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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理论下幼儿园劳动教育
课程的建构

◎徐　东　程轻霞　彭　晶

摘　要　幼儿是天然的具身学习者，劳动教育天然具有具身意蕴，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基础建构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建构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在课程目标上强调知情意行的 统 一，指 向 身 心 的

全面和谐发展；在课程内容上注重融通创生，统整身体在场的多维经验；在课程实施上主张 身 体 力 行，支 持 多 渠 道

的亲历实践；在课程评价上突出多元参与，关注过程性的成长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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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承载 劳 动 教 育 使 命 的 劳 动 教 育 课 程，其 科 学

的建构与实 施 是 抓 好 劳 动 教 育 的 关 键。幼 儿 是 天 然 的

具身学习 者，而 劳 动 教 育 天 然 具 有 具 身 意 蕴，所 以 幼

儿园劳动教 育 课 程 与 具 身 认 知 理 论 也 就 有 着 天 然 的 联

系。具身 认 知 理 论 强 调 身 心 融 合、亲 历 体 认、情 景 建

构和互动生 成 的 教 育 教 学 实 践，这 为 幼 儿 园 课 程 的 建

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对具身认知理论的认识与思考

（一）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具身认知也译为涉身认知［１］，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

在认知过程 中 发 挥 着 关 键 作 用，认 知 是 通 过 身 体 的 体

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２］。

具身认知观念的提 出 源 于 传 统 认 知 心 理 学 的 困 境。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计算机科学的 启 发 下，传 统 认 知 心

理学家将心 智 活 动 视 为 类 似 于 计 算 机 的 程 序，认 为 认

知是一种 计 算 过 程，是 对 符 号 的 操 纵 和 运 算，与 身 体

无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种 剥 离 身 体 与 环 境、脱 离 现

实生活的离 身 认 知 观 在 持 续 争 论 的 旋 涡 中 受 到 质 疑 和

挑战，德国 哲 学 家 海 德 格 尔 主 张 人 是 嵌 入 世 界 的，人

通过身体与世界中的 物 体 的 互 动 来 获 得 对 世 界 的 认 知，

这一观点 为 具 身 认 知 理 论 中 的 认 知、身 体、环 境 一 体

论奠定了思 想 基 础。法 国 身 体 现 象 学 家 梅 洛·庞 蒂 提

出了具身主 体 性 的 概 念，指 出 人 的 身 体 是 知 觉 和 行 动

的主体，人 通 过 身 体 而 存 在 于 世 界，通 过 身 体 知 觉 世

界。２０世纪末，美国认 知 科 学 哲 学 思 想 家 莱 可 夫 克 和

约翰逊提出 的 隐 喻 论 等 观 点 进 一 步 论 证 了 身 体 认 知 世

界的观 点，强 调 身 体 结 构 和 身 体 经 验 对 认 知 的 影 响。

皮亚杰的发 生 认 知 论 和 维 果 斯 基 的 内 化 理 论 都 强 调 了

身体活动的 内 化 对 思 维 和 认 知 过 程 的 作 用，驳 斥 了 身

心二分的观点。［３］传统 认 知 心 理 学 在 内 部 和 外 部 的 双 重

批判下，陷 入 了 发 展 的 困 境，具 身 认 知 逐 步 成 为 现 代

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

（二）具身认知理论的基本特征

具身认知理论的基 本 特 征 可 归 纳 为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第一，认知 具 有 具 身 性。认 知 对 身 体 有 着 高 度 的 依 赖

性，人的身体结构、身体体验、身体经验等决定了认知

发生的方 式、步 骤 以 及 认 知 活 动 的 性 质，塑 造 了 认 知

的内容与结 果。［４］第 二，认 知 具 有 情 境 性。认 知 发 生 在

身体与 环 境 的 实 时 互 动 中，发 生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之 中，

身体所处的 物 理 环 境 以 及 社 会 环 境 都 会 对 认 知 过 程 产

生深刻的影响。第三，认知具有动力性。认知过程并非

线性的 符 号 表 征 和 计 算，也 并 非 镜 像 般 的 表 征 过 程，

而是在身体 与 环 境 相 互 作 用 的 过 程 中 涌 现 出 来 的，具

身认知使认 知 系 统 与 外 部 系 统 产 生 耦 合 效 应，二 者 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第四，基于认知的动力性，部分学

