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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体验在个体的认知过程中起到了不亚于心智的作用，将具身认知理论应用于实践

中，能够使个体通过身心共参促进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具身认知从一开始的哲学概念逐渐走向了实证领

域，国外已有较多在实践中运用具身认知理论的研究，但国内对于这类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今后，

要如何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出发，帮助个体在实际情况中更好的实现身心交互和统合，以此来构建一个更

健全、完善和一体化的信息框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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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holds that physical experience plays a role no less than mind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individuals. Applying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to practice can 
enable individuals to promote the reception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through physical and mental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at the beginning, embodied cognition has gradually 
moved to the empirical field.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mbodied co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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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heory in the practice abroad, but such studies in China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In the fu-
ture, how to help individuals better realize psychosomatic merge and integration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so as to build a more sound, perfect and in-
tegrated information framework is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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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其又被称作“具体化”(Embodiment)，从该概念被提出到现在为止，

受到了不少国内外心理学研究学者的关注。具身认知理论主要指的是个体的生理体验会激活其内心的感

受(Niedenthal et al., 2005)，也就是认为个体的身体是心智和认知塑造的主要参与者(Ionescu & Vasc, 
2014)。曾有研究者声称，具身认知的出现，是将身体和认知放在了对立的两面，是与认知革命完全相反

的一场革命(Ramsy, 2007)。但近些年来，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影响着研究者们对个体的认知过程中身体

所起到作用的看法，在如此看重教学教育的这个社会里，更需要的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从具身

认知的角度出发来探寻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是社会，更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价值追求。 

2. 具身认知的由来及发展 

从早期的行为主义到如今的认知心理学，心理学发展过程及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行为主义产

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其受到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可见的、客观的、具有重复可操

作性的外部行为比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不稳定性人的内在心理状态更稳定，所以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应该集中于外部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主义纲领导致了人的一些内在心理状态，例如感知觉、注意、情

绪、意识等概念都被排斥在了心理学之外。这种对于人内在心理状态的排斥，有益也有弊，益是使行为

主义研究具有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严谨性；但弊处是导致行为主义完全忽略了人类生活中最核心的内

在方面，从而暴露出行为主义的不足和缺陷。在此基础上，认知心理学以和行为主义相对不一样的角色，

以克服行为主义的不足为使命踏入心理学领域(王黎楠，马高才，2017)。 
1967 年，奈瑟尔的《认知心理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认知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自

那时起，西方心理学家开始将认知心理学作为研究的主流，认知心理学也因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取向

——符号主义学派和联结主义学派。符号主义学派认为认知如同计算机一样，可以对信息进行操作、

处理以及加工。而如果大脑是计算机的硬件，那么认知便是运行在这之上的“程序”；程序在功能上

相对独立于硬件，大脑便也相对独立于人体，至此就出现了“离身认知”的概念，也就是说认知虽然

会表现在包括大脑在内的人体上，但是功能独立，不依赖人体(李其维，2008；叶浩生，2010)。20 世

纪 80 年代，认知心理学转而研究联结主义，联结主义建构了人工的神经网络，试图寻找认知是如何在

复杂联结以及并行的加工分布中出现的(唐佩佩，叶浩生，2012)。联结主义虽然不赞同符号主义学派将

人脑比作电脑的看法，但他们都一样认为认知是具有自身独立性、离身性的，这也构成了二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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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具身认知的倡导者们则对于符号主义学派和联结主义的离身的认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个

体生理上的结构才是个体看待这个世界的原因，个体的认知与心智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身体才进行发展

的；如果个体是其他的低等动物，可能看到的世界就不是如今的样子。因此，认知和心智都属于身体的

一部分，一旦脱离了身体，个体的心智、认知都不会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无论个体怎么看待如今自

我存在的这个世界的规则，个体的认知依然嵌入在身体之中(叶浩生，2010)。据此，研究者们提出了“具

身认知”的概念，即个体的生理体验和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Niedenthal et al., 2005)。传统

的认知主义里，学者们认为身体只是刺激的感受器和行为的效应器，具身认知则赋予了身体与其完全不

同的内涵，认为认知是身体的认知，身体是认知的主体(叶浩生，2013)。因此，在个体的认知发展过程里，

身体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Landau et al., 2010)。 

3. 具身认知的应用及实践 

自具身认知理论提出后，国内外的学者将具身认知理论融合进许多不同的领域，在各个领域均获得

了很大的收获，这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肯定和承认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3.1. 具身认知在临床中的应用 

在干预方面，有基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利用身心原理的临床干预和实践

(Leitan & Chaffey, 2014)和针对儿童疾病(如自闭症)的体验疗法(Ollendick & King, 2004)。早年国外还有具

身心理治疗的治疗师，通过言语沟通和身体动作与来访者增强联系，以帮助来访者解决心理问题(黄伟红，

汪澜，杨文登，2020)。针对儿童的感觉统合失调，Jean Ayres 博士还创立了感觉统合训练系统，以帮助

儿童在一系列游戏活动中拓展自身的感觉统合能力(Ayres, 1973)。我国有研究者运用具身认知对大学生进

行心理咨询，具体通过了布置、隐喻治疗和正念等方式，让来访者通过对身体的觉察从而改善认知上的

偏差(李瑾，董静，苻玲美，2022)。 

3.2. 具身认知在情绪调节中的应用 

在情绪调节方面，研究者们对具身认知的实践与应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Strack 等人在实验任务中，

