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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立德树人”的落实，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研究表明，同情是道德情感

产生的基点，而幼儿期是同情心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本文聚焦于同情心主题，探索幼儿同情心产生的

心理机制，并基于具身认知视域，对幼儿同情心发展进行新的阐释，探究幼儿同情心发展的具身路径和

提升幼儿同情心的具身策略，从而为教育工作者开展同情心教育提供新的视角，萌生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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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placed great em-
pha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ompassion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 emo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represents a crucial stage for compassion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theme of compassion, delves into the psy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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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mechanism behind children’s compassion, and off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ldren’s 
compassion development from an embodied cognition perspective. It explores the embodied path 
and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children’s compas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educators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mpass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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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并注重德育工作实效性。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应遵循不同年龄阶段的道德认知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道德规范有效传授给学生[1]。《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指出，要培养儿童良好思想道

德素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德育工作形式，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2]。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3]。道德行为的产生由道德情感所驱动，[4]而同情是道德情感产生的基点[5]。众多研究表明，幼儿期

是同情心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探寻促进幼儿同情心发展的教育策略，对提升幼儿道德情感，进而培育

道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依赖于身体系统，身体内嵌于特定环境，而 3~6 岁幼

儿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多通过感官习得经验，这与具身认知理论观点相契合。研究表明，具身认知理

论对幼儿阅读理解能力[6]、劳动技能[7]、数感能力[8]、道德品质[9]等方面的发展均有促进作用。为此，

本文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探寻提升幼儿同情心的发展路径和支持策略，助推幼儿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2. 幼儿同情心产生的心理机制 

同情心是指在他人处于困境时所产生的助人意向和行为，是情感、认知与利他行动的统一，具体表

现为同情体验、同情理解和同情行为三个维度，[10]幼儿同情心产生的心理机制主要体现为唤醒、转化和

表现三个阶段，具体分析如下。 
以产生不同指向的同情体验成分为唤醒前提。同情体验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自我指向的同

情忧伤。3~5 岁幼儿仍以自我为中心，在他人遭遇不幸时会联想起自身体验过的类似的痛苦经历，从而

产生平行痛苦体验，诱发利己动机；第二，他人指向的同情关切。5 岁之后的幼儿开始关注到他人，内

在的道德规范逐渐被激活，对他人所处的困境开始表现出关切和担心，从而产生应答担心体验，唤醒利

他动机。同情体验是重要的情感因素，两种体验成分执行着同情行为动机的功能，决定了选择利己还是

利他。 
以理解他人情绪状态并进行归因为转化关键。由于幼儿的观点采择能力和情绪认知能力不断提高，

易受到他人情绪感染，逐渐能站在别人立场上思考问题，并关注他人内在的情绪表现。因此，幼儿同情

理解的形成经历描述情境信息、投射自身经验、形成共感理解，进行再加工四个阶段[11]。同情理解是认

知因素，执行着同情行为信息的功能，情境线索的整合与已有认知水平相互链接，助益幼儿辨别受困者

处境并对其归因。同情理解能力的发展使同情行为得到了“质”的提高，使其效果更具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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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出以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为表现结果。在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诱发幼儿做出

相应的利他行为。根据援助方式划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物质援助，与受困者分享或捐赠物品；第二，

体力援助，付出劳动以减少他人痛苦；第三，心理援助，以语言或动作的形式对受困者进行安慰。同情

行为为最终表现形式，且随着年龄增长，幼儿逐渐由物质援助、体力援助转向心理援助，采取的具体策

略由绝对化向相对化发展。 

3. 具身认知视域对幼儿同情心发展的阐释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聚焦于具身认知理论研究，其内涵日益丰赡，主要归纳为

以下三点：(1) 身体的物理属性和身体结构形塑认知；(2) 认知嵌入于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之中；(3) 认
知、身体和环境是相互嵌套的[12]。其关系如图 1 所示。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身、心、脑一体，注重体验，

强调环境。而《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一日活动的组织应当动静交替，注重幼儿的直接感知、实

际操作和亲身体验[13]。《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下称《纲要》)中也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

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14]。具身认知理论与幼儿园教育相契合。因此，具身认

知理论为理解幼儿同情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阐释。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terrelation-
ship among cognition, body, and environment 
图 1. 认知、身体、环境关系示意图 

