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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逻辑理路与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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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具身认知理论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理论依据及其实现路径。具身认知理论强调个体认知过程与身体经验、行动
及情境的紧密联系，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支持。通过分析具身认知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当前高校思政课面临
的挑战，并提出了将具身认知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具体策略和实现路径，以期提升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实效性，以期促进大学生全
面发展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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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承担
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近
年来，高校思政课也开展各式各样的教改，在理
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些教改大
多建立在传统的认知理论的基础之上。传统认知
理论的显著性特征是“身心二元论”，即将认知
视为可以脱离身体的精神性‘程序’或‘软件’[1]，
有着明显的离身化倾向。当这一特征应用于高校
思政课中，种种弊端应运而生：对于思政教师而
言，易将教学视为“一个纯粹的独立的原子式个
体，导致将其碎片化与孤立化，忽视了其整体性
与内在关联性”[2]，陷入到了重理论、轻实践、
缺感知以及重科研、轻教学、缺互动的恶性循环
之中，甚至是只思辨、不实践、无互动的“灌输
式”教学、“念经式”教学 [3]；对于思政课堂而言，
教学过程中强调教师的主导，忽视学生的身体体
验和实践行动，直接引起学生的身体体验缺失和

感受缺失，最终导致思政课成为学生抬头率较低、
重视度不够的“选修课”。

具身认知缘于哲学界对“身心二元论”的反
思，其核心在于探究身体感觉与运动系统对思维
方式的塑造作用 [4]。具身认知认为，身体是认知
形成的基础，而认知则根植于情境，三者密不可
分。高校思政课的具身认知尤其强调身体的核心
作用，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身体力行、身脑
合一，主张将“身体”参与到思政课的学习过程中，
推动了从传统认知到具身认知的转变。本研究基
于具身认知理论，首先阐述具身认知的基本内涵，
分析当前高校思政课存在的“离身之困”，并探
寻具身认知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具体策略和实现路
径，以期提升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实效性，以期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成长。

一、具身认知理论概述

具身认知由 20 世纪末美国认知科学家乔

（稿件编号：IPS-24-4-4003）

作者简介：赵春妮（1979-03），女，汉族，籍贯：湖南娄底，佛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职称：讲师，硕士学历，研究方向：思
想政治教育、道德心理学、心理学。
邓彩霞（1987-06），女，汉族，籍贯：广东广州，佛山大学学生处心理咨询中心，职称：讲师，硕士学历，研究方向：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家庭社会资本视域下青少年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及促进研究”（项目编号：
GD24XJY0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社会生态框架下青少年反网络欺凌教育现实路径及防范策略研究”（GD22YJY01）。



77

2024 年，第四期，国际教育学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治·拉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提出。它主要指人的
身体对认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基本涵义
是指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5] 区别于传统认知
理论的二元论将身体和认知完全分开，该理论主
张身体的生理行为、感知觉、情感及所处情境决
定认知的形成，认知是在“身体—情感—环境”
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强调认知与身体不可分离，
将认知嵌入身体及身体所处的具体情境。具身认
知理论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具身性 
“人的心智不是无形质的思维形式，心智本

质上是具身的生物神经现象，是神经系统整体活
动的显现，机体的认知能力是在身体—脑活动的
基础上实现的。”[6] 具身性是具身认知最核心的
特点，强调认知不能离开认知主体的身体行动。
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头脑”，知识的获取与
理解依赖于我们身体的生理结构和活动方式，认
知是各种感觉、知觉、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情境性 
“认知过程是是一种混合过程，包括内部和

外部行为”[7]。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不仅是大
脑内部的活动，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特定环境
对认知具有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环境是认知系统
的一部分

（三）交互性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具体的个体在实

时的环境中产生的 , 储存在记忆里的认知信息并
非抽象的符号 , 而是具体、生动的 , 同身体的特
殊感觉通道相联系。”[8] 交互性是指认知是大脑—
身体—环境三者之间动态交互的过程。这里的环
境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

二、具身认知融入高校思政课高校思政课中
的逻辑理路

（一）高校思政课与具身认知的契合性
1. 具身认知理论与高校思政课的课程性质与

基本理念相契合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根本目的，除了要求学生掌

握重要的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尤其是重视培养学生自我思考和自我构建
的能力，在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充分地发挥自主性，
做出合理的行为。具身认知理论所强调的主体与环
境的交互性，与这一目的是相契合的。通过引导大
学生身心的参与，坚持课堂学习活动与社会生活实
践相结合的模式，在社会实践活动的锻炼中获得真
理的方式与具身认知理论强调的“具身”化的学习
方式也是相契合的。对于教师而言，转变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全身心”参与到学习中，促进其知识的
内化，并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实践水平。这点与具身
认知理论主张将大脑、身体嵌入环境，交互并构建
新的知识网络是相一致的。

2. 具身认知理论的应用能够促进高校思政教
师的专业化发展

具身认知理论应用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对
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具身认知挑战了以身心二元论为基础的教育

与教学观，认为教育不再仅仅是“脖颈”以上的
教育，而与“脖颈”以下的身体息息相关。具身
认知提供给教师的不只是一些有效教学策略，更
是一种教育观念上的革新。具身认知理论不仅能
够使高校思政教师的专业知识得到深化，通过结
合身心与环境的交互，创建出更加鲜活生动富有
感染力的思政课堂，扩展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提升
实践能力。具身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情境性”教学，
要求教师带领学生全身心的融合。教师在授课的
过程中加强师生交流等，带动了学生的学习情绪，
也就提升教师与学生交往的能力。具身化教学要
求注重学生的身体体验性，因此教师在语言表达
的过程中，既要保证理论的科学性与完整性，又
要保证语言通俗易懂与形象具体，并结合面部表
情与身体动作等，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具身环境，
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讲
授能力。最后，高校思政教师在备课时，紧跟社
会热点，创设有“温度”和“热度”的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训练，同时也提升自己组织课堂的能力。

