商的存在
得到证实。中华文明的历史被向
前推进了几百年，国外著名汉学家
纷纷对此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和赞
誉。与此同时，赵元任等人也在十
年间，陆续走访了两江、两广、两湖
等多个地区，对中国各地方言及变
迁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初步勾勒了
中国语言变迁的轨迹。他们的田
野考察也得到了著名学者梁启超、
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支持。这些
学者或随同他们一起走进荒野，或
给予他们具体的学术实践方法，贡
献极大且影响深远。

板块三：被遗忘的田野勘察

早年间，鲁迅曾对河北正定隆
兴寺的一尊佛像极感兴趣，并将之
誉为“东方美神”。1932 年，梁思成
等人就在硝烟战火中前往隆兴寺进
行勘察、测绘和研究，并由此开启了
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和探索。短短
五年，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
人为主的中国营造学社，通过对上
百个市县的两千余处古建筑的考
察，逐渐破解了号称北宋“天书”的

《营造法式》。这也为后来梁思成撰
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
础，并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无论是哪个板块的铺展，我们
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兴衰、时
代的更迭、政局的跌宕带给这些学
者的影响。他们被强烈的爱国热情
激励着，被探索学术的强烈渴望驱
使着，默默耕耘，不懈奔走，互相扶
持，勠力同心。感人的故事难以被
一一陈述，正是这些学者，用他们的
柔弱之躯、执着信念、不屈意志和探
索精神，谱写了中国考古百年的辉
煌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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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中的情怀

□王 莉

每一场相遇都是缘分，就像
我遇到《儿童阅读的力量》，遇到
李怀源老师。在齐鲁“三名”建
设工程活动现场，我站在著作展
示区，一眼就看到了这本书，翻
开后便爱不释手。正如封面所
言，这本书的宗旨是：带领儿童，
与好书相遇；陪伴儿童，去发现
自己。

这本书里满是一位教师长
期耕耘在儿童阅读田野里的实
践与思考，读后我既收获了阅读
的哲思，也收获了整本书阅读的
教学思路。

在“前言：为了思考的阅读”
里，作者点明了阅读的核心是思
考。以思考为核心的阅读，让深
度阅读成为可能，让思想的形成
变为可能，让阅读过程变成研究
过程。阅读指向人的内心，指向
思想的形成和完善。

在“总论：成为有思想的伴
读者”里，作者围绕“什么是‘读
懂’”“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应
该有什么样的读书观念”“什么
是好书”“好书怎么读”“孩子应
该怎样来读书”“怎样才算读懂
一本书”等问题，用简明扼要、
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怎样做

才能成为有思想的伴读者。
在“上篇：儿童阅读的思考”

里，作者用12篇文章，围绕“儿童
阅读的理性认识”“儿童阅读的
意义建构”“儿童阅读的实践探
索”展开论述。为了方便读者思
考，每一篇文章的末尾都有作者
提炼出的“阅读观点”“阅读思
考”和“阅读行动”，帮助读者转
变视角，重新审视儿童阅读，并
教会读者如何在实践中辅助儿
童阅读。

在“下篇：儿童阅读的行动”
里，作者按照小学低中高三段，
精选了他所读的 49 本书的读书
随笔。低段主题为“体验爱的温
暖”，中段主题为“品尝生命的味
道”，高段主题为“黑暗里的一束
光”，每一篇文章都站在儿童的
角度，品读童书的魅力。他的读
书随笔把我带入了一个个神奇
的童书世界，我第一次一口气读
了这么多本童书，对童书的价值
也有了新的认识。

正如作者所说：“阅读是为
了现实人生。读别人的故事，
想自己的人生；读别人的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让儿童能够在
书中找到人生榜样，并按照榜
样的样子去成长，这是读书的
终极目标。

我花了两周时间细读《儿童
阅读的力量》，掩卷沉思：作为一
名小学语文教师，我们应该如何
做好有思想的伴读者呢？我想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是形成自己的阅读场，

在其中淬炼。要成为有思想的
伴读者，我们首先要做深水区
的阅读者。至少要全面阅读小
学段所有的推荐书目，站在儿
童的角度深度阅读，思考童书
背后的教育内涵，形成独特的
阅读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在
后续的整本书阅读中做到与儿
童同行。

二是师生共读共写，在阅
读中成长。为了实现整本书阅
读效果的最大化，我们必须坚
持共读共写，用多种形式的读
写活动碰撞智慧的火花。通过
阅读前的兴趣开启课、阅读中
的思维推进课、阅读后的交流
分享课，带领学生一起读懂一
本书，完成从读懂字面之意到
言外之意再到生命之意的进阶
式成长。

