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心
灵
的
琴
弦

—
—

大
连
市
鹏
辉
小
学
『
情
知
教
育
』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BO
DO

N
G

 XIN
LIN

G
 DE Q

IN
XIAN

DALIAN
SHI PEN

G
HU

I XIAO
XU

E Q
IN

G
ZHI JIAO

YU
DE TAN

SU
O

 YU
 SHIJIAN

拨
动
拨
动

王
丹　

王
燕　

主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拨动心灵的琴弦 : 大连市鹏辉小学“情知教育”的
探索与实践 / 王丹, 王燕主编.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
版社, 2017.6
　　ISBN 978-7-206-14043-3

　　Ⅰ. ①拨… Ⅱ. ①王… ②王… Ⅲ. ①小学教育－教
学研究 Ⅳ. ①G6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0329号

拨动心灵的琴弦——大连市鹏辉小学“情知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BODONG XINLING DE QINXIAN——DALIANSHI PENGHUI XIAOXUE QINGZHI JIAOYU DE TANSUO YU SHIJIAN

主　　编：王　丹　王　燕
责任编辑：赵梁爽  封面设计：听　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2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043-3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王　丹　王　燕

副主编：陈惠萍　闫秀兰

编　委：鞠素文　王　丽　刘　彦　纪春波

　　　　张　宇　安丽莎　丑　颖　丛　岩

　　　　韩冬妮　王　雪　刘艳红　邰亮亮

　　　　季晓花　张巧娜



1 

序

宋庆泮

“十二五”伊始，大连市鹏辉小学便把“情知教育”定为学校的教

育理念，进入“十三五”后，他们又把用“情知教育思路引领学校的实践

研究”定为全校的研究课题（这一课题已在大连市教育科学规划办正式立

项）。这说明，他们用“情知教育”思想领导学校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这是很值得“点赞”的。

一所学校能自觉地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这标志着这所学校开始走向

成熟。这是因为，是学校的教育思想决定了学校的教育方向。

什么是教育思想？对这个问题，冷冉先生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他

说：“所谓教育思想，不管有多少主张，写了多少论文，归根结底是为

着解决一个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的问题。”他还说：

“教育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符合我们的国情的，也有不符合的。我

们的选择，仅仅是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教育思想。”

“情知教育”思想是正确的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情知教育”思想源于冷冉先生的“情知教学”。

他在《谈“情知教学”》一文中提出：“从学生的心理过程来分析，

学习的一个方面是感受——思维——知识、智慧（包括运用）的过程；另

一方面是感受——情绪——意志、性格（包括行为）的过程。可是传统的

教学理论只看重第一种过程，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他还说：“把

情和知两个客观过程有意识的统一于教学活动中，便会收到相得益彰的效

果，这才算是真正的按学习的规律进行教学。为了与传统的教学理论有所

区别，我把这一新的观念叫做“情知教学”，用它表示教学应当是认知与

情感的辩证统一过程。” 

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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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的任何社会行为，都是建立在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也就是

说，不仅在智育中要做到“情”与“知”的统一，而且在德育和体育中，

也应该做到“情”与“知”的统一。这样，把“情”与“知”统一的思

想，从教学推广到整个教育，并用“情知教育”表达这种统一，是十分合

理的。

如果“情知教学”的着眼点是“教会学生学习”（我们认为他说的

“教会学生学习”与我们说的“教会学生自主学习”是同一个意思），

那么“情知教育”的着眼点，就应当是“教会学生自主发展。”我们这样

说，是符合冷冉先生的主张的。

冷冉先生在谈“什么是教育”时曾指出：“教育，是人的社会化在学

校里的表现，具体点说，是作为社会先进部分的国家，有计划有目的在青

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施加影响的过程。”他还说过：“教育，包括它的手

段、方法等，都是外界对社会化的干预。”

人的社会化是怎样一个过程呢？冷冉先生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

为人的社会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积极地社会适应阶段、自觉的意识统

一阶段和能动的自我控制阶段。

能动的自我控制是人的社会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的个人发展，

笔者认为，用“自主发展”来表达是很恰当的。

如果说，“情知教学”的着眼点是“教会学生自主学习”，那么我们

就可以说，“情知教育”的着眼点是“教会学生自主发展”。

“情知教育”与“自主发展”二者是同一个思路的不同表现，“情知

教育”是强调在教育中，要把“情”与“知”两种心理活动统一起来，它

的外在行为表现就是“自主发展”；反之，“自主发展”的行为表现的内

在心理活动便是“情”与“知”两种心理的统一。

把“情知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要用“情知教育”思想

统领学校的各项工作。几年来，鹏辉小学领导和教师，做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他们探索了在课堂教学中实施情知教育问题，在班级管理中实施

情知教育问题，在实践活动中实施情知教育问题，在校园环境建设中实施

情知教育问题，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实施情知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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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冉先生说：“一所真正好的学校，没有十年以上艰苦的工作是不成

