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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身认知是近年来新兴起的认知理论的研究范式。从具身视角出发，能够弥补幼儿劳动教育现实样态的困境。在具身

视角下，幼儿劳动教育存在扬心抑身的割裂化劳动教育信念、祛情境性与整合性的浅表化劳动教育内容、重结果轻过程的功利

化劳动评价体系等弊端。文章从劳动教育信念、劳动教育情境、劳动教育内容、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等方面来构建解蔽路径。在

幼儿劳动教育具身化实践案例的推广方面，提出确立多元活动主题、创设多维度的互动活动情境、整合多种类型的具身活动内

容、形成“学”、“做”、“评”相结合的核心活动流程，真正实现劳动教育从“离身”向“具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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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ng Dilemma，Solving Path and Activity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Perspective

Hao Mi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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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mbodied cognition i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cognitive theory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embodied perspective，it can
compensate for the kindergarten labor education reality state of the predicament. From an embodied perspective，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 has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frag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beliefs that raise the mind but suppress the body exercise，
the superficial labor education content that dispels context and integration，and the utilitarian labor evaluation system that emphasizes
results but ignores process. This paper suggests from labor education beliefs，labor education situation，labor education content，and
labo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o construct a path of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promotion of embodied practice cases of child labor ed⁃
ucation，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multiple activity themes，create dimensional interactive activity scenarios，integrate various types
of embodied activity content，and form a core activity process combination of "learning"，"doing" and "evaluating"，which can truly re⁃
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from "separation" to "embodiment".
Key words:preschool children，labor education，embodied theory perspective，the missing dilemma，activity reconstruction

劳动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新

时代下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体系中的

重要一环［1］。2020年3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中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国家课程

方案，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2］。相关文件的发

布可以看出我国越来越重视劳动教育的发展，劳

动教育逐渐成为未来教育领域内关注的重点命

题。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奠基阶段，近年

来，关于幼儿劳动教育的改革实践正如火如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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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着。具身视角对幼儿劳动教育的发展具有

重要价值，在具身视角下分析幼儿园劳动教育具

身化的现实样态困境，总结出幼儿劳动教育具身

化转向的特征样式，重构幼儿劳动教育具身化的

解蔽路径。

一、离身性理论裹挟下的认知理论与具

身性认知理论的兴起

在传统西方文化中，“身体”与“灵魂”是一对

完全对立的关系。笛卡尔的“二元对立论”受这

种身心对立框架的影响，将物质世界所代表的

“身”与精神世界所代表的“心”完全对立起来，强

调身与心、主体与客体、肉体与灵魂、知与行、精

神与物质、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与割

裂［3］。在传统二元对立理论的裹挟下，计算机主

义、符号主义、表征主义等研究范式将人类的认

知活动等同于操作性的计算程序，将人的认知看

作是一种信息处理。认知加工理论和联结主义

理论过于机械化地理解认知，将认知固定化、片

面化地等同于智力操作，弱化了身体活动和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忽视了学习者认知、身体与环

境的整合互动。

在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脑科学实验的

佐证下，认知理论的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20世

纪90年代末，具身性认知理论逐渐兴起，身心二

元逐渐走向身心一体。持有具身性认知理论的

研究者认为认知活动并不仅仅依赖于头脑中的

智力活动，还依赖于学习者的身体及身体与周围

环境的互动。E.Thelen 提出:“认知源于身体与世

界的相互作用，心智依赖机体的各种经验，这些

经验来自具有独特知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而这

些能力不可分离地相连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记

忆、情绪、语言和生命的其它方面在其中编织在

一起的机体［4］。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突破了传

统二元对立理论对于认知的刻板印象，创造性地

将认知、身体与环境相结合。

二、具身视角下幼儿劳动教育的迷途困境

近年来，从不断颁布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出劳

动教育所被赋予的时代价值，劳动教育逐渐成为

新一轮幼教改革的前沿问题。但是，从目前的幼

儿劳动教育实践样态出发来进行分析，发现仍然

存在着劳动教育浅窄化、固定化、模式化、边缘化

的问题，在劳动教育信念、劳动教育场域、劳动教

育内容、劳动教育评价方面存在迷途困境。

（一）扬心抑身的割裂化线性劳动教育信念

在扬心抑身的僵化劳动教育信念下，幼儿劳

动教育表现出了“离身化”倾向，让幼儿劳动教育

实践探索的发展愈发坎坷。割裂化线性劳动教

育信念主要表现为“体脑对立”、“身心分离”、“身

不由已”。

1.身心分离与体脑对立

在“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幼儿家长大多崇尚脑

力劳动，认为脑力劳动者的地位远高于体力劳动

者。这种观念背后所渗透的根本逻辑是“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劳心与劳力绝对的二元