三是站稳儿童立场，静待花
开。儿童阅读由浅入深，由慢到
快，由图画到文字，这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我们要时刻站在儿
童的立场上，给足他们阅读时
间，尊重他们独特的阅读体验，
聆听他们的阅读感悟。陪伴阅
读是一件美妙的事，需要等待和
尊重，需要时间的沉淀与积累，
唯有双向奔赴才能实现师生共
同成长。

这本书如同一道光，指引我
成为有思想的伴读者。我们要
一直行走在陪伴儿童阅读的路
上，与角色对话、与作者对话、与
自己对话，并通过作品与孩子对
话，创造属于我们的阅读盛宴。

□高 娟

成为有思想的伴读者成为有思想的伴读者
——读《儿童阅读的力量》

——读《荒野上的大师》

遥想路遥，我总能想起烟圈升
腾下他那敦厚的面庞和孱弱的形
象。他是文学上的强人，执着于文
学之路，阔步向前，自我超越。四
十二岁正值壮年的他，却如璀璨的
流星一般划过夜空，在读者心里留
下了永恒的轨迹。

回望路遥，追寻他的足迹，王
刚、王晓飞的《无法从容的人生：路
遥传》给我们提供了走近路遥的支
点。书中塑造的是一个立体、复
杂、本真的路遥，趋近于他的真实
形象，读后使人仿佛能听到人物的
声音，感受到时间的余温。

目前学界已有多部颇具影响
力的路遥传记。张艳茜的《平凡世
界里的路遥》情感细腻，从“七号病
房”写起，以同事的视角追怀了与
路遥相处的点点滴滴。海波的《我
所认识的路遥》从朋友的角度出
发，叙述与路遥交往的细节，并附
上了与路遥的书信，留存了路遥的
待友之道。厚夫的《路遥传：重新
开启平凡的世界》站在延川同乡的
角度，将路遥的史料一一铺陈。王
刚是路遥的同乡后辈，多年来，他
追随路遥的足迹做了大量工作，有

《路遥年谱》问世。这本合著的《无
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很好地发
挥了其考辨史料的功底。

读完这本传记，可以总结出四
个特征：一是地理文化的溯源，二
是“贵人”谱系的梳理，三是多元视
角的提供，四是交叉学科的剖析。

第一，为还原路遥的人生境
况，两位作者回溯过往，找出路遥
生活的历史、文化、地理语境。关
于路遥出生地清涧县王家堡村的
探究，该书从远古跨越到当下，考
证出了陕北地理多元文化与路遥
创作的相辅相成之处。

第二，路遥的成功之路充满曲
折，但好在有“贵人”相助。这本传
记对多位“贵人”进行了细致梳理，

使读者了解了路遥背后一些鲜为人
知的故事。作者对路遥生命中的

“贵人”做了分类。一类是大学时
期，申昜、申沛昌等人的鼎力相助，
让路遥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一

类是创作之初的引路人，曹谷溪甘
为人梯的无私帮助，让路遥少走了
许多弯路；一类是家庭方面，林
达、王天乐等人的全力付出，让路
遥少了后顾之忧；一类是精神导
师，柳青的殷殷嘱托，让路遥心怀
感激；一类是慧眼识珠，秦兆阳、
王维玲、李金玉等人的鼓励与认
可，助路遥勇攀高峰。如此条理清
晰的爬梳，让我们看清楚路遥成名
之路的艰辛。

第三，对史料的求证和考析。
两位作者采用了将当事人之说与
史实进行交叉印证的方法，为读者
提供了多种看法，无限趋近于事实
真相。例如，扑朔迷离的“兄弟失
和”之说，作者引入最新研究，力求
还原真相；还有路遥在北京领奖的
情况，也给出了两种说法。这种反
思式的处理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历
史的复杂与多元，给了我们了解真
实路遥的机会。

第四，作者还从人类学、心理
学、社会学角度，对路遥某些无意
识的行为习惯进行了分析。作者
将路遥合影时双手抱于胸前的动
作，结合王安忆散文《黄土地的儿
子》中的细节，命名为“45度角的世
界”。作者认为：“路遥侧脸或者双
手交叉抱于胸前的姿态表明了他
的态度——不愿接受他人意见或
对自己的不自信。”结合路遥的成
长历程可知，这恰恰是饥饿、穷困
造成的高度敏感的表现。

之所以说这部传记写的是在人
间的路遥，是因为作者不仅关注到
了路遥对抗苦难时的顽强坚韧，也
写出了他面对挫折时的敏感脆弱。
正如路遥本人所说：“生活不能等待
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
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
一场。”这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
一句话，也是他的心灵独白。

我与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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