者认为认知 是 人 的 身 体 与 外 在 世 界 交 换 信 息 而 互 动 生

成的过程，认知过程也具有生成性的特点。［５］

（三）具身认知理论对教育的启示

具 身 认 知 理 论 对 当 前 教 育 的 启 示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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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一 是 强 调 学 生 的 学 习 是 身 心 融 合 的 学 习。在

教育教学中，教 师 要 将 学 生 的 身 体 和 心 智 看 成 一 个 整

体，重视发 挥 学 生 的 身 体 认 知 功 能，在 学 生 全 身 心 的

参与中实现其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二是重视学

生的亲历 体 认。在 教 育 教 学 中，教 师 要 解 放 学 生 的 身

体，调动学 生 多 感 官 的 身 体 参 与，让 学 生 在 身 体 力 行

中获得真实 的 体 验 和 感 悟，从 而 实 现 知 识 和 情 感 的 内

化。三是 重 视 教 育 教 学 情 景 的 搭 建。在 教 学 中，教 师

要为学生 创 设 一 个 真 实 具 体、生 动 形 象、极 具 感 染 力

的教育教学 情 景，让 学 生 在 身 临 其 境 中 获 得 知 识 的 意

义。四是强 调 教 育 教 学 的 互 动 生 成。在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中，教师要 重 视 师 生 之 间、生 生 之 间 以 及 学 生 与 外 部