的；一个成熟的校长，没有二、三十年的探索与磨练也是不成的。”

鹏辉小学对“情知教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要用“情知教

育”思想领导学校，乃至使它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笔者真诚地期望他们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永不停步。

要深入研究“情知教育”，就要对实施“情知教育”及其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认识不到问题，就不可能改进工作，也不能深入进

行研究。

笔者认为，实施“情知教育”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如在德育中，对学生进行“基本道德”的教育还没有普遍落到实处，

对培养学生“自主养德”习惯教育还没有得到高度重视……

如在智育中，还没有把工作重心由传授知识转变为“教会学生学习”

上面来，自觉地教学生“爱学”的并不多……

如在体育中，普遍还存在着片面性——重体能培养，轻体格和身体适

应能力培养，自觉地培养学生“自主健体”习惯的并不多……

这些都需要通过研究去找答案。

鹏辉小学过去对“情知教育”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他们

的研究不是少数人的行为，更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全校的行为，从校

长到每一位教师都参与研究，这是十分可贵的。

笔者认为，用“情知教育”思想领导学校是有条件的。最根本的条件

是全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对“情知教育”思想都能理解，认同，有能力

并能自觉地去实践它。要做到这一点，学校的每一个人就都要参与研究，

笔者希望鹏辉小学把这一做法，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就会有成果，我深信他们的研究成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

大。

2016年9月17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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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与“知”统一的思想统领学校各项工作

王丹 ☉

冷冉先生说：“从学生的心理过程分析，学习的一个方面是感觉—思

维—知识、智慧（包括运用）的过程；另一个方面是感受—情绪—意志、性

格（包括行为）的过程。”他把“情”与“知”有意识统一的教学称为“情

知教学”，还把“教会学生学习”作为它的着眼点。

他的这一观点，充分反映了学生学习的规律，因为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认知因素和情性因素总是同时起作用的，不可能只有一种因素起作

用。所以只有把两者有意识地统一起来，教学才能更有效。大连市教科所

原所长宋庆泮同志认为：冷冉先生的“情”与“知”统一的思想不仅适用

于课堂教学，也适用于学校教育的其他方面，他还把“认知因素和情性因

素有意识统一起来的教育”称为“情知教育”。

我们对他的这一看法十分认同，并决定用冷冉先生的“情”与“知”

统一的思想——“情知教育”把学校的各项工作统领起来，并把“教会学

生自主发展”作为它的着眼点。

下面是我们用冷冉先生的“情”与“知”统一的思想统领学校教育各

项工作的初步设想和尝试：

1．在班级管理中实现“情”与“知”的统一，着力培养学生“自主

管理”习惯。

我们的初步设想和尝试是：

（1）帮助学生了解“自主管理”内容——管理自己的目标、管理自

己的事情、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行为。

（2）组织学生实行自主管理。

根据四项“自主管理”内容，组织中高年级学生以年级为单位，根

据年段学生特点、各班级学生实际，与学生共同制定班级“自主管理”规

划，并按照规划尝试实行“自主管理”。除此之外，我们还倡议全校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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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的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开展的“绿色星期一——无批评日”活动、“心

语行动”活动、创编有关“自主管理”用语活动等，对学生进行“自主管

理”尝试。

（3）建立并实行“自主管理评价制度”。

2．在实践活动中实现“情”与“知”的统一，着力培养学生“自主

养德”习惯。

我们的初步设想和尝试是：

（1）确定了德育重点内容。

我们将德育内容进行了整合，以“自主养德”习惯为主线，着重对学

生进行爱国、诚信、感恩、环保等方面的教育。

（2）建立了校内德育网络。

建立了“德育主任——年级组长——班主任”为主体的德育工作队

伍，通过“组织学习——培训讲座——经验交流——树立典型——评选先

进”等措施，在教师中树立了“人人是德育工作者”的理念，激发了教师

德育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3）建立了三结合的教育体系——“学校——家庭——德育基

地”。

认真抓家长学校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

议，及时获得了家长反馈的意见，提高了家长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定期举

办家长开放日、定期家访，加强了家校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为学生成长创

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

（4）开展了实践活动。

围绕德育内容，我们相继开展了传唱歌曲活动、讲述故事活动、搜

集名言活动、制作卡片活动、撰写书信活动、“我诚信、我自豪”活动、

“感恩教育——一周一礼”活动、“小榜样评比”活动、组织学生到敬老

院慰问演出活动、参与社区公益活动、与消防部队开展互动活动等。

3．在课堂教学中实现“情”与“知”的统一，着力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习惯。

我们的初步设想和尝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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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要做到“六要”。一要教会学生独立预习；二要教会学生

