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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途径，劳动教育是人生成长成才的“必修课”。

高校劳动教育既是技能教育同时也是观念教育。具身认知观以人为本，反对身心分离，主张身体、精神、

环境三者合一，为进行大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新视野，与思政教育一起融合在化工类专业教育中，能够使

大学生从“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真正体验劳动教育的实际意义，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培养

创新意识，改变以往的身心分离状态，达到身心融合，养成身心合一的学习模式，对新知识有更高层次的

理解和良好的体验感觉，实现劳动教育、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三者共赢的结果。本文以培养化工类人才为

例，将具身认知观贯穿教学，提供大学生实践情景，渗透各种劳动、思政、专业知识元素，得到良好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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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beings, and it is the necessary path to achieve their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abor education i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life growt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a skill education but also a concep-
tual education. The embodied cognition view is people-oriented, opposes the separation of body 
and mind, advocates the unity of body, mind, and environment.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lleg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When this view is integrate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it could transform college students from “cog-
nitive subjects” to “practical subjects”, allowing them to truly experienc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abor education,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cultivate innovative awareness, change the pre-
vious state of separation between body and mind, achieve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gration, develop 
a learning model that integrates body and mind, have a high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nd good 
experiential feelings towards new knowledge,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result of a win-win situ-
ation for the three parts of labor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took the cultiv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alents as an example, and inte-
grated the embodied cognition view into teaching. The practical scenarios were provided for college 
students, various elements of lab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ere infiltrated, which received good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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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让思

政教育与各类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以来，各高校陆续倡导和实践课程思政教育，将思政教育

融入专业课堂，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融为一体，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之后，各高校更加

重视劳动教育在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中发挥的作用，开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书写好“五育融合”文

章，推进劳动教育融入高等教育实践。新时期党中央将劳动教育推到新高度，强调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战

略意义。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1]
明确提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

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同年 7 月，教育部关于《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再次重

申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这是对新时代高校推进劳动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周密部署，

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的丰富和完善。我校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从 2018 年起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计

划，具体出台了劳动教育方案，从 2018 级新生开始全面推动劳动教育改革，发展至今形成了学校、家庭、

社会的三位一体和专业教育、思政教育、劳动教育的三元融合的劳动教育新模式，并引起了新闻媒体和

教育厅的高度关注，例如 2021 年 6 月 8 日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报道“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劳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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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三个融合’，师生共上一堂生动的劳动课”；2021 年 10 月 27 日广东省教育厅官网教育资讯——战

线联播平台报道“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三个融合’沉浸式教学体验深化劳动教育”。然而，在大学校

园仍存在唯“学术”、唯“成绩”、唯“论文”的现象，过多关注“智育”，对于“劳动教育”的关注

则被边缘化。新技术促进教学的同时，出现崇尚技术潮，在日常教学和各类比赛活动中不难发现，有些

教师过多依赖多媒体技术，“积极的装扮”课堂，用“先进的技术”包装教学，但是没有改变以教师向

学生灌输信息为主的教育本质，学生被困于教室一隅，在桌椅之上在头脑中接受学习。这些行为没有摆

脱教育“离身”的困境，从根源上无法有效进行劳动教育。劳动教育离不开身体的参与，并且身体是我

们认识世界和感知世界的载体，而身体与感知是劳动教育得以表征的基础。目前高校教育侧重身心分离

观，而具身认知观 [2]是其反面，源于第一代认知科学离身认知观发展上出现的矛盾而引出的新反思和转

向，它认为身体和心智二者相互缔结，才能形成真正的身体认知。具身认知观批判了传统认知心理学与

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离身观预设，突破了身心二元论这一传统认知理论的桎梏。具身认知观具有如下主要

特征 [2]：第一，身体需要参与认知。具身认知包含思维、学习、记忆、情绪等心智过程，也包括身体结

构和身体的感觉。第二，知觉是为了行动、身体和认知紧密交织，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耦合一体。

第三，意义的产生源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第四，不同身体造就不同思维方式。以此为理论依据，我

校在化工专业的劳动教育中融入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引入具身认知的教育观。 
具身认知教育观是通过对身体、精神、环境三者的互动，建立以学生为主的教育观，主张人的认知

