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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将劳动教育提高至与德、智、体、美同样重要的战略高度。当前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存在着认知偏差、

身心分离、体验受阻、场景单一等现实问题。基于具身认知视角开展中小学劳动教育，积极探索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优化路径，可以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新时代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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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In the new er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abor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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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raising labor education to a strategic height as important as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nd aesthetics.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such as cognitive deviation, body-mind separation, blocked expe-
rience and single scene. Carrying out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an better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healthy growth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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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以下简称《纲要》)。这两项文件对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

推动广泛实施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作出了系统性规划。同时，教育部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修订并提请国务院审议，将“劳”纳入教育方针体系之中。当代认知心理学中，具身认知理论深

入揭示了传统认知的不足，重新定义了身体、认知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与劳动教育所倡导的基本理念

高度契合。基于这一理论，积极探讨中小学劳动教育的优化路径，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

促进新时代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2. 具身认知理论及其对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影响 

2.1. 具身认知理论的基本内涵阐释 

传统的认知科学主要包括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两大流派。认知主义与联结主义都将大脑的认知过程

简化为抽象的符号运算过程。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身体被视为一个被动接收反应外界信息的感觉器官、

行为执行器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其作用主要是将感觉信息转换为神经冲动并传输给大脑，然后由大脑

独自展开认知活动[1]。因此，传统的认知被认为具有“离身性”。身体为代表的物质实体与认知为代表

的精神世界彼此孤立，其各自存在不依赖于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各自发展不依赖于对方的发展而发展。

传统认知科学在理解认知上的偏差，推动着认知科学寻找新的研究方式。 
何为具身认知？根据国内学者研究，从理论上讲，具身认知的概念包括狭义与广义两个维度。狭义

的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广义的具身认知不仅强调身体的核心作用，还注重身体

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叶浩生认为具身认知具有三层含义：身体的状态对认知过程有直

接影响；在认知形成过程中，大脑与身体的特殊感觉运动通道起着关键作用；认知过程兼具具身性与嵌

入性[2]。总体而言，具身认知是指认知主要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体验及其活动而形成的[3]。具身认

知理论认为，大脑、身体与环境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层层嵌套的认知系统。个体的认知并非仅依靠大脑

的孤立作用产生，而是由大脑、身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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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身认知理论特性及其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契合 

具身认知理论作为当代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优化与改进提供了新的契

机与路径。具身认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涉身性。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对有机体的依

赖，认为认知不能脱离个体具体的身体而实现。第二是体验性。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认知产生于身体与外

界事物的相互作用而造成个体身体体验的变化。第三是情境性。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包括认知者所处

的环境。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感知觉运动及其所在状态和所处环境都影响并参与者认知和情感等的学习，

强调身体本身、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学生价值观形成与人格塑造过程中的重要影响[4]。因此，科学

借鉴具身认知视角开展劳动教育，不仅能够为其必要性提供理论支撑，还能够将对学生身心的关怀寓于

劳动实践之中，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3. 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实施过程问题举隅 

根据《意见》与《纲要》对劳动教育的具体规定，结合对其相关精神的科学体悟，从劳动教育的价

值、目标、过程、场域等角度出发，分析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实施中受传统身心二元思想影响而存在的

问题。 

3.1. 认知偏差：中小学弱化劳动教育价值 

纵观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现状，不难看出中小学中的不同主体对劳动教育都存在着些许认知偏差，

具体表现为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5]。这些问题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效果，使得劳动教育的价值实现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从学校管理者角度来

说，劳动教育很难与其他四育相提并论甚至于时常被忽视。虽然劳动教育已经作为正式的课程进入中小

学教育系统，但是学校对它的重视程度远比不上其他四育。其次，从教师角度来说，中小学教师对于劳

动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几乎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把参加体力劳动视为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甚至唯

一途径和内容。 

3.2. 身心分离：中小学淡化个体身体价值 

《纲要》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即在真实的劳动情境中，通过身心一体、手脑合

一的具身性劳动，促进中小学生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劳动精神。然而，在中小学

劳动教育中，受到传统身心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任课教师往往将劳动教育视为“离身化”的活动，忽略

