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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离身的小学语文学习任务无法促进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全面发展。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是基于语文

学科素养而开发的，其决定了小学语文学习任务具有身心合一、感官参与、情境融合的特征。因此，基

于学科素养的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建构路径应为：目标上应关注语文学科素养的生成，内容上要

以多维感官体验为起点，评价上注重考察“学用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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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olate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task can not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hinese discipline accomplishment.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embodied learning 
task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hinese discipline accomplishment,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task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gration, 
sensory participation and situatio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embodied 
learning task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based on discipline literacy should be as follows: the goa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discipline literacy, the content should take 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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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imensional sensory experi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evalu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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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合作组织曾明确指出：“素养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内容之知，更关键的是知道如何运用(Know-how)”
[1]。这意味着素养不仅是对知识的简单记忆和掌握，更表现为能够灵活调动内外资源应对复杂社会生活

的挑战。素养的具身性要求语文学习任务由传统的知识教学转向素养导向的教学。同时，强调语文学习

任务的开发要坚持知行合一。为什么要开发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素养导向的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

任务如何理解？素养导向的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怎样开发？本文将在这些方面做尝试性探究。 

2. 由“离身”向“具身”转向：小学语文学习任务的诉求 

小学语文学习任务要实现从“离身”到“具身”的转向，意味着教师在开发学习任务时要由“离身

训练”转变为“具身感知”，学生在参与学习任务活动时要由“被动地思维训练”转变为“主动地亲身

体验”。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呼应语文教学改革的需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下文简称《新课标》)明确指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语文课程

不是纯粹工具性的学科，而是强调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开拓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思维，从而提高学生

核心素养的课程，是帮助学生通过语文课程活动进行积极的语言实践，掌握语文学科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课程。而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与《新课标》有着同样的旨趣，致力于打破

传统语文学习任务身心分离的桎梏，解放学生被禁锢的身体，让学生通过身体参与经历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总结反思的学习过程，从而促进学生身与心的整全发展。所以，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需要教师尊重和解放学生的身体，设计和开发具身性学习任务。第二，落实语文学科素养的需要。

小学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学科化，是指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学科后获得的

适应其终生发展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基本学力以及相应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3]。而小学

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与语文学科素养在内涵和使命上是相通的，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基于身体和生

活情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吸引学生多感官积极参与，从而促进学生习得的知识向素养转化，

致力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因此，要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科素养，需要开发具身性

学习任务，实现离身向具身转向。第三，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具身学习理论突破了身心二元论，

强调认知是基于身体和环境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大脑之中，确立了身体在认知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

方面，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通过强调身体多维感知的参与，实现知识由“抽象”到“具象”的转变，

真正将“坐中学”转变为“做中学”，“看中学”转变为“用中学”，能够增强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另一方面，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重视具体情境的创设，将学习情境与学生的

学习活动联系在一起。开展具身性学习任务能够为任务实施提供活动场域，满足学生的体验和感知，使

学习者沉浸于学习活动之中，增强学习效果，从而酝酿升华出个性化的学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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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理解 

3.1. 具身的意蕴 

具身一词来源于国外，是由英文“embody”翻译而来的，是 em-与 body 的合成词，也有的学者译为

“寓身”、“涉身”等，虽译法不同，但论其核心理念，都认为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的，“具身”是

最为常见的解释。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前缀“em”来源于“into”，意为“放入”，“嵌入”；词根“body”
意为“身体”或“肉体”。具身在西方来源于身体哲学，它最早发端于尼采，发展于胡塞尔、海德格尔

和萨特，完成于梅洛·庞蒂。梅洛·庞蒂被称为是当代身体哲学的第一人和完成者[4]。而在身体哲学之

前，西方传统哲学以柏拉图的思想为代表，再往前可追溯到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身体被视为是

获取知识、通往真理的障碍和累赘，注重的是对语言、数字等抽象符号的加工，即为了寻求认知上的一

种绝对不变的“安全感”，把认知和行动分离开来，以此来逃避可能由行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危险。

在西方传统哲学身心二元论困境的影响下，身体仅是容纳和承载心智的容器，主张摒弃身体的作用。与

此相反，19 世纪时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质疑开启了哲学的身体转向。胡塞尔等人运用现象学的还原，

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身体的重要性。胡塞尔提出了意识现象学，主张“通过肉身感觉来获取相关事实性

知识”[5]。梅洛·庞蒂则进一步批判和审思了身心二元论，使得身体成为哲学的中心论题，他主张“回

到事物本身”，即强调通过身体知觉获得体验，将身体置于核心地位，认为身体本身就是意义生成的场

所。这里的身体是“肉身化的主体”，可以“在能见和可见、触摸和被触摸、知觉和被知觉中接触世界、

理解世界”[6]，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两重含义。由此可见，西方的具身思想建立在对传统身心二元论批