具有具身性、情境性和交互性，利用情景教育 [3]，关注“心智”的具身性，创设多感官参与的具身活动，

实现互动教学，丰富和增强学生的体验性。教育形式会直接影响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态度观念以及

最终的教育效果。本文将具身认知观引入大学生劳动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范畴，通过融合这三部分内容进

入培养化工类人才的专业教育实践中，试图探索更有效实现五育融合的高校教育的培育路径。 

2. 具身认知观在高等教育培养化工人才中的应用 

2.1. 具身认知观与劳动教育融合 

具身认知观不同于过往的计算主义和联结主义，主张应该有人的身体在场和介入，提倡增加情景体

验和真实情景互动。冯芷婷 [4]、周召婷 [5]和陆心怡 [6]等人提出新时代劳动教育应运用具身化的劳动教育

理念，倡导具象化的实在的劳动教育。新时代下辨识力不够、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尽管拥有丰富

物质，但大多数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有的甚至企图不劳而获且疯狂追星攀比，物质和金钱至上观念使其

身心不端，对劳动本质发生不正确的认识。具身认知观为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我校化工系制定的劳动教育方案根据不同学期开展不同主题，大学第一学期进行具身认知理念教育，展

示身心一体的模型和案例，列举传统身心分离的弊端，然后开展集体劳动实践，为学生提供需要脑力和

体力必须协调才能完成好的劳动内容，例如清理和摆放不同规格的实验装置，需要学生动手擦干净和动

脑计算摆放数量和位置；又如清洗不同实验后的玻璃仪器，常见的有胶体电泳实验的 U 形玻璃管、乙酸

乙酯二级反应的玻璃反应管等，需要学生认识污物成分以及相应洗涤液功效。劳动结束后组织学生分享

通过劳动体验共同发挥身体和心智功能带来的身心愉悦感和成就感。在第一学期就建立这种身心合一完

成的劳动体验，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产生崇尚劳动和热爱劳动的思想，方便于后期顺利

开展劳动教育。第二学期除了提供集体劳动机会外，开展个人服务性劳动实践，包括但不限于假期的农

活、工活、家务活以及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等，劳动内容形式由学生决定，例如家务活有烹调、园艺、

清洁等，目的是侧重培养大学生的劳动情怀。大二开展集体性和个人服务性相结合的劳动体验活动，例

如布置宿舍，在集中的劳动教育周开展文明宿舍、文明标兵和劳动模范评选活动。大三开展与专业更密

切相关的劳动教育，我校化工类专业有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和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对化工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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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开设《自制日用化工产品劳动课程》，例如开展洗涤剂的制备活动，学生需要通过身心并用，动脑分

析所需成分和提高效果的秘诀，动身动手调配而且现场进行调试，找出最佳效果的配方，最后贡献其成

果，比如制备好的洗手液可以放置卫生间，沐浴液和洗发露发放给生活困难的学生。对资工专业学生则

可以开展清理以及处置校园中的生物质废弃物的课程内容，对其分类后进行讨论分析回收利用方案，再

践行之，并还于环境。这样的劳动教育主题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培养创新意识，而且帮助

学生体验劳动教育的实际意义。大四的劳动教育以总结形式开展，可以将自身的体会以劳动教育墙报、

黑板报、海报等形式为大一新生宣传基于具身认知观的劳动教育理念，以老带新，形成各个专业的优良

传统。 

2.2. 具身认知观与思政教育融合 

在传统认知模式中，只有公共课具备思政教育功能，国家提出思政教育需要穿插在专业课程教育中

的要求后，高校一致达成共识：专业课也能发挥思政教育作用。只不过，思政教育大多数以说教方式灌

输给学生，学生主要以听的形式接受教育，以撰写思想汇报的形式呈现效果，极少以身心合一形式接受

和呈现。将思政教育融于专业教育后，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机会和场景大为增加，若再引入具身认知观，

将更好地发挥思政教育正面影响学生成长的功能。作为教师，需要树立“具身”认知的教学理念，加强

思政育人的具身实践性，采用情景化的教学方式，在具体实施过程，让学生到讲台与教师对话，以表演

形式开展。学生通过语言、动作行为、头脑思考三方面结合，根据教师给的主题，学生向教师进行言语

发难和行为刁难，而教师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表演学生情绪黏住，而是要贴着学生的表现，以

