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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理论在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应用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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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具身认知理论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具身认知理论的概念。二，具身认

知理论在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外学者主要从认知与身体及环境间的关系加以论述；国内学者则分别从哲学、认知语言学、认知心

理学及其他领域等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三，具身认知在教育应用中的研究现状：探究具身化教学模式；探究具身化课堂教学与教

学设计；探究具身化教师培训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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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身认知理论的概念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也称具体化（embodiment），

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目前学界对具身认知的概念

界定分为广义、狭义之说。狭义的具身认知是指认知或心智

主要是由身体的动作和形式决定，强调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

核心作用。而广义的具身认知除了强调身体的核心作用外，

还重视身体与环境（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2   具身认知理论在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外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具身学习日益关注。此观点最先由卡罗

琳·克拉克提出，他认为学习大多是无意识的，学习者在受

到特定环境的刺激后，会经由身体的感觉通道引发心理和情

感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通过身体呈现出相应的状态。瓦

雷拉（Varala）等人把认知设想为是一种具身行动，并在

界定具身认知时突出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是认知依赖于身体

的体验；第二是生物、心理和文化的情境对个体经验的形成

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伦（Thelen）从认知的起源出发，认

为认知主体通过自身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获得各种经验，并利

用身体的知觉运动得以构造。身体具有体验性，它的存在是

集心智和生命于一体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概念源自拉考夫

（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经典著作《肉身的哲学：

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书中明确指出：“心智

上的具身性是其最主要特征，换言之，心智、理性能力有赖

于身体的生理、神经结构及活动形式，根植于人的身体以及

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其后，克拉克采用“用身体思考”

的主题来对人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进行构想。

在威尔逊编写的《具身认知的六个观点》书中，对具身认知

的 6 个经典的观点进行了概括，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

可。而夏皮罗明确了具身性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概念化，

即身体的有机体属性会对有机体习得的概念起到一定的约束

与限制作用；第二是替代，身体作为有机体通过与环境之间

的交互替代了认知核心的表征过程；第三是构成，在加工认

知的过程中，身体与世界扮演的角色关系是构成关系，并不

能单单理解成因果作用。

根据前面的阐述可以看到，把握具身认知内涵基本上可

以从下面的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一，认知源自于身体的体验；

第二，认知在形成的过程中，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第三，

有机体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对心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然而，支持上述观点的人在剖析具身认知的内涵时是带

有浓厚的思辨色彩的，而很少对身体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影响

进行关注。此后，夏皮罗针对具身认知提出了身体属性对认

知具有一定的约束与限制作用，会对表征过程进行替代，同

世界共同构成了认知的主要成分，并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影

响因素。再往后，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西恩·贝

洛克，他在出版的《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

一书中进行了强调，在对精神的塑造方面，身体的能力是很

强大的，说明了身体、环境是怎样影响人们的想法、情绪和

行动，同时，他还在书中指导大家应该怎样利用身体与周边

环境，更好地在工作与学习中表现自我。

2.2  国内研究

在国内，大多数的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具身认知

进行了研究。

（1）哲学角度。中国较早研究具身认知的两个代表人

物分别是徐献军与孟伟，他们从现象学的角度，将具身认知

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了揭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其他学者

研究哲学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此后，在马永军发

表的《认知科学的新进路：非线性的自组织具身认知图式》，

孙沁楠发表的《莱考夫具身认识观的思想演进》，黄侃的《康

德式认知哲学的特征及困境》，以及何静的《身体意象与身

体图示一一具身认知研究》等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他们都以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深入探究了情境化的身体认知机制，