通过控制被试的面部动作对面部反馈假说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被试看卡通片时用牙齿咬笔的动作会产生

积极的情绪体验，对卡通片的评价也更高，而用嘴唇含着笔的被试对卡通片的评价则相对比较低(Strack et 
al., 1988)。这项研究也启发了其他研究者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Havas 等人对情感反应和语言理解

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解释，发现语言上表达出的情绪会影响到被试的情绪(Havas et al., 2007)；Oberman 等

人的研究则发现，他们使用了高兴、厌恶、恐惧和悲伤四种表情以及两种模仿干扰操作(a) 咬笔和(b) 嚼
口香糖，另外还有两种控制条件，实验结果显示：当面部用于产生特定情绪的肌肉活动被阻断，则与此

相关的情绪识别就会减少，这也说明了身体对于自身情绪的影响性(Oberman et al., 2007)；Veenstra 等人

的研究发现个体弯腰的身体动作会使个体产生一定的负性情绪，也会影响个体自身负性情绪的调节

(Veenstra et al., 2017)；鲍婧和傅纳通过实验证明了牙齿横咬筷子(微笑)和嘴唇竖含筷子(抑制) 这两种具

身操作会影响个体内隐情绪的加工过程(鲍婧，傅纳，2018)。 
在情绪调节方面有关具身认知理论的研究也说明：个体的情绪体验从构成方面来说其实是依赖于有

生命的身体的，也就是说，身体在情绪体验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将认知与情感统一在个体追

寻生命意义的身体活动里，为情绪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更为研究者们重新认识个体意识的本质提

供了一个新思路(叶浩生，苏佳佳，苏得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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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具身认知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学者们开始逐步将具身认知理论融合进教育教学之中，学生在课堂体验中不再是

身心对立，而是开始身心统一的进入了学习环境，与知识进行了更高效、更高质量的对话交流。Glenberg
进行了与儿童相关的研究——“阅读感动计划”，旨在利用儿童的运动和感知系统来促进阅读过程中意

义的构建，来帮助儿童将单词和短语反应到当前的记忆经历之中(Glenberg, 2008)。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教学中，不少老师也将具身认知理论结合进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在小

学数学教学中，运用了具身认知理论，将数学问题情境化，鼓励小学生动手尝试，在实践中领悟图形、

几何等数学问题，让学生在数学实验中与老师、同学、实验形成情境互动，丰富了学生的认知体验与情

感体验(查人韵，2021)；在语文教学中，运用具身认知理论示范和优化具身学习的对话环境，在语文的阅

读教学中让学生们具身式的预习，师生双方都全身心的投入了语文学习文本中，提升了学生的语文核心

素养，同时也提高了语文阅读教学的质量(卓巧文，2021)；在地理学科教学中，研究者们带领学生深入地

理环境，在“陈家坪寨子”的地理户外活动设计中来加强自身对地理知识的领悟(周静蓉，刘桂侠，黎明，

梅建波，2020)，还有参与普达措国家公园尼汝村的考察活动中，感悟自然、社会等真实环境，开展地理

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地理知识素养(赵文栋，陈亚颦，2020)。除了这些学科以外，还有不少的学科同样在

教学中融合了具身认知理论，例如物理实验闯关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加深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余耿华，

2020)、音乐教学中通过具身认知使学生更深刻的体会音乐、感受音乐等等(曾晶晶，2021；潘玉红，卢炳

愉，2022)。 
具身认知的引入给课堂教学带来了一定的福音，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进行体验式教学，让学生在亲

身实践中获得成长；运用多媒体设备以创设一种较好的教学环境，达到延伸学生视听范围的效果，也可

以让学生们在创造中学习(曹周天，2021)。具身认知理论在课堂中的运用大大提升了课堂的深度，学生可

以通过身体对外界环境、分为的觉知和体验来进行知识的接收，体会到学习过程中身心融合的乐趣，这

些研究的结果都证实具身认知理论在教育教学方面获得了初步的成效。 

4. 讨论与展望 

综上可知，具身认知理论具有一定的潜在应用性，可以在许多的研究领域中进行推广和运用。在实

践活动中，将具身认知和研学旅游结合起来探寻新时代的学习方式，实现身心交互的具身学习、身心统

合的情境学习和身心共参的生成学习，会令个体的认识及感受更加深刻(施凌云，2022)。但所有的理论都

难免会遇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具身认知理论也不例外。在面对赞成与反对具身认知理论的两种不同声

音时，研究者们应当更加谨慎和适度，以免产生无知和不友好的解读。从第一次的拒斥行为主义与第二

次回归了身体的两次认知革命来分析，可以知道认知理论的发展是一种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辩证

否定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让研究者们对于个体的认知发展研究也有了更加完整、更加系统的认识。在今

后针对具身认知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研究者们不应该将个体的身心放在截然对立的两面，而是要更注

重个体身与心的交互与融合，使个体更好的接收外部信息，为解释人类的心理活动、认知活动等方面构

建一个更健全、完善和一体化的学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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