判的基础上，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哲学对具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身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

着丰富的体现，中国传统哲学是以身体为根本的哲学，身体与心灵辩证性地得到了融合。中国古代身心

问题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的“威仪观”，威仪观是儒家思想史上最早的身体观，是“礼乐文

化共同体下的身体展现规范”[7]。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思想中已体现出身心一体的意蕴。儒家早在孔

子的思想中，就已经涉及到体验、实践的思想，譬如《论语·微子》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意

思是不劳动，就连五谷也辨别不出来，这里“四体”意指四肢，也含有身体践履的意思[8]。在《孟子》

中，儒家的身心观逐渐成形[9]。荀子则主张通过道德修养来关注身心的发展，譬如《劝学》中的“君子

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意思是君子的学习，应该听到耳朵里，牢记在心里，

表现在行为举止上，从这里不难看出荀子对于身体实践的重视。后来，在道家学派中，也能看到身心合一

的思想，所提倡的“道法自然”，其实是指要让自己的身心顺应世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对于道家而言，

“身”既是“道”、“德”等价值、理念的载体，又是践行这些价值、理念的行为主体[10]。中国古代真

正提出身心之学概念的是宋代理学[9]。发展到宋明时期，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重视身心一

体，但两者在身心中更重视“心”的活动，更关注于个人精神的发展。综上而知，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身心

的认识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身心二元论，中国古代的身体观是主张身体力行的“实践之学”。 
目前学界关于具身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瓦雷拉、汤普森和罗施把认知设想为“具身行动”，

并分别对具身和行动进行了强调，具身具有两点含义：一是认知依赖于具有各种感知运动能力的身体的

不同体验；二是个体的感知运动能力发生于生物、心理和文化情境中。行动则是指感知与运动、知觉与

行动和认知是不可分离的，且不存在明确的界限[11]。其次，莱可夫和约翰逊提出了关于具身的核心观点：

第一，心智是基于身体的；第二，思维的无意识性；第三，抽象概念的隐喻性，隐喻最初来源于身体及

身体的活动[12]。最后，威尔逊根据不同研究者对具身的理解总结出了如下六点：(1) 认知根植于环境；

(2) 认知产生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3) 可以存储信息的环境帮助我们减轻认知的负担；(4) 认知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环境；(5) 认知的目的是行动；(6) 离线认知以身体为基础[13]。另外，叶浩生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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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的原理与应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关具身的新的理解：第一，作为身体学习的“具身”。

“身体学习与具身学习”都强调身体是学习发生的部位，身体会对思维、记忆和学习产生作用，并且身

体活动所带来的生活体验是建构知识的一种源泉；第二，作为身体经验的“具身”。具身其实是一种人

对身体的独特体验，身体的主体性可通过“具身”这一身体经验来实现；第三，作为认识方式的“具身”。

抽象复杂的概念和感受可以通过身体各种感官的体验来理解；第四，作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具身”。

具身意味着认知是基于身体的，也是根植于环境的，也就是说认知不仅需要依赖身体及身体动作，还需

要依赖于环境条件。环境条件不仅会影响认知，还会成为认知功能的构成成分。由此可以得出，身体在

人类的认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参与形成的，“人的身体结构的完整性，使其与外界

环境接触的过程中能形成身体场、实践场，从而产生身体的感知力、意向性和探索行为，在此基础上，

人类的认知和才智才得以产生。”[14]。 
具身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知过程和身体行动紧密结合。具身认知的早期倡导

者吉布森曾提出一个“功能可示性”概念，是指客体所展现出来的功能，既为个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

同时也影响了个体对客体的感觉。桌子和椅子之间的本质区别和意义不在于它们的物理形状，而在于它

会给个体提供怎样的行动可能。也就是说，个体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是由自己的行为所决定的，个体的

认知过程与身体行动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即知觉是为了行动，行动造就了知觉，两者是互融互动的整

体。其次，身体的感觉—运动经验参与认知。第一，身体是我们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的主要方式，身体

关于外部环境的冷热、轻重、松紧等直观的体验会影响我们的心智活动。第二，不同的身体构造使我们

产生了不同的身体体验，而不同的身体体验造就了认知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我

们认知和思维存在个体差异性的原因之一。第三，认知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具身认知不仅仅指认知，还

包括学习、情绪等心智过程和身体活动。最后，认知、身体与环境三者相互作用。认知产生于身体和环

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身体在环境中的体验是认知和思维产生的基础。这里的环境是一种开放的、现

实的情境。环境记忆的形成，可以帮助个体将接收到的外界信息进行存储，减轻个体在认知加工上的负

担。认知嵌入环境之后会形成一个知觉—身体—环境三者相互循环的认知系统，即知觉、身体与环境是

一体化的。 

3.2. 具身性学习任务的意蕴 

具身性学习任务是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基础、以学科素养的具身性为前提，把学生的心智与大脑看成