中小学生的身体价值，仅将中小学生的身体看作帮助学生理解劳动知识的“容器”和“载体”。这种离

身的劳动教育脱离了中小学生的生活实际，导致中小学生的身体价值在劳动中极度缺位。如此一来，中

小学劳动教育停滞在颈部之上。中小学学生的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劳动精神的发展也被迫停留在颈部

之上。劳动教育并不是身心分离的教育，而应是身心结合的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呼唤离身化劳动教育

走出误区，促成中小学生身体重新归位。 

3.3. 体验受阻：中小学窄化劳动实践机会 

《意见》指出，劳动教育应根据教育目标与不同学段和类型的学生的特点，着重开展以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的活动。目前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中，中小学生缺乏较多劳动体验实践

的机会，造成其劳动体验受阻。首先，在校园中，任课教师弱化劳动的育人价值，采用娱乐化的授课方

式对学生进行碎片化的知识灌输，将校园社会实践当作学生参与劳动实践的重要途径。其次，在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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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长更愿意孩子花更多时间学习知识，不愿意孩子浪费时间参加体力劳动。最后，在社会中，中小

学与社会各界并未资源互通，携手合作建立多元化的学生课外劳动实践平台。这是因为中小学与社会各

界联系较少，缺乏校外合作资源。 

3.4. 场景单一：中小学简化劳动教育情境 

兼具生活化和多样性的环境与场景是劳动的现实载体，也是学生学习劳动知识与练习劳动技能的中

介与桥梁。然而，长期以来，中小学在进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误区，将劳动教育定义为特定时

间、密闭空间的教学活动[6]。然而，固定的劳动教育情境无法激发学生想要主动探索劳动的欲望。只有

当学生亲身参与到多样化的劳动场景中，才能体验到劳动的乐趣。同时，单一乏味的劳动教育情境还会

负面刺激学生的身体，从而降低学生感官与运动系统的灵敏性，阻碍学生的具身劳动认知与实践。中小

学劳动教育只有解开传统观念的桎梏，冲出传统教室的栅栏，才能创设出更多有意义的劳动教育情境，

为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带来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4.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优化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 

具身认知重视身体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借鉴。劳动教育正

是基于学生身体参与的教育，在身心一体、手脑合一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优化劳

动教育，推动中小学生劳动教育从离身走向具身，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4.1. 倡导以人为本，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认知宣传 

首先，中小学校作为中小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应该正确理解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劳动教

育应该是具身的，中小学校需要重视劳动教育的价值。任课教师需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劳动价值观教育，

改变其对劳动的偏见。具身认知理论指出认知具有具身性，个体的身体活动、感官等状态都影响着个体

的学习。劳动教育是身体与大脑思维双重建构的过程，是学生身体和心智动态地有机结合构成的教育活

动[7]。由此可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并无高低之分，两者是相互渗透、密切相关的。其次，家长对劳

动教育的价值认同在对中小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中小学而言，学

校需要借助家校合作加强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在理念层面上做好劳动教育的价值宣传与意见反馈的工作。

学校可以通过政策解读与专家报告的形式帮助家长了解劳动教育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家庭而言，家

长需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认同学校的劳动教育理念，并给予学校劳动教育充分的支持。最后，当前社

会对劳动与劳动教育的偏见存在已久，想要纠正这种错误认识需要长期的努力。全社会应贯彻尊重并重

视劳动教育的方针。 

4.2. 解放身体束缚，提高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体认意识 

首先，提高学生对劳动教育的体认意识。具身认知强调认知是被身体和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8]，难

以脱离身体的指挥与控制而孤立存在。基于此，在劳动教育中，中小学生对于身体参与价值的体认意识

是他们能否充分认知与尽情体验劳动的重要前提。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师需要有意识地提高学生的体认

意识，使学生的身体有与外界事物发生互动的可能，鼓励学生在劳动教育中身体力行。其次，调动学生

参与劳动教育的身体机制。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知觉符号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的基础是体