以及历史进化的身体认知机制。

（2）认知语言学角度。刘正光与王寅充分借鉴了拉考夫、

约翰逊等人的观点，对语言的体验性进行了强调，并结合体

验哲学、思维图式与神经提出语言是通过个体与环境之间的

长时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许先文通过对具身认知理论的深入

思索，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命题，即语言具身认知。

而曲方炳与殷融等人通过细致研究，以更细处为出发点，分

别从语篇、句子、词语以及发音位置等四个方面着手对语言

理解的具身行进行说明。陈志平等人在许先文的研究基础上，

对语言形成的社会机制与生理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探析，进而

对在语言学分支不断发生整合的过程中身体的关键作用进行

了揭示。

（3）认知心理学角度。李其维在《“认知革命”与“第

二代认知科学”刍议》一文中最早对第二代认知的核心特征

（即具身性）进行了强调，有助于国人从新的视角去对身心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此后，丁峻与陈巍根据对

儿童模仿论进行了批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具身模仿

论，在文中对情绪的具身观点展开了大量讨论。叶浩生认为，

认知过程是一种身体经验动作不断变化的心理行为，此论断

有助于大家从整体上更清楚地去认识具身认知。此后丁峻与

叶浩生等人在这一方面的相关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界对范式

的研究进程。

（4）其他领域研究角度。统计最近几年的相关文献发现，

与具身认知相关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多，且大部分的文章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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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以及哲学之间密切相关，而也有极

少数的文章会涉及教育学、社会认知学以及佛学等领域。比

方说，石文山与叶浩生等人便从具身性角度，对尘、根、心

色不二等佛学术语进行了具身化的阐释。

从整体上来看，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

心是具身认知，这将会促进对认知科学的进一步研究，但由

于具体研究的视多视角性，观点繁杂、学术立场不一致会使

具身研究的进程受到阻碍。

3   具身认知在教育应用中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相关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定性研

究，更重视研究如何将具身认知应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国

外的学者的研究工作重心放在了如何用具身化认知理论去设

计高校中的特定学科，其教育理念对中国的学者产生了较为

深刻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充分利用具身认知本身的互动性，

参与性，情境性，以及具身性，重构目前的教学设计与教学

理念，深入探索新的课程模式。经概括提炼，主要归纳为以

下三个方面。

（1）探究具身化教学模式。叶浩生在文章中提出过，

传递知识与塑造理性是当前所处的二元论范式教育环境下普

遍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这些目标会对人的身心起到一定的

禁锢作用，使得身体的需要被弱化。同时，在具身认知理论

中要求，身体作为学习的主体，学习时一定要始终坚持身心

一体化的原则。沈丹萍则认为，当前的教学需要更多地注重

人本性、情境性、体验性以及动态性。而梁浩在他的论文——

《具身认知对现代教学的启示》中就明确提出，教学属于身

体体验的过程。教学不应被当做是简单的师讲生受过程，更

应该是一种学生自我构建与积极探索、师生互动的过程。

（2）探究具身化课堂教学与教学设计。李敏娇以交互性、

具身性、情境性以及教育性为基础，对具身教学活动的具体

设计原则进行确定，促进学习者在虚实环境下对知识进行构

建与生成。张伯邑与杜佳慧根据具身认知的角度，推动研究

教育信息化，分别从教学特性、教学意义等不同方面去阐述

未来具身性智慧课堂的发展方向。王靖等人基于具身认知理

论，深入探究了能够适应未来课堂特性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

式，这主要是为了能够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未来教学可能会

出现的各种情况。具身认知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对人体的认知

主体加以强调，人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与环境发生互动，这

些都是建立在主动构建与自身体验的基础上。上述学者对数

字化的学习方式比较重视，提倡学习者在虚实环境下进行互

动与主动学习，这样的学习形式将成为未来具身教育的一个

发展方向。

（3）探究具身化教师培训与课程。王会亭在研究中指

出当前教师培训由于受传统离身论的影响，实施效果不甚理

想，并从方法论、知识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等角度分析了其

对教师培训造成的危害，强调将具身认知理论应用到教师培

训中，要遵循还原，体验和反思等准则，进而阐明它对于提

升教师培训质量的积极作用。张永飞认为基于具身认知的课

程观，并非只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模式，更应该是坚持

人的整全性，提倡主体性，尊重并关爱生命的课程思想。课

程理论为认知具身性的重视，其实就是对教学世界中人的身

体主体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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