是与身体相依赖的，将学生的身体视为智慧产生的来源，使学生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动觉等多

种感官充分参与学习的过程，即通过创设开放性的学习情境，吸引学生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动觉

等多维感官充分参与学习的过程，从而对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进行再创造，促进学生身心协同发展。因

此，具身性学习任务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身心合一。具身认知思想主张个体心智的发展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即学生的心智是根植于

身体的。知识是依赖学生身体的感知而真实存在的个性化的建构的知识，不是外在于人的[15]。学生参与

并完成相关的学习任务活动，不仅需要大脑和心智的参与，更需要身体的体验和实践。学生只有通过个

体的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并在一定学习环境中进行的身体体验与亲身实践才能实现知识、技能与方法等

的习得。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要求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通过身

体感官系统的参与，在真实、具体的学习任务情境中进行身体实践，为学生提供与大自然、社会以及他

人接触交流的机会，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等多方面的发展，形成关于世界的

新认识，赋予世界新的意义。受具身认知思想的影响，教师在开发学习任务的时候，要具备身心整合的

思维，关注学生的身心合一问题，给予学生身体充分的自由，从而使学生在教师开发的具身性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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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动建构知识和世界的意义，寓学于乐，乐中求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第二，感官参与。传统的语文学习任务只关注学生大脑和心智的参与，忽视身体的参与和感官的调

动，甚至认为身体会干扰学习者的学习，阻碍人的精神发展。但是根据具身的相关研究，身体与感官并

非与心智、理性和思维等的发展无涉，而是在认知发展、理性推理和概念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16]。所以，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强调学生的切身体验，主张在具身性情境中通过与他人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唤醒学生“沉睡”的感官，解放学生“灵动”的身体，有意识地增强学生的亲身感受与

内心感悟，将语文知识与日常生活世界相联系，使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探寻知识的不确定性，能够在不

同学习情境中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使学生真正走出教室、走进大自然、走进生活、拥抱世界。在完成

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过程中，眼、耳、口、鼻等多种感官的参与有利于实现学生自身情感的充分

内化，注重通过眼动、耳动、口动、手动等方面的结合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真正将语文学习与现实生活

结合起来，学习活泼泼的语文。 
第三，情境融合。具身认知强调，身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注重心智、身体

与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认知基于身体，根植于情境。因为环境是具有能动性的认知资源，所以身

体在环境中的互动与体验是思维和认知的基础[16]。因此，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的整体发

展，教师需要创设既能吸引学生身体参与，又能激发师生之间交流互动和调动积极情感联结的学习任务

情境。具身性学习任务具有情境融合的特征，情是指师生双方的具身情绪，境是指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在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开发过程中，应建立能够帮助学生获得具身经验的场所和环境，创设一种

自由、真实的情境吸引学生的个人参与，注重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直面事物本身，能够认识并理解相关

事物的意义，深切感受语文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促进语文知识的内化，通过调动师

生双方积极的情感体验，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融合，从而推动学生“身”与“心”协调及全面发展，完

善学生个体生命的成长。 

4. 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建构路径 

4.1. 目标制定：关注语文学科素养生成 

学习任务的目标是选择和组织学习任务内容、开展学习任务实践、建构学习任务评价体系的“风向

标”，有助于我们预估语文学习活动的结果。所以，想要开发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首先要从目标

的制定开始。 
第一，明确实现知行合一的目标设计。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开发要以语文素养的生成为出发

点，以实现知行合一为导向。一方面，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目标的制定要指向语文学科素养的生成。

学习任务目标对学习任务内容的选择、学习任务的实践、学习任务评价的开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

一方面，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目标的制定要以“知行合一”为导向。实现“知行合一”的小学语文

具身性学习任务目标的设计不能仅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量和掌握程度，而是要从“知行合一”的角度

来思考，突破知识本位的局限，要由片面的知识学习转向强调知识运用，促进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生成。 
第二，致力于培育完整人的目标追求。当前小学语文学习任务的目标偏重于知识的简单记忆和掌握，

学生的身体处于被“禁锢”状态，这导致了学生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分离，也造成了知、情、意三者之间

的割裂，不能培育完整的人。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目标层面要致力于培育完整的人，将知情意三者进

行融合，以“KUD”模式为标准，即要以学生“知道、理解、会做”为标准，让学生的身体充分参与语

文学习的全过程。教师要“为理解而教”，为学生设计出真实、有意义的学习任务，创设能够体验知识、

情感等生成的学习任务情境，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动手做探究语文世界的奥秘，在亲身体验和实践

中激发学生内心的学习热情，关注学习活动的身体主体特性，关怀学生身体的整全发展，将学生培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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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人。学生不仅要掌握事实性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和领悟所学知识的内涵，掌握最基本的概念、