环境之间的 互 动，强 调 教 育 场 域 与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的 动

态性，让 学 生 在 动 态 的 学 习 过 程 中 感 悟 知 识 的 生 成，

体验求知与通达意义的乐趣。［６］

总之，在具身认 知 视 域 下 的 身 心 融 合、亲 历 体 认、

情景建构、互 动 生 成 构 成 了 教 育 教 学 的 新 维 度，也 为

当前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具身认知视理论指导幼儿园劳动教育

课程建构的切适性

（一）幼儿是天然的具身学习者

幼儿的年 龄 特 点 与 学 习 方 式 决 定 了 幼 儿 是 天 然 的

具身学习者。第一，根据皮亚杰的认知 发 展 理 论，３到

６岁的幼儿处于前运思阶段，该阶段幼儿对外界事 物 的

认知依赖 于 直 接 的 感 知，对 于 他 们 而 言，只 有 以 直 接

经验为基础 的 学 习 才 是 有 意 义 的 学 习，即 通 过 与 身 边

的人、事、物 的 相 互 作 用 了 解 事 物 间 的 关 系 与 内 涵，

通过亲 历 实 践 获 取 知 识，提 升 能 力，体 验 情 感，习 得

态度。第二，幼 儿 真 正 的 学 习 是 在 有 意 义 的 情 境 中 进

行的，幼儿充 分 利 用 自 身 的 多 种 感 官 与 情 境 中 的 事 物

和材料 进 行 互 动，在 丰 富、真 实 的 体 验 中，促 进 概 念

的形成和认 识 的 发 展。［７］第 三，幼 儿 学 习 是 潜 在 的、生

成的，他们模仿能力强，生活中的一切人、事、物无时

无刻不 在 潜 移 默 化 地 作 用 于 幼 儿，影 响 幼 儿 的 发 展，

幼儿的学习内容在其身处的环境中不断生成。

（二）劳动教育含有具身意蕴

劳动教育含有具 身 意 蕴，主 要 包 括 如 下 几 个 方 面：

第一，劳动教育满足 人 的 身 心 需 要，塑 造 着 完 整 的 人。

一方面劳 动 形 塑 人 的 身 体，满 足 身 体 的 生 存 需 要；另

一方面劳动 及 劳 动 教 育 使 人 在 劳 动 中 体 验 着 自 我 的 力

量，获得自 我 存 在 的 价 值 感 与 自 信 感，从 而 丰 盈 人 的

精神生 活，满 足 身 体 的 情 感 需 要。第 二，劳 动 教 育 具

有完整的具身 性 的 特 点。劳 动 教 育 中 的 “劳 动”是 基

于体力劳 动 基 础 上 的 体 脑 结 合、身 心 合 一 的 劳 动。第

三，劳动教 育 具 有 情 境 性 和 生 成 性 的 特 点。劳 动 教 育

是借助于特 定 的 情 境 和 场 域，通 过 真 实 或 者 模 拟 现 实

生活中的劳 动 过 程 而 实 现 的，只 有 建 构 了 一 个 有 意 义

的劳动教 育 情 境，劳 动 才 真 正 具 有 教 育 的 意 义，而 劳

动教育情境 的 丰 富 多 样 和 开 放 多 变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决 定

着劳动教育 是 生 成 的，幼 儿 在 与 周 围 世 界 的 互 动 中 实

现劳动素养的提升和劳动价值观的升华。

（三）具身认知理论下的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是

实施幼儿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

基于劳动教育目标、内容、实施路径、评价等各方

面综合考量 和 整 体 设 计 的 劳 动 教 育 课 程，是 劳 动 教 育

实施的具 体 承 载。系 统、科 学 的 幼 儿 园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能够为 幼 儿 园 劳 动 教 育 的 开 展 提 供 行 之 有 效 的 指 导，

有利于解决 当 前 幼 儿 园 劳 动 教 育 目 标 体 系 不 明、内 容

结构不清、实 施 路 径 狭 窄 和 评 价 体 系 单 一 等 问 题，能

够确保幼儿 园 劳 动 教 育 朝 着 科 学 化、规 范 化 和 有 序 化

的良性态势推进。

三、具身认知理论下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

的建构

（一）目标：知情意行，指向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

１．结合劳动素养建构 目 标 体 系。２０２０年７月，教

育部印发的 《大 中 小 学 劳 动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试 行）》指

出大中小学生劳动 素 养 主 要 包 括 劳 动 观 念、劳 动 精 神、

劳动习惯与品质、劳 动 能 力 等 内 容。［８］结 合 劳 动 素 养 诸

要素，笔者以知、情、意、行四个维度细化幼儿园劳动

教育课程目标体系［９］，如表１所示。

表１　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目标体系

一级

维度

二级

维度
目标描述

知
劳动

观念

劳动

意识

知道人人 都 要 参 加 劳 动；尊 重 他 人 的 劳

动成果；注意劳动安全

劳动

情感

体会劳动光荣、劳动及劳动人民的伟大；

感悟劳动 的 美 好 与 快 乐，萌 发 热 爱 劳 动

的情感

劳动

态度

自己的事 情 自 己 做，积 极 参 加 力 所 能 及

的劳动

情
劳动

精神

劳动

奋斗

能做的事 情 坚 持 做，不 半 途 而 废；具 有

探究的精神

劳动

奉献
有为他人及集体进行劳动服务的积极性

劳动

勤俭

懂得劳动 成 果 的 来 之 不 易，珍 惜 并 爱 护

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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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维度