对立，因此，衍生出了“劳心”与“劳力”绝对对立

的二元线性模式。在“劳心走向治人”的线性模

式下，家长产生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功

利化教育理念，将身体与头脑的发展完全对立。

这种对于“劳力者”的偏见，使得人们将“劳心等

同于智力活动”、“劳力等同于身体运动”，所形成

的线性模式片面理解了“劳力”和“劳心”的内涵，

最终走向体脑对立的局面。

劳心 治人

身体劳动 治于人劳力

智力劳动

图1 “劳心”与“劳力”的二元对立线性模式图

2.身不由己

身心分离、体脑对立在本质上都是忽视了幼

儿作为学习主体在劳动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在

幼儿劳动教育中表现出了“祛身化”倾向，是对幼

儿身体的限制与束缚。由于家长的溺爱以及教

师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幼儿身不由已，限制了幼

儿身体的主动探索；由于时空的限制，将幼儿的

身体困于教室一隅中，忽视了与多维度环境的充

分互动。这种对于幼儿身体的限制，窄化了幼儿

园劳动教育的内涵。

皮亚杰认为：“身体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

是思维发展的基础。动作成为主客体互相作用

的桥梁”［5］。劳动教育不仅是简单的身体上的劳

动和认知上的教育，而是劳动和教育的深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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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融合着认知、情感、身体上的多重互动。劳动

教育在劳动中渗透教育，在教育中渗透劳动，让

幼儿在真实的劳动情境中深度发展。

（二）祛情境性与整合性的浅表化劳动教育

内容

幼儿园劳动教育是着眼于真实劳动情境的

综合性实践活动，内容中覆盖多种活动类型。但

是，目前，我国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浅表化，重视

间接经验而忽视直接经验，缺少立足实践的真实

劳动情境，并且劳动教育内容之间存在相脱离的

情况。

1.忽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统整

幼儿劳动的机会无处不在，应全面创设劳动

机会开展劳动实践［6］。在现有的幼儿劳动教育

中，表现出片面重视劳动技能和知识的学习，将

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窄化为“幼儿劳动技能经

验”的获得，走向了唯知识论的迷途。从根本上

说，劳动教育不仅是传授几项动手能力，更重要

的是价值观的导入［7］。幼儿劳动教育不仅是指向

劳动知识技能获得的间接经验抑或是指向体力

化劳动活动的直接经验，而是将直接经验与间接

经验进行有效的统整，在通过“做中学”习得劳动

经验的同时，培养幼儿的劳动信念与劳动素养，

渗透新时代下的劳动精神。

2.缺乏立足实践的真实劳动情境

我国劳动教育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与劳动实践脱节的‘有教育无劳动’；二是与劳

动教养脱钩的‘有劳动无教育’。这种双重缺失

现象，使得受教育者参加劳动和接受劳动教育的

时间被大大缩短，劳动和劳动教育的空间被大大

压缩”［8］。缺乏立足实践的真实劳动情境是出现

双重缺失现象的重要原因。真实的劳动情境既

包括情境中的硬件设备，也包括情境中的文化氛

围。幼儿通过接触真实劳动情境中的丰富工具

设备，如，锯子、剪刀、斧头等工具来培养劳动技

能，通过真实劳动情境中的热爱劳动、团结劳动

的文化氛围来塑造积极劳动信念。缺少这种真

实的劳动情境，幼儿的劳动教育活动将陷入无效

窠臼。

3.劳动教育内容之间互不整合

在幼儿园中，劳动教育内容逐渐丰富，存在

“自我完成类劳动”（如，穿衣服、铺床等）、“日常

值日类劳动”、“工具使用劳动”（吹风机的使用、

吸尘器的使用等）。但是，无论是从纵向上还是

横向上，劳动教育的内容仍然缺乏整合性。第

一，从横向出发，各类型的劳动教育活动之间整

合深度不足，缺乏劳动信念、劳动素养、劳动情

感、劳动技能、劳动习惯的有机整合；第二，从纵

向出发，不同年龄段的劳动教育目标缺乏变化性

与配适性，劳动教育以发展动手制作能力为主，

内容僵化死板；第三，从与其他“四育”的关系出

发，忽视了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整合。五育并

举，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关系密切，共同构成“人

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

（三）重结果轻过程体验的功利化劳动评价

体系

幼儿劳动教育的功利化取向不仅体现在重

“劳心”而轻“劳力”，更是体现在重视劳动结果的

呈现而忽视过程中的活动体验。其中，劳动体验

既包括认知体验，也包括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情

感体验和社会性体验。

1.聚焦劳动成果的终结性评价方式

在当今幼儿劳动教育中，评价注重结果取向

而忽视过程取向，教师难以平衡结果与过程的关

系。在进行评价时，聚焦幼儿在劳动教育活动结

束后所呈现的阶段性劳动成果，忽略幼儿在与环

境互动中的过程性体验。教师过于关注劳动成

果，将评价的视角局限在预设性的目标之上，忽

视非预设性的培养目标，无法体现出幼儿劳动教

育的灵活生成性。同时，这种终结性的评价方式

也是教师功利性教育理念的一种表现形式。

2.缺少幼儿自评的单一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仍然以教师评价为主，幼儿自我评

价和同伴评价的机会较少。幼儿自我评价是自

身对于劳动教育活动的充分思考，体现了幼儿在

活动中自主性的发挥。教师在活动中剥夺了幼

儿进行自评的权利，幼儿无法对劳动教育活动中

的认知体验、情感体验、社会体验等进行充分阐

述，削弱了身体、认知、情感、环境的互动力度，减

少了同伴交流与沟通的机会。

三、具身视角下幼儿劳动教育的解蔽路径

张良认为认知是身体、心理、环境三者的不

断生成与涌现，是三者的共同作用构成认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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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雏形，具身认知理论具有具身性、情境性和生