原理和方法，能够用以致学，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实现身心融合，提升自

己的语文学科素养。 

4.2. 内容设计：以多维感官体验为起点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学生往往通过图片或文字来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是通过对生活中事物的亲

身体验获得认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传统的语文学习任务内容只关注事实性知识的训练和抽象思

维的培养。而事实上，学生的身体感知是认知的第一步，身体的感官体验是学生通往真实世界的媒介。

因此，教师在选择语文学习任务内容的时候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计以感促知的感觉体验活动。具身学习的倡导者将身体视为学习发生的部位，主张身体通

过各种感官获取了鲜活的生理性体验，而这些鲜活的生理性体验是知识的源泉。那么，我们应如何增加

学生鲜活的生理性体验呢？在传统语文学习任务中，教师设计的感觉体验活动倾向于给学生简单地展示

生活中的图片，或者一味地让学生观看多媒体动画和视频，而没有用实物唤起学生的具身体验，使得感

官体验只流于形式，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要充分调动视觉、听觉、嗅

觉、触觉等多种感官，要将学生的感官体验与语言文字知识有效结合起来。 
第二，设计以情激趣的情感体验活动。依据具身认知理论，高阶认知活动的发展也离不开感官和情

感的作用，知识的运用是基于感官和情感体验的，也就是说，缺乏情感体验的知识学习无法促进学生的

思维、语言等高阶认知活动的发展。那么，在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内容的设计中，我们该怎样调动

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呢？首先，我们要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实现课内外相结合。学生的情感体验是建

立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语文学习任务的内容应与学生的真实生活世界相联系，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其次，我们要营造一种轻松、愉悦、互助的学习氛围，构建良好师生关系。李吉林老师在情境

教育的研究中发现，和谐互动的师生关系以及充满兴趣的学习情境会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融，而学生

积极的情感体验恰好是建立在师生之间情感交融的基础之上。 
第三，设计以身促思的语文学科实践活动。身体的参与和亲身的经历是语文学科实践的外在特征，

切身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是语文学科实践的内在属性。“身体参与的探究和学习过程，并非仅仅是增加

了多重的感知觉，使儿童的体验更加全面和立体，从多方面会聚经验和检验，而且儿童的认知和情感的

产生和发展本来就发生在整体的身体活动中”[17]。因此，小学语文学科实践应关注学生的身体实践与参

与，增强学生身体主体的感受，直面事物本身，在自主合作和动手探究的过程中获得身体感知与体悟，

也就是说，语文学习不仅要思考，更要行动，达成知行合一。譬如语文中《卖炭翁》这首古诗的学习，

传统的语文学习任务只关注学生对这首古诗的背诵、默写以及翻译，注重让学生回忆所学到的事实性知

识，以默写正确、熟练背诵为目标，缺少对学生理解方面的考查，而具身性学习任务倾向于采用教育戏

剧、探究学习、项目化学习等方式，通过读、写、演、讲等多种形式，感受、理解、分析、运用、迁移

所学到的古诗词知识，在创设的具身性情境中让学生亲身体验卖炭翁这一人物形象，联系历史深切体会

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 

4.3. 评价聚焦：注重考察“学用一体” 

素养的具身性决定了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评价不仅需要考察学生“知道什么”，还要考察学

生“如何运用”，即评价学生“学用一体”的能力。为此，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评价应关注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关注学生的身体“参与”状态和感官“体验”状态。学生的动作姿势和言语表达是基

于自己的身体的；第二，考察创设的具身情境。具身任务情境致力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的情感体验，

使学生在与情境的交互中形成身体经验；第三，关注知识的融合性。学习任务的评价不仅要关注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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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量和掌握程度，更要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程度。逆向教学设计强调“以评促教”，“只有

明确知道预期结果我们才能专注于最有可能实现这些结果的内容、方法和活动”[18]，即是通过评价先行

的方式来促进学习任务设计的完善。想要促进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的开发，一方面要从对学生的评

价入手，改变知识本位的评价方式，转为关注学生素养的生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纸笔测验作为唯

一的评价标准，应选择和采用多元的评价标准，由注重结果转向关注过程。要把学生的身体置于评价的

中心，观察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时的身体参与过程，具体将学生的感官体验状态、身体参与状态等纳入评

价的内容之中，并根据语文学习任务情境的适宜性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程度，综合考量学生在完

成学习任务时的表现，进而评估其素养的内化水平。另一方面则是要从“学用一体”的角度对教师开发

的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作出评价，通过对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中学生的“身体参与度”“感官

体验度”和“知行合一程度”做出考察，即教师开发的小学语文具身性学习任务是否做到了以学生的发

展为中心，是否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是否突出了学生的评价主体地位，是否促进了学生语

文学科素养的生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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