思政方式回应学生的发难，要求教师最终做到让学生发生从发难到心甘感谢的心境变化。表演者从身心

两方面感受到思政教育的内容，旁观者亲眼看到思政教育的魅力。例如思政涉及到科学家精神时，创造

科学家实验情景，让学生来模拟实验，当学生无法短期内出实验结果时，教师抛出艰苦奋斗、坚持不懈

的科学家精神；当学生对科学家实验结果不敢提出质疑，则教师进行鼓励，抛出科学家辩证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的思政元素。 

2.3. 具身认知观与专业教育融合 

高校不同专业，课程也不同，对大学生进行专业教育时同样需要融入具身认知观。两节课的时间虽

不长，但是如果让学生一直坐在椅子上聆听教师讲授，总有身心都疲倦的时刻。接受专业知识的过程中

间穿插身体的参与，必能有利于认知的形成。身体参与包括站起来或坐着举起手回应教师的提问、拿起

笔在草稿纸上进行解题、按照教师示范作一些动作，也可以让学生传递教师事先准备好的纸条，最后拿

到纸条的同学来分享纸条内容。对化工类专业课程，我们每学完一个章节都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课后

作业，提交前要求学生互相批改并留下修改痕迹，等同于每个学生能够做两遍题，教师批改时记录批改

学生，给与认真批改者奖励加分；批改后挑出一些解题独特或者出错的学生，将自己的解题过程写在黑

板上，然后跟大家分享，由其他学生指出其思路的妙处或错处。整个过程让学生不仅活动身体而且在感

知、在思考、在体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身心一致陷于其中，必能更好理解课程知识点。教师在课堂

上传授新知识前有温故而知新的环节，教师设计合适的问题或案例让学生回答，不是在座位上回答，而

是到讲台前完成，可以通过手势或书写黑板，实践具身展示。化工类专业课程最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实验

类实践课程，学生在实验操作前完成预习报告，了解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和基本操作方式，到了实验室

不是只按照实验步骤完成实验操作，而是同样要求身心合一，手操作的同时，心脑都要集中配合，根据

具身认知观，我们对不同组的学生设计不同实验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在他们亲自实验时才能发现的，

这样就能很好避免盲目一味操作和偷懒行为现象发生。换句话说，设计的实验问题只在实验室给出，不

是提前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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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四者融合教育 

陆心怡等人 [6]提出实践具身劳动教育需遵行三大原则：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和因材施教，同样可以

借鉴到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中。教师在指导和批改学生专业教育的课程作业和论文的过程需紧扣思政元

素，以身作则，及时反馈正能量正理念，对学生进行以错促改，以改促学的思政教育。我校部分化工专

业课程内容包含劳动安全教育。例如课程《化工安全与环保》包括劳动保护技术常识的知识点，指导学

生如何应对化工劳动中遇到的化学灼伤、噪声、电磁辐射以及熟悉常用防护器具，这是融合劳动安全教

育于专业知识教育的课程典型案例。化工类人才培养工作中，将具身认知观融合在劳动教育、思政教育

和专业教育中，不仅要求教师思想上渗透具身认知观，具有身心合一的心智模式，而且要求学生成为这

三个教育的主体，做到主动让身体配合心脑思考问题，完成某种行为，养成身心合一的学习模式，这样

对新知识有更高层次的理解和良好的体验感觉，实现劳动教育、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三者共赢的结果。 

3. 三元融合教育模式具体案例 

高校《物理化学》课程是化学类专业必修的学科基础课程，我们在教学中融入了从中国科学家精神

提炼的较多思政元素 [7]。如今在具身认知观下，结合之前教学改革的情景设置 [3]，融合劳动教育和思政

教育于本课程的专业教育中，以下以第五章化学平衡为例具体介绍如何作到三元融合的教学。 

3.1. 课堂教育 

课堂是高校教师传授知识解惑最常用的地方，教师提前到达教室，借助多媒体播放愉快轻松的音乐，

当学生进教室时听到好听的音乐，心情瞬时变好。这是刺激听觉，为听课作愉悦心态做准备。教师可以

要求先到的学生把黑板擦干净，进行卫生劳动。化学平衡第一节课会让学生回忆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和