3. 具身认知理论的应用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
全面发展

具身认知理论则崇尚的是关注学生身心全面
发展，认为心灵的震撼与肌肉的震颤本来就是彼
此关联的。具身认知理论让思政课堂成为了学生
展示自我的舞台，经过师生的互动与交流，双向
创造，不断地焕发新的生命力。具身认知教学有
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
品质。具身认知视野下的思政教学尝试将学生的
身体、心理、生理等要素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
从而增强思政教学的感染力和共情力，有助于塑
造学生的德育观念。此外，具身认知充分尊重学
生的身体作用，从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入手，潜
移默化地将社会规则与法律教给学生，唤醒大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二）思政课传统教学的局限性
在高校传统的思政课的教育方式和离身认知

的影响下，思政课教学以理论的教育和知识灌输
为主，学生学习的过程是被动的接受过程，身体
的参与和互动并未在教学方式中显现出来，“身
体”成为了教学中隐性的存在，思想课的身心分
离，行知分离、以及“情境性”缺失减弱了思政
课的实效性。

1. 思政课的身心分离
我国高校思政课传统教学模式建立在笛卡尔

的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即认知是可以脱离身体
的存在，即认知是具有离身性的。在这一思想的
指导下，首先，教师的“身体”成为被压抑的对
象：对教师而言，思政课的教学任务式传授理论
知识为目的，仅仅是在教学方法手段的运用、教
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和尝试，期望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而并没有将自己的身体体
验加入思政课的教学任务之中；在课堂上，教师
忽视自己的身体体验以及身体语言对学生的影响。
其次，学生的身体成了被“压抑”的对象，不能
将自己的身体参与认知过程与具体情境中，获得
知识的途径只有听和看，即只有“脖子以上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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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9]。思政课中身体的缺失让教学变成了政治知
识的填鸭和灌输的学习，既不能在情感上得到学
生的认同，更不能内化为学生的内在的自觉行动。
学生只会产生诸如，学好思政课时为了考试得高
分，为了考研究生和公务员，认为会思政课与自
己的学习生活及未来的工作无关等消极想法。这
种忽视身体参与的学习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

2. 思政课的知行分割
思政课是有针对地对学生进行思想观念、政

治理论、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理论教学，让学
生形成爱国、爱党、树立正确价值观和坚定理想
信念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入心、
入脑，才能使得教育取得实质成效。但在现实中，
思政课的知与行分割的现象较为普遍。首先表现
在思政课的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存在分离现象，
如部分思政老师缺乏求真务实精神和问题导向意
识，不能将书本理论知识与学术前沿以及社会热
点问题进行有效的衔接，难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
考和理性分析的能力，进而导致思政课不接“地
气”的现象；其次，教师的思政课的课堂普遍存
在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授轻思考，重外在素质轻
内在体验等不良的现象，这种教师的输出与学生
需求的输入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从而导致课堂
教学的效率低下，使得学生学习的兴趣降低。

3. 思政教学的“情境性”缺失
传统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以

讲授式为主要方式，其教学内容也是根据教学大
纲的规定进行安排，教学环境是固定教室，这就
不可避免地存在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脱离社
会生活的现象。思政课的教学环境，应注重与教师、
学生及教学媒介之间的交流，否则会造成客观上
的身心分离。身体政治学中也一直强调身体和情
景的相互作用：当我们听看到奥运会上冉冉升起
的国旗，听到那慷慨激昂的国歌，爱国之情油然
而生；当我们看到祖国秀美的河山，看到各族人
民的生活场景，幸福之感随之而来。然而，传统
的思政教学是缺乏这些情境，虽然在现在的教学
中，多媒体教具也在课堂中运用，但其教学过程
所营造的情景、与教师与学生各自身体的发挥、
环境的互动效果并不显著，思想政治理论和价值
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在情景中实践的过程，传统的
教育方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具身认知
指导下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创新刻不容缓。

三、具身认知融入高校思政课高校思政课中
的现实路径

（一）强化身体参与，促进情感共鸣
具身认知的具身性的特点可以得出，认知过

程离不开身体的参与，身体的动作、面部表情都
会对认知产生影响。思政课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更是情感的交流和价值观的引导。在思政课的教
学中应增加身体参与的机会，如通过角色扮演、
情景模拟等方式，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和理
解思政内容，从而激发情感共鸣，增强认同感。

（二）创设真实情境，增强学习体验
具身认知的情境性特点说明认知不仅是大脑的

活动，还需要身体与环境交互作用，是不能离开认
知的主体所处的特定环境的。如果思政课教师能够
在课堂上创设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情境，让学生
在特定情境下沉浸式学习，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 [10]。因此，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创
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符合时代特征的教学情境，
使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思考和解决问题。这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能帮助
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三）鼓励行动探索，促进知识内化
具身认知认为行动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通过动手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来探索和发现知识。
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能促
进知识的内化和外化，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生态文
明的重要性并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四）注重文化熏陶，培养综合素养
具身认知理论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认知的塑

造作用。因此，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文
化熏陶和人文素养的培养。通过引导学生阅读经
典著作、欣赏艺术作品、参与文化活动等方式来
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这不仅可以提
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还能帮助他们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结论与展望

具身认知理论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强化身体参与、创设真实
情境、鼓励行动探索以及注重文化熏陶等策略可
以有效地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和学生的参与
度。未来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技术的
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具身认知理念的指
导下高校思政课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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