现环境中事物与事件的某些特征的信息，其中这些信息来自不同的通道，包括感觉通道，感知运动通道

和内省通道[9]。因此，在劳动教育内容编排、学习结果评价等活动组织中，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视、

听、触等多种感官，以提高学生的劳动学习效果。最后，激活学生关注劳动教育的身体图式。具身认知

理论认为身体图式是前意向性的身体运作。虽然身体图式难以被明确表征，但它可以有效地影响意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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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它往往通过大脑以及其他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来感知与协调周围环境。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指导下，

教师应提供给中小学生多样化的劳动教学情境，刺激学生的身体图式，帮助学生突破个人以往经验的限

制，全身性地投入到劳动教育过程中。 

4.3. 强调涉身参与，优化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路径 

首先，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从做中学以形成主体直接体验。根据具身认知理论观点，身体的物理属性

构造特点影响着认知构成[10]，个体与外界事物进行互动并产生联系的过程也将对认知主体的身体结构产

生一定影响。中小学可以将劳动教育融入校园生活中，将班级事务整理、教室装饰、校园绿化等活动视

为学生实践劳动的机会。中小学生长期生活在自己参与劳动的校园之中，他们的劳动体验、感知也将得

到内化与深化，进而转变为学生独特的劳动认知。其次，教师需科学借鉴他人间接经验进行具身劳动模

拟。学习者的动作性学习过程是通过具身模拟机制与镜像神经系统来共同完成的[11]。换言之，学习者通

过观察他人的行为也将获得相应的具身体验。基于此，在中小学劳动教育中，教师的言语描述和身体示

范将激活中小学的具身劳动模拟。为了更好地向中小学生传达准确的劳动信息，教师进行适当的具身性

劳动模拟是必要的。当教师的身体和不同学生的身体的感觉运动通道产生相似的身体体验，教师才能选

择适应不同学生身体特点的知识传授模式[12]。 

4.4. 多方共同助力，构建多维中小学劳动教育环境 

首先，学校劳动教育环境应适应学生身体感知特点。具身认知理论指出，身体的物理构造对个体认

知存在影响，复杂的情绪体验具有身体基础[13]。这就要求学校劳动教育环境需要具备基本的认知适应性，

能够适应中小学生身体感知的特征。学校环境的设计与布置需要充分考虑师生各个感知器官的感知极限

与优劣。具体而言，教师在布置学校劳动教育环境时需充分考虑学生对外界事物的感知特点。同时，中

小学校劳动教育环境还应考虑中小学生的运动器官的运动极限和优劣。其次，学校与家庭应共同构建家

校合作的家庭劳动教育环境。中小学校要与学生家庭达成共识，共同营造家校合作的良好劳动教育环境，

合力增强学生的具身劳动体验。在劳动教育目标上，学校与家庭要构建共识。劳动教育旨在“育人”而

非“育分”。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需要通过身心一体、手脑一体的具身性劳动来实现。劳动教育育人目

标的偏离会导致家校合作组织异化，并导致其功能发挥失调。最后，建设开放共享的互联网劳动教育环

境。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个体通过身体、心理和环境三者持续相互作用，构建开放动态的认知系统。因

此，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劳动教育环境也应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考虑到中小学劳动教育存在过度依赖学

校和劳动资源相对匮乏的问题，如果将互联网等技术融入到劳动教育环境中，能将劳动教育由线下扩展

到线上、由现实环境扩展到虚拟环境，从而促进劳动教育资源共享。目前，“互联网 + 劳动教育”和“人

工智能 + 劳动教育”等创新模式能将劳动教育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合。 

5. 结语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优化中小学劳动教育，不仅有助于弥补传统认知科学的不足，也为新时代中小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加强对劳动教育的认知宣传，提升中小学生的体认意识，

优化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以及构建多维的劳动教育环境，可以有效推动中小学劳动教育从离身走向具

身，实现真正的立德树人目标。随着劳动教育理念的深入推广和具身认知理论的应用，中小学生不仅能

够在劳动中获得知识和技能，更能在身体和心智的互动中成长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积极进行基于具

身认知理论优化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期

待未来在更多的教育实践中能够看到具身认知理论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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