 
首先，身体的物理属性和身体结构形塑认知，即具身性。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而最初的

认知则始终与具(体)身(体)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15]有机体赖以理解它周围世界的概念和范畴是被有

机体所拥有的身体决定的[16]科学家根据蜻蜓身体结构研制了直升飞机，但作为蜻蜓的主观体验我们无从

得知，因为人类同蜻蜓的身体结构完全不同，它所持有的对世界的概念和范畴异于人类。在他人处于困

境时，因幼儿与受困者拥有相同的身体结构，所以幼儿能够根据他人身体所发出的信号，如哭泣声音、

痛苦表情等，感知受困者情感，并对其受困程度做出相应判断，进而萌发同情。 
其次，认知嵌入于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之中，即情境性。身体和世界在认知加工中扮演了某种构

成性的(constitutive)的角色[17]认知不是一个先验的逻辑能力，而是一个连续进化的发展的情境性过程[18]。
具有独特知觉(空间、时间、幻觉、错觉)和运动能力(躯体运动、精细运动)的身体处于环境之中，在与环

境的互动中为个体积累了经验，经由大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从而形成认知能力(记忆、思维、注意和情

绪)。幼儿自身遭遇困境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和体验信息储存在大脑中，在别人处于类似困境时，幼儿提

取相关信息，对其再加工，从而更易形成共感理解。 
最后，认知、身体和环境是相互嵌套的，即生成性。认知嵌于大脑，大脑嵌于身体，身体嵌于环境。

认知形成于心智、身体和环境耦合的动态过程[19]。环境激活身体的内在体验，产生认知，认知又作用于

环境。认知过程不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复刻，而是借助身体的结构和各系统与复杂的情境因素之间双向

建构，是认知主体与环境共同演绎的交互行动[20]。这一过程是持续发展、有效衔接的。幼儿同情心的发

展正是通过个体在环境中亲身实践，不断感知受困者处境、产生同情理解，做出同情行为和调整同情行

为策略的过程。幼儿同情心的发展便是在个体经验的动态更新中实现持续、高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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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提出支持幼儿同情心发展的路径与策略(见图 2)。 
 

 
Figure 2.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strategy of children’s compas-
s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图 2. 基于具身认知视域幼儿同情心的发展路径与策略 

4. 具身认知视域下的幼儿同情心发展路径 

4.1. 幼儿同情心在身体参与中发展 

首先，身体参与是幼儿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活生生的、整体意义上的身体活动应是儿童早期教育

的出发点，儿童教育学很大程度上可以是身体教育学[21]。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2~6、7 岁幼儿认

知处于前运算阶段，幼儿能将身体的感知动作内化为表象，并建立符号功能。著名教育家杜威倡导的“做

中学”，陶行知主张的“教学做合一”和陈鹤琴提出的“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都点明了“做”，

即身体参与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意蕴。 
其次，身体参与是幼儿产生同情体验的基础。海洛·庞蒂认为，人类所有心智能力(如感觉、知觉、

注意、记忆、思维、想象和情感等)都只能通过“具身化”才能与世界互动[22]。没有身体的参与，就不

会有来自环境的感觉输入，也不会有来自个体的运动输出，更不会有感觉或行动[23]。幼儿同情心发展中，

幼儿借助身体感官和动作与外界交涉，处理来自于个人或他人的困境事件信息，从而在时间与空间交织

中获得对同情的直接体验，沉淀为经验，随着经验的累积，幼儿逐渐对同情概念形成了系统性、整体性

的理解，即具身认知理论中提出的概念隐喻[24]。这一过程中，“身体参与”不可或缺。 

4.2. 幼儿同情心在具体情境中发展 

首先，具体情境是幼儿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我们的身体所具有的技能和知识的默契或直觉的本性