二级

维度
目标描述

意

劳动

习惯

与

品质

劳动

自主

有自我服 务 的 主 动 性，养 成 不 拖 沓、不

依赖他人的好习惯

劳动

诚信
遵守劳动过程中的规则纪律，踏实劳动

劳动

责任
自觉、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行
劳动

能力

劳动

知识

初步了解与 自 己 生 活 有 关 的 各 行 各 业 人

们的劳动 性 质 及 其 作 用；认 知 五 谷 等 劳

动成果；知 道 劳 动 需 要 掌 握 的 适 当 的 方

法；感受新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劳动

技能

认知并学会使用简单、常用的劳动工具；

掌握基本 的 生 活 自 理 技 能、一 般 劳 动 技

能；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

劳动

创新

在劳动中 保 持 好 奇 心 和 想 象 力，能 够 大

胆创造

２．把 握 侧 重 点，坚 持 启 蒙 性 原 则。知、情、意、

行在劳动教 育 中 是 统 一 的 完 整 体，但 在 实 际 的 劳 动 教

育开展中 应 该 有 不 同 的 侧 重 点。在 幼 儿 阶 段，幼 儿 身

心发育尚未 成 熟，其 精 细 动 作 与 大 肌 肉 动 作 处 于 最 基

础的发 展 阶 段，幼 儿 的 劳 动 能 力 受 到 了 一 定 的 限 制，

所以该阶段 的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目 标 的 重 点 是 在 各 种 生 动

有趣的劳动 体 验 中 对 幼 儿 进 行 劳 动 启 蒙 教 育，帮 助 幼

儿树立正 确 的 劳 动 意 识，端 正 其 劳 动 态 度，激 发 其 热

爱劳动的情 感，使 其 掌 握 基 本 的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并 形 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内 容：融 通 创 生，统 整 身 体 在 场 的 多 维

经验

１．立足生活，整合多 维 经 验。幼 儿 劳 动 教 育 的 内

容从宏观上涵盖了 生 活 自 理 劳 动、为 他 人 服 务 的 劳 动、

手工及生 产 劳 动、认 识 成 人 的 劳 动 及 智 能 劳 动，这 四

方面的劳动 内 容 蕴 含 于 幼 儿 身 体 在 场 的 幼 儿 园、家 庭

和社会环境 之 中。幼 儿 的 生 活 世 界 就 是 最 丰 富 的 劳 动

经验场，幼 儿 园 应 立 足 幼 儿 完 整 的 生 活 世 界，整 合 多

维经验，开 发 联 通 幼 儿 园、家 庭 与 社 会 的 劳 动 教 育 课

程内容体系。

２．面向现代，兼顾传 统 延 续。社 会 生 产 力 和 科 学

技术的发展 驱 动 着 劳 动 形 态 的 变 迁，在 信 息 化 人 工 智

能时代背景 下，幼 儿 园 应 重 视 对 幼 儿 劳 动 创 造 力 的 培

养，要将 新 技 术、新 知 识、新 工 艺 引 入 幼 儿 劳 动 教 课

堂，让幼儿 感 受 新 科 技 给 生 活 带 来 的 变 化，从 而 使 其

认识到劳 动 创 造 的 意 义，激 发 其 劳 动 创 造 的 热 情。同

时，我国的传 统 民 间 工 艺 也 是 重 要 的 幼 儿 劳 动 教 育 资

源。传统 民 间 工 艺 是 审 美 与 实 用 相 结 合 的 造 型 艺 术，

凝聚着我国劳 动 人 民 的 智 慧，其 中 面 塑、泥 塑、剪 纸、

编织、扎染等传统手 工 艺 制 作 能 够 很 好 地 培 养 幼 儿 揉、

镂、缝、染、磨、绘、雕、铸 等 技 能，对 幼 儿 动 手 能

力、科学态度、劳动创造力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３．因地制宜，彰显园 本 特 色。幼 儿 园 劳 动 教 育 课

程内容的选 取 要 因 地 制 宜，即 选 取 具 有 当 地 特 色 的 教

育内容，将其纳入课程内容体系中。同时，各个幼儿园

要结合自身 的 办 园 理 念 和 现 有 的 园 区 资 源 开 发 具 有 园

本特色的劳 动 教 育 课 程。幼 儿 园 利 用 好 地 区 的 产 业 资

源，如茶叶生 产 地 区 可 以 开 发 与 茶 叶 有 关 的 特 色 劳 动

教育课程，将茶的培植、采摘、炒制加工、包装等整个

产业流程作 为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的 内 容；乡 村 地 区 农 林 牧

渔资源丰富，乡 村 幼 儿 园 可 以 利 用 自 身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优势探索以农耕为特色的课程内容。