五大状态函数(热力学能、焓、熵、亥姆赫兹函数、吉布斯函数)，然后给出物理化学家吉布斯的人头大图

像，刺激视觉，记忆样貌的同时记下吉布斯函数在整个物理化学课程的重要角色，因为教师会简单说明

科学家吉布斯的成长经历，重点介绍他在无工作的十年中科研成果最丰富，为物理化学学科尤其化学平

衡理论做出的超大贡献。从思政教育角度引导学生在生活学习不顺利时也不要沮丧，学习吉布斯科学家

遇到困难仍坚持发展自己喜欢领域的精神。然后再引出中国科学家高士其的头像，他是中国式的霍金，

一位科普传播达人，如何战胜病魔坚持为中国青少年科普科学知识做出的努力，学习发扬他以不要仕途

不要金钱而要科学救国方式，学习他如何调整自己残缺的身体与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方式爱国的平衡精神。

往后的课堂内容，继续融合具身认知理念，介绍新概念新知识点后，要求学生大声说出，例如判断反应

方向和平衡的条件，提到重要的摩尔反应吉布斯。对于应用的内容，让学生先动笔，再站起回答，然后

教师给出评价和答案。对新的课堂，温习的知识也是由学生说出，教师收齐学生之间已经互批过的作业

后，及时批改，下次课即发回，并根据作业情况安排学生上台书写和分享。遇到怯场或不认真做作业依

靠抄袭的学生，还能及时增加思政和心理引导教育；遇到思路清晰的学生，让其分享更多些；遇到概念

不清(例如：标准平衡常数与用浓度表示的平衡常数的区别)的学生，教师趁机给大家补课加餐。结合人的

身体结构，发现有疲倦的学生，可以抽一分钟让大家一起捏和扯耳朵，给身体提神。讲授一门课程的整

个周期，要求每个学生在课堂上至少有一次发言机会，或多或少都在成长。 

3.2. 总结 

化学平衡一章重点在于掌握通过摩尔反应吉布斯和标准平衡常数判断反应方向、平衡，利用理想气

体反应的等温方程式讨论这些物理量的变化，借助平衡常数讨论温度、气压等实验条件因素对化学反应

平衡移动的影响。学习方法包括借助理想模型结果延申到实际模型的类似比较法。课堂中无论是从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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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劳动教育还是从专业知识教学角度，学生都要被影响、被触碰而成长。 

4. 实践反馈 

课堂的教学设计融入具身认知理念，讲授专业课程知识过程让学生保持身心合一和学思结合，始终

处在愉悦状态下形成认知。调查班级学习委员在是否有收发作业的不同课堂时的心理状态，大部分学委

发现如果自己上课前有收作业或发作业，除了能够很好知道本班考勤情况外，心情和精神状态都比没有

这么做的情况下要好，听课和学习效率都有所提高。调查那些在作业评讲课题分享的学生，他们如此说：

“本来我不怎么认真听和学的，因为让我上去分享，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接下来的时间，学习

状态都是比较集中精神的，能够很好提高学习效率”。具身对三元融合的教育不仅促进学生的身心愉悦，

养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而且构成的认知结构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他们专业的创新技能。 

5. 结论 

大学生劳动教育以实践导向为手段，以学生为本，为其提供体验机会，从身心分离到身心合一，促

进他们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劳动素质。融合具身认知观于劳动教育、思政教育和专业教

育之中，在身体参与下获取的认知更真实确切，保持更长久，使主体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并更好发挥他

们大脑的信息加工功能，加强创新思维能力。因此新时代高校的劳动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动手”，要凸

显脑力劳动的价值，提倡“身心、手脑结合”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劳动，提倡技术型、知识型、创新型的

复合劳动 [5]。我校化工类专业将具身认知观融入三育体系，设计的劳动课程内容能够兼顾思政性、专业

性、时代性和服务性，以德、智、体、美等四育所形成的系统性、整体性教育观念之“理”运用于劳动

教育之“实”，使大学生在接受劳动教育过程中改变以往的身心分离状态，实现身心融合，促进自我与

客观世界的改造与发展，在具体的受教过程中从“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将拥有良好的劳动

精神面貌、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和较高的劳动技能水平，这正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之一 [8]。因此

以劳动教育为五育融合的联结点和凝结点，将具身认知观贯穿其中，提供大学生实践情景，渗透各种劳

动、思政、专业知识元素，必能有效提高五育的综合育人价值，培养优秀的大学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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