是通过把自己和具体情境协调起来微妙地获得的[25]。直接情境是思维的起源，思维需要具像化的东西刺

激才能引发[26]。具体化的、活生生的事物更易使幼儿形成对事物的初步印象，驱动幼儿不断深思，从而

实现了从现象认知到抽象概括的过渡，获得对世界的理解。 
其次，具体情境是幼儿形成同情理解的关键。生活与社会就是学习发生的大情境，缺少具像化物象

情境，学生的思维有可能一直处于沉睡状态[27]。在幼儿同情心教育中，借助于真实生动的具体困境载体，

能驱动幼儿持续探索求知困境发生的原因，将自己置身于具体情境下，感受受困者的情绪状态，具体情

境使幼儿对同情的理解更加具像化。 

4.3. 幼儿同情心在具身互动中发展 

首先，互动是与外界建立良好关系的动态表现。具身认知理论关注个体与外界的互动。根据主体可

将其划分为与物质环境的互动、与精神环境的互动和与自然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多元主体间通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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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感官系统等方式产生双向作用。这种互动提升了幼儿的感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促进了幼儿的

社会化，是幼儿作用于外界或被外界作用的正向积极表现。 
其次，具身互动是幼儿表现同情行为的路径。互动是幼儿认识外界的重要方式。对幼儿产生直接作

用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亲子互动、师幼互动和同伴互动。幼儿对同情产生初步认知后，会逐渐内化为个体

道德情感，最终在与影响主体(父母、教师或同伴)的互动中表现出来，而父母示范、教师回应和同伴模仿

影响着幼儿同情行为的表现程度。 

5. 具身认知视域下的幼儿同情心培养策略 

5.1. 具身模拟，以身体之 

身体参与是幼儿产生同情体验的基础，依托具身模拟，以身体之，主要途径为感官教学、身体关注

和身体调动。首先，多感官学习是运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等多种感觉通道进行学习活动的学习策

略，有助于调动学生思维敏捷性[28]。因此，教师应发挥眼、耳、口、手的作用，为幼儿搭建“小舞台”，

让幼儿模仿受困者表情，感受受困者的情绪；其次，积极主动的身体体验能激发幼儿积极主动的动机，

促使其积极参与身体活动，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身体活动参与“正循环”[29]。因此，应关注教师

和幼儿的身体表现，教师要有意识的觉知自身的动作，发出正确引导行为，还应观察幼儿的身体状态和

动作并做出积极回应。除此之外，还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幼儿的身体，教师要运用丰富的体态语言表现受

困者处境，并引导幼儿做出受困者的身体动作，感受受困者的状态和处境。 

5.2. 融身于境，以境生情 

具体情境是幼儿形成同情理解的关键，注重融身于境，以境生情，主要体现在发挥教室环境和教学

环境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墙面环境是幼儿园中重要的隐性教育资源，对幼儿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对于教室环境，教师应利用好墙面，提前布置同情心教育主题墙，并抓取幼儿一日生活中的同情行

为关键事件，以照片的形式进行张贴，诱发幼儿对其产生探究兴趣，持续追因。其次，随着教育信息化

从 1.0 时代进入 2.0 时代，智慧教学助力教学质量的提升。对于教学环境，教师可利用视频图片、人工智

能技术展示的虚拟困境或者幼儿生活中的真实困境事件作为教学内容，依托角色扮演、情景表演等形式，

将幼儿置身于同样处境中，从而在具体的困境事件中帮助幼儿更深入地感知和理解，引起幼儿共鸣。 

5.3. 多元互动，以情认知 

具身互动是幼儿表现同情行为的路径，借助多元互动，以情认知。在幼儿园中，师幼互动和幼幼互

动是幼儿主要的互动方式。首先，实现师幼间的有效互动对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在师幼

互动方面，教师应为幼儿提供充分表达自己对同情的理解的机会，让幼儿敢说、敢做。运用多种情感表

达形式，如多用与幼儿平等的“我和你一样……”替代“老师有点……”的话语表达方式，拉近与幼儿

间的心理距离。在与幼儿交流中积极应答，调动幼儿积极性，尊重幼儿的经历，回应幼儿情感需求。其

次，皮亚杰指出同伴互动是有利于幼儿自我概念的形成和认知能力的发展[30]。在同伴互动方面，教师应

经常开展集体的同情教育活动，在群体交流中共享不同的观点和经历。根据幼儿性格、认知进行高低水

平混合分组，鼓励“大带小、小学大”，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提升群体影响。 

6. 结语 

总而言之，具身认知理论强调具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基于具身认知理论阐释幼儿同情心培养，

是贯彻“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体现，并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培养幼儿同情心提供了新的视域。在未来

研究中，如何将具身认知理论融入到幼儿德育课程建构中，仍值得我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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