（三）实施：身体力行，支持多渠道的亲历实践

１．贯穿日常 生 活，实 现 家、园、社 劳 动 教 育 常 态

化。家、园、社是幼儿日常生活的场域，也是实施幼儿

园劳动教育 课 程 的 三 大 责 任 主 体，三 者 的 结 合 能 够 为

幼儿劳 动 教 育 课 程 的 实 施 创 设 更 为 丰 富 的 活 动 情 景，

提供更为广 阔 的 活 动 场 地 和 更 为 多 样 的 活 动 材 料，也

更好地为幼 儿 自 发、主 动 探 究 的 劳 动 活 动 创 设 良 好 的

氛围。幼儿园 中 的 一 日 生 活 活 动 包 含 了 生 活 自 理 的 劳

动和为集体服务的 劳 动，贯 穿 于 幼 儿 在 园 的 整 个 过 程；

家长的理解 和 协 同 参 与 是 实 现 劳 动 教 育 常 态 化 必 不 可

少的因素；社会中的劳动文化建设、志愿者服务、社区

治理、劳动实 践 基 地 参 观 等 能 够 拓 展 幼 儿 园 劳 动 教 育

课程的实施 空 间，为 幼 儿 园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的 实 施 提 供

有力的支持。

２．融入领域课程，彰 显 领 域 全 息 育 人 功 能。领 域

全息育人是 以 促 进 幼 儿 全 面 发 展 为 目 标，在 五 大 领 域

课程的基 础 上，充 分 挖 掘 育 人 点，培 养 幼 儿 多 方 面 的

能力，以实现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在健康

领域中，培 养 幼 儿 良 好 的 生 活 卫 生 习 惯 和 自 理 能 力；

在语言领 域 中，利 用 与 劳 动 相 关 的 优 秀 文 学 作 品，采

用讲故事、唱儿歌、看绘本等形式实施劳动教育；在社

会领域中，开展认识 “成人的劳动”的劳动课程，培养

幼儿热爱 劳 动 的 劳 动 者 感 情；在 科 学 领 域 中，开 展 科

学小制作、认识新科技、科学小实验、认识动植物等活

动，可以很好 地 培 养 幼 儿 勇 于 探 究 的 劳 动 精 神 及 提 升

幼儿动手 操 作 的 劳 动 能 力；在 艺 术 领 域 中，幼 儿 的 手

工制作活 动、工 艺 品 欣 赏 活 动、劳 动 成 果 的 审 美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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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实施劳 动 教 育 课 程 的 重 要 方 式，既 能 够 提 升 幼 儿

