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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具身认知赋予身体在认知形成中的基本作用和关键意义，

挑战了以身心二元论为基础的教育教学观。[1]在传统的课堂教

学中，身体受到压抑或者忽视，培智课堂亦是如此。当前培智

课堂的存在以下问题：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较，师生互动频

率低，[2]复杂的学生状况及学生的问题给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压

力；缺乏对课堂环境的要素挖掘与重构拓展，[3]由于这一观念

带来的弊端越来越突出，研究者们开始重新探索身体在教学中

的作用。具身认知理念的提出，为培智课堂教学的变革带来全

新的视角。教育者要让培智学生的身体在与环境充分互动，在

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认知，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革新离身困厄，拥抱具身课堂

（一）具身认知的内涵及概念。具身认知关注的是身体体

验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密切联系，同传统认知主义仅把身体作为

刺激的感受器和行为的效应器的观点截然不同，它的内涵是：

身体在认知的实现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和决定性意义。[4]身体体

验带来了心理感觉，反之亦然。具体认知主张将身体与环境构

成一种动态的统一体,身体的解剖构造、身体的运动方式、对

身体的感知与感受决定着人们怎样认识世界,同时也塑造着人

的认识方法与认知结构。我们的认知储存于大脑，大脑是身体

的一部分，而身体又是内嵌于环境，所以认知的产生是基于：

“身体-大脑-环境”这个系统的。[5]

目前对于具身认知还没有标准的定义。国外学者安德森把

认知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并讨论了生理技能、计划历史、实

践活动、社会文化等因素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6]威尔逊总结

了具身认知的六大特征：（1）认知是情境化的；（2）认知是实

时动态性的，有着时间的压力；（3）环境可以帮助储存认知信

息，以备需要时使用；（4）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个部分；（5）

认知的功能是为了行动；（6）离线认知是以身体为基础的。[7]

国内的学者孟伟将具身认知译为涉身认知，指出认知主体是包

含大脑在内的活的身体，不论是知觉还是抽象思维等认知活

动，都深深植根于身体活动之中。[8]叶浩生在此领域的研究相

当深入，他认为具身认知的性质与特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身体作用于环境的活动塑造了认知、思维、记忆、学习、

情感和态度。(2)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知觉依赖于身体作用于世界

的活动, 身体的活动影响着关于客观世界表象的形成。(3)意义

源于身体, 抽象的意义有着身体感觉—运动系统的基础。(4)身

体的不同倾向造就不同的思维和认识方式。[9]

从国内外对于具身认知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具身认

知强调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将大脑、身体、

环境看成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具身认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把

“身体”这个因素放在了认知加工环节中最重要的位置。总之，

以具身认知为代表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带来了认知领域的卓越

变革。

（二）传统培智课堂教学的困境。当今的传统课堂教学中

大多都是发生“在脖颈以上”的，学生的身体在教育和教学的

过程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也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脱离

身体而进行的思维训练。虽然信息技术的变革为课堂教学注入

新的活力，但是它的计算-表征范式还是对课堂教学产生了以

下的危害：课堂教学的程式化、课堂教学的技术化和工具化、

课堂教学的形式化、课堂教学的去情境化、过分关注认知的视

觉化。[10]在此种教学模式的影响下，课堂教学变得“头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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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身体和心智永远处在二元对立的局面，并且教师、学生

与环境不能组成统一互动的整体，发挥自身的最大效能。

1.教学中培智教师身体价值的忽略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

的责任，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当前培智学生的课堂教学还是

以传统的教育范式为主，那么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堂的教学效果。在传统的培智课堂

中，教师在讲台之上写下这节课的主题，通过多媒体课件播放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一旦学生出现问题行为，教师又需要及时

制止以维持良好的班级秩序。教师的身体参与流于表面，身体

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管理学生的问题行为与使用课件，而不是用

自己的身体动作、姿势、面部表情来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与学生

互动。培智教师自己都没有重视身体因素在课堂中对学生的影

响，过于注重“言传”却忽视了“身教”对学生发展的作用，

缺乏相应的具身认知的观念。

2.教学中培智学生身体力量的受限

没有实践、没有身体的参与，知识永远是浅显的文字概

念，身体在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不是被认识的客体或对

象，而是认识的主体并且发挥着建构知识的作用，[11]那么课堂

中就应该为学生提供各种身体活动的机会。但在传统认知理念

下，学生被要求静坐不动以接受知识的传递，身体成为大脑接

受知识的载体，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培智学生的课堂教学亦是

如此，由于班级内学生个体差异较大，存在着离座、攻击同

学、不遵守课堂常规等诸多问题行为，教师为了方便管理及课

堂教学的正常教学，往往会要求学生上课端正姿势、不可随意

走动和随意张望，学生被固定在课桌周围，身体的参与是极度

受限的，显然是不利于培智学生对于知识的构建。

3.教学中单一的课堂物理环境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知识与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知识都是客观主体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12]课堂物理环境