质疑问难；三要教会学生相互交流；四要教会学生概括知识；五要教会学

生关注运用知识；六要教会学生自我评价。为此，我们将“六要”列为研

究专题，逐一进行研究。如教会学生独立预习研究，学校定期组织教师进

行预习指导方面的组内教研，在个体反思与同伴互助的基础上，各组重新

归纳提炼出了简单的如何指导学生进行自主预习的方法。同时，细化了对

学生预习方法的指导，从看、想、做三点入手教会学生如何去预习。各年

级组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语、数分学科提出了具体的预

习要求。教师根据自己和本年段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组内共同研究制定

的预习要求，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指导学生进行预习。利用下午自习课时

间、课堂教学开课几分钟时间、放学回家时间进行。在充分预习的基础

上，学校以“五同活动”为载体，组内共同研究基于预习基础上的课堂教

学如何建构。由组内教师和班子成员参与共同诊评，确立了基于预习基础

上的课堂教学应有这样几个环节：学生预习情况的展示——小组的交流与

讨论——教师的点拨与指导——学生的质疑与问难——巩固练习。

4．在校本课程中实现“情”与“知”的统一，着力培养学生“自主

健体”“自主尚艺”的习惯。

（1）开发并实施了以“快乐体育”为主题的必修校本课程；

（2）开发并实施了以《快乐手世界》为载体的校本课程，包括腰

鼓、合唱、美术、舞蹈、健美操、电子琴等23项选修课程。有些校本课

程，现已完成了课程纲要和教材的编写，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校本课程

体系。

5．在校园文化环境中实现“情”与“知”的统一，着力营造自主发

展氛围。

我们的初步设想和尝试是：

（1）在内容上处处体现办学理念——在正厅展示“实施情知教育，

培养自主发展的小学生”；在“两厅、三梯、五廊”分别展示自主养德、

自主学习、自主健体、自主尚艺、自主管理等内容。

（2）在形式上处处突出学生——尽量展示学生的作品与形象。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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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展示了孩子的笑脸墙，在楼梯、走廊展示了学生中的小榜样和他们的优

秀作品等。

（3）在过程中，处处让学生参与，并努力让学生知晓墙上展示的

内容。

实施“情知教育”，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在各项教育工作中实现“情”

与“知”的统一，换言之，就是在教育工作中，既要调动学生“情”的因

素，又要调动学生“知”的因素。

怎样调动学生“情”的因素呢？经验告诉我们，下列四种做法是可行

的，也是有效的。

其一，是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大量的教育实践表明，学生喜欢哪

位教师，他就喜欢学习那位老师教的课，这是普遍的现象，也是古今都有

的现象。古人说的“亲其师信其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激发学生学

习的“情”，教师就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使学生喜欢你。

其二，是给学生展示成功的机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尤其是青

少年，在学习成功后得到表现的时候，对提升他们的学习情感是有很大促

进作用的。冷冉先生说：“十次说教不如一次表现，十次表现不如一次成

功。”所以，要激发学生学习的“情”，就要积极帮助学生获得成功，并

给他们提供表现的机会，尤其是学习后进生，课前辅导是一个很有效的办

法。

其三，是教师要在工作中投入激情。情感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

具有感染性。一般说来，单靠说教难以激发人的情感。如果教师在工作中

投入积极的情感，那么就会使学生产生同样的情感投入其中。所以，要激

发学生的“情”，教师在工作中必须投入激情。

其四，是创设适宜的学习情境。学生的情感与他所处的情境是有直接

关系的。适宜的情境可以使学生“有情”地学，不适宜的情境可以使学生

“无情”地学。什么样的情境适宜，与学生年龄有关，好的情境对低年级

学生情感的激励作用较大，好的问题情境对高年级学生情感的激励作用较

大。总之，教师要为学生创设适宜的学习情境。

怎样调动学生“知”的因素呢？冷冉先生说的“知”是指认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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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思维。经验告诉我们，下列三种做法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其一，是给学生提供参与活动的机会。实践和心理学都告诉我们，学

生单靠教师讲，思维含量是很低的，如果在某一项活动中能参与活动——

讲和做，那么他的思维含量就会大大增加。所以，要调动学生的“知”，

就必须给学生提供参与活动的机会，并且在活动中提供给学生讲和做的机

会。

其二，是对学生的活动给予具体指导。心理学告诉我们，思维的效果

是与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有关系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又是由思维方式

所决定的。小学生还处于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他们的逻辑思维还

刚刚开始，他们的思维方式发展水平还不高。所以在各项教育活动中，教

师要对学生的活动给予具体指导，不仅要指导他们怎么做，还要指导他们

怎么想，只有这样，他们的“知”——认知活动才会更有质量。

其三，是对学生的活动进行科学评价。一般说来，评价总是具有

激励、导向、反馈和评定作用的。实践表明，评价内容的作用更大，也

就是说，你评价什么，我就在什么地方下功夫。所以，教师对学生的评

价，重点要放在学生的活动过程和思维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

学生的“知”——认知心理水平。

在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中，既能调动学生“情”的因素，又能调动学

生“知”的因素，并且把“情”与“知”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学校

的教育效益就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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