劳动制作、劳 动 创 造 的 能 力，又 能 够 培 养 幼 儿 正 确 的

劳动价值 观。总 之，将 幼 儿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有 机 融 入 五

大领域课程中，是领域全息育人功能的彰显。

３．融入区 域 游 戏，开 展 情 景 性 的 自 主 体 验 活 动。

区域游戏是 指 教 师 为 幼 儿 提 供 一 定 的 游 戏 空 间 和 游 戏

材料，引导幼儿在丰 富 的 环 境 中 进 行 自 主 探 索 的 活 动。

区域游戏具有环境 的 丰 富 性、真 实 性 和 活 动 的 自 主 性、

探索性等特 点，能 够 为 幼 儿 劳 动 教 育 的 实 施 提 供 情 景

性的环境，满 足 幼 儿 自 主 体 验 的 需 要，是 实 施 幼 儿 园

劳动教育 课 程 的 重 要 渠 道。例 如，在 美 工 区 投 放 各 种

丰富的材料和工具，开展剪纸、面塑、泥塑、编织、扎

染等活动，发展幼儿 的 动 手 操 作 能 力 与 创 造 美 的 能 力；

在表演区 引 导 幼 儿 通 过 扮 演 医 生、警 察、厨 师 等 不 同

的劳动者角色，体会不同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价值。

４．聚焦主 题 活 动，进 行 综 合 多 元 化 的 劳 动 实 践。

开展以劳动 为 核 心 的 主 题 活 动，以 及 综 合 多 元 化 的 劳

动实践，能 够 全 面 提 升 幼 儿 的 劳 动 素 养。教 师 应 结 合

劳动教育的 课 程 目 标 和 内 容，着 眼 于 幼 儿 的 兴 趣 和 年

龄特点，综 合 设 计 与 开 展 劳 动 主 题 活 动。例 如，在 小

班可以以 “我能照顾我自己”为主题，开展 “我能自己

刷牙”“我能自己吃饭”“我能自己上厕所”等多元化的

劳动主题 实 践 活 动，培 养 幼 儿 的 生 活 自 理 能 力；在 中

班可以以 “我是小帮手”为主题，开展 “我是父母的好

帮手”“我是老师的小帮手”“我是同学的小帮手”等劳

动主题 实 践 活 动，培 养 幼 儿 为 他 人 服 务 的 劳 动 精 神；

在大班可以以 “我为社会做贡献”为主题，开展 “我是

环保小卫士”“送爱心”等公益劳动 实 践 主 题 活 动，培

养幼儿的责任感。

（四）评价：全面多元，关注过程性的成长体验

１．坚持全面评价，注重多维发展。坚持全面评价，

即以课程 目 标 为 指 引，从 劳 动 观 念 的 形 成、劳 动 精 神

的提升、劳 动 习 惯 和 品 质 的 养 成、劳 动 能 力 的 掌 握 等

维度建构全 面 的 课 程 评 价 体 系。进 行 全 面 的 评 价 就 要

将评价贯穿 于 整 个 学 习 或 教 学 过 程 之 中，关 注 幼 儿 在

劳动实践过 程 中 的 表 现，尽 可 能 全 面 地 概 括 幼 儿 劳 动

知识与技能 掌 握 的 熟 练 度、幼 儿 在 活 动 过 程 中 的 情 感

表现与解决 问 题 的 能 力、幼 儿 参 与 劳 动 的 积 极 性 及 其

产生的行 为 和 观 念 的 变 化 等。通 过 全 面 的 评 价，从 多

维度反馈幼 儿 劳 动 素 养 的 发 展 状 况，以 便 及 时 做 出 教

学调整。

２．坚持多元评价，发挥多方激励。坚持多元评价，

即评价的主 体 要 具 有 多 元 性。由 于 幼 儿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的内容 融 通 于 家、园、社，幼 儿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的 实 施

过程贯 穿 于 家、园、社，所 以 劳 动 课 程 的 评 价 仅 仅 靠

某一个单 一 的 主 体 是 难 以 做 到 客 观 公 正 的。因 此，要

建立以幼 儿 自 评 为 主 体、教 师 评 价 为 主 导、同 伴 及 家

长评价为后援、社会 评 价 为 依 托 的 多 元 课 程 评 价 体 系。

通过幼儿自 评 和 他 评 相 结 合，充 分 调 动 幼 儿 的 主 体 参

与积极性，激发幼儿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３．坚持多样评价，综合多种优势。坚持多样评价，

即评价的 方 法 要 灵 活 多 样。劳 动 教 育 是 一 个 连 续、动

态的过程，具有生成 性 的 特 点，所 以 教 师 应 持 续 观 察、

记录、反思 幼 儿 学 习 的 全 过 程，对 幼 儿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的表现、所反 映 出 的 情 感 态 度 及 其 取 得 的 成 绩 做 出 质

性的评价，并 辅 之 以 量 化 的 形 式 对 幼 儿 的 劳 动 表 现 进

行等级评 定。教 师 要 灵 活 采 用 观 察 记 录 法、问 卷 调 查

法、作品分析法、谈话法、档案袋评价法等多种方法进

行形成性评价，重视 对 幼 儿 劳 动 作 品、劳 动 实 践 过 程、

口头回答 等 资 料 的 收 集，力 求 全 面、深 入 地 对 幼 儿 进

行评价，从 而 全 面 展 现 出 幼 儿 在 劳 动 观 念、劳 动 情 感

与劳动能力等方面的进步。

（徐东，西华 师 范 大 学 教 师 教 育 学 院，四 川 南 充

６３７０００；程轻霞 彭 晶，西 华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学 院，四 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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