是课堂教学环境的一部分，具体是指课堂所在的物理场地内的

与教学和学习相关的布置，包括空间大小、座位布局、声光电

温、技术配备等，[13]每门学科的教学都需要考虑课堂物理环境

与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例如，改变座位的布局能增

进师生之间的亲密感与互动频率，教师对培智学生来说也不再

是高高再上的权威；声光电温的改变，能为学生带来多样的课

堂体验，并且可以与教学内容结合，成为教师可以利用的教学

资源。但在传统的培智教学的课堂环境中，教师往往不能认识

到课堂物理环境对学生认知发展及身体参与的作用，缺乏适应

每位学生的个性化的教学设计与内容，按照固定的教学模式和

流程，不能把学生、环境、及教学内容有效地统整起来，取得

最佳的教学成果。

2.强化学生身体在课堂中的参与

培智班学生的课堂参与是受限的，师生和生生的互动都是

十分稀少的。教师面对班级状况复杂的学生为了减少麻烦，往

往不愿意给学生“表现”的机会。学习不是机械的知识传递与

接受而是在互动交流中生成创新的过程。培智教师给学生充分

互动的可能性，创造“做中教，做中学”的课堂氛围，增强彼

此间的互动。例如，教导培智学生如何“开窗户”和“关窗

户”这个教学内容时，给同学们演示具体的步骤后并且根据学

生的能力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让每位学生都可以进行实操

（三）具身课堂的构建

1.教师需重视自己身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已有的研究表明，教师的手部动作、面部表情、教学姿

态、身体姿态等都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产生影响。[14]那么培智

课堂中的教教师应该积极地走下讲台，走进学生，拉近与学生

的距离，用自己的表情、手势、眼神演绎知识的内涵，关注到

每位培智学生的切实需要。在培智班级中，每位学生的能力参

差不齐，教师应该关注他们问题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注重疏导

而不是压抑学生的身体。比如，有些无表达能力的学生通过制

造噪音混乱来表达他们想参与课堂活动的强烈欲望，教师就要

“下场”去引导无口语能力的学生用手势的替代行为参与课堂

活动，帮助学生从座位上解放自己的身体。教师的一声表扬、

一个鼓励的大拇指、微笑的表情、亲切的眼神都会让培智学生

如沐春风，给课堂教学带来质的改变。

。

3.

如障碍程度低的学生可以让其独自用教室内的窗户进行操练，

用手开窗户和关窗户，而障碍程度高的学生则为提供辅助，支

持其用手触摸窗户，真切地感受窗户的温度、质感与结构，这

样学生身体得到了参与，师生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有效。另外

教师也应该注意学生之间的互助协作，在课程内容之间穿插相

应的团体游戏活动，鼓励每个学生参与进来，能力强的帮助能

力弱的学生，帮助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创造出身心

参与，其乐融融的培智课堂。

创设具身的课堂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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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物理环境的改变也是影响课堂的重要因素，教师和学

生具身参与需一定的环境支持，所以应该打造符合师生互动和

参与的环境。教室既是教师教学的场所，也是培智学生身心发

展的主阵地，培智学生的康复与教学都是在教室中进行的。因

此，教师要对教室环境进行开拓性的安排，优化教室内的布

局，给学生创造舒适有利于身体参与的环境。首先，在座位布

局上就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传统的九宫格式座位既不利于教师

照顾到每位学生的需要，桌位之间的空隙也加深了培智学生之

间的隔阂，不利于他们建立亲密的同侪关系。为此，教师要改

以往九宫格式座位布局为弧形或者圆形座位布局，尤其是注意

将障碍程度较重的学生安置在距离教师较近的地方，方便对他

们进行支持和辅助；其次，教师要注意教室内的声音、光线和

温度是否对学生来说是最适宜的，根据具体的情境对声光电温

做出适当的改变。最后，教室内的技术配置也是创设具身的物

理课堂环境所不可忽略的因素，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给教师的教

学和学生的学习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教师要把握使用技

术设备的频率，不可过度依赖技术设备呈现知识，忽视学生的

身体参与和自己身体演绎、生成知识的作用。总之，我们需要

从多个角度努力打造学生具身参与的课堂物理环境，支持培智

学生的身体、认知、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三、小结

具身认知将身体、认知与环境看作是整体的动态交互的系

统，心由身动，身心互融，身心俱存于环境中，其思想的核心

机制就是要解放身体，并将其置于整个认知过程中最关键的位

置，将具身认知理论运用在培智班课堂教学之中具有卓越的意

义。我们需要将具身认知理论与课堂中的诸要素结合起来，突

破传统课堂的桎梏。为此，要营造具身化的课堂，首先就必须

培养教师的具身化观念，强化教师对于“身体”的重视程度，

把自己的身体和学生身体代入到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建立和

学生之间良性的互动。其次，教师也要注意到课堂物理环境等

因素对学生课堂参与及互动的影响，挖掘课堂环境诸要素的深

度内涵，关注声音、光线、墙体的装扮、座位的布局等细节给

自己的课堂教学所带来的变化，创造适宜学生具身参与的课堂

环境。最后，革除传统课堂的积弊，建立具身化的课堂绝不是

某个学科的老师的任务，而是需要班级所有教师的通力合作，

甚至是全校教学人员及家长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并且我们仍

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加快整个师资队伍的建

设，培养具身型的教师，思考如何在课堂环境中将具身的因素

细化到每个教学步骤，并且关注在学生的个性化的差异的同时

给学生创造具身参与的机会，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达到最优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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