成性的学术旨趣［3］。幼儿园劳动教育具有具身

性、情境性、生成性和整体性的转型样态，从转型

样态特征作为立足点，寻找幼儿劳动教育的解蔽

路径。

（一）树立身心合一的具身性劳动教育信念

观念先行，形成合理的劳动教育信念是幼儿

劳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先导。从具身理论出发，幼

儿劳动教育具有具身化特征。生命是劳动创造

的，是以身体为载体的；生存是劳动支撑的，通过

具身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生命得以健

康延续；而生活是劳动塑造的，作为生命载体的

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具身劳动让

生命与世界、环境、社会交互，这对人的知识、素

养和智能的形成产生了根本影响”［7］。在幼儿劳

动教育中，通过身体的实践操作与亲身感知，习

得劳动技能的同时来塑造劳动品格。因此，在幼

儿园劳动教育活动中，教师和家长需转变“身”与

“心”、“体”与“脑”的对立，形成手脑并重、知行合

一、学思结合的劳动教育模式。

首先，转变身心分离的脱域化劳动教育信

念。打破唯功利主义视域下对于劳动教育的忽

视、打破将劳动教育等同于体力劳动的内涵窄化

的僵局，将幼儿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真正意义上贯彻“五

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第一，树立知行合一的教

育信念。在引导幼儿掌握劳动技能的同时，引导

幼儿结合实际情况展开探索尝试，在不断地探索

与尝试中积极塑造幼儿的劳动品格。在知行合

一、手脑并重的过程中，实现劳动知识与劳动技

能的统一、劳动素养与劳动品格的统整；第二，

身、心、情三者的有机结合。在幼儿劳动教育中，

不仅是身体与认知、环境之间的互动，其中情感

因素同样渗透在整个劳动教育过程之中。教师

关注幼儿在劳动中的情绪情感体验，给予幼儿充

分的信任，鼓励幼儿在劳动教育中不断尝试、改

进和创造，真正实现幼儿身、心、情的协调发展。

其次，归还身体自由以解除对于幼儿的时空

限制。在“身心分离”的脱域化教育信念下，不仅

仅表现出“身心对立”、“体脑分离”的弊端，同时，

还体现在对于幼儿身体支配权的控制。在开展

幼儿劳动教育活动时，教师将情境限制在固定场

所的一角、限制在某一具体工具的使用上，无法

给予幼儿充分探索的自主权。因此，教师要解除

对于幼儿身体上的限制，让幼儿通过身体与环境

的不断操作、互动中实现幼儿劳动教育的目的。

第一，教师要给予幼儿充分的探索时间，让幼儿

有充足的时间将身体沉浸在劳动情境之中，从而

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沉浸体验。沉浸体验

（flow experience）是指“参与者进入的一种共同的

体验模式，在其中参与者自身好像被吸引进去，

意识集中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一些不相关

的知觉和想法都被过滤掉，并且丧失自觉，只对

具体目标和明确的回馈有反应，透过对环境的操

控产生一种控制感［9］21。这样的沉浸体验有利于

让幼儿的身体、认知充分投入到当前环境之中，

打造身心一统的深入探索模式；第二，教师要帮

助幼儿打破囿于教室的固化空间限制，帮助幼儿

拓展劳动教育的空间，开展从室内走向室外的空

间探索，让幼儿与环境之间建立高质量的双向互

动模式。

（二）创设实体场域中的情境化劳动教育体系

“心灵不是内在模型和表征集聚的特殊内在

场所，而是一个大脑、身体和环境整合的、相互交

织的复杂系统的活动和过程”［10］。在具身视角

下，幼儿劳动教育离不开实体场域，离不开真实

的劳动情境。教师要为幼儿创设真实的劳动情

境，通过对真实情境中问题的解决，在“做中学”

的身体实践与身体运动的过程中获得身体体验，

实现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调动已有经验与

劳动情境结合的过程中完成认知的冲突与整合，

实现认知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这样高质量的互

动模式是以真实劳动情境为基础来进行构建

的。因此，从具身视角出发，教师要一改“祛情境

化”的传统劳动教育体系，创设实体场域中的情

境化劳动教育体系。

首先，回归真实生活情境，构建生活化的劳

动教育体系。在真实生活化的情境中开展劳动

教育，增加幼儿在环境中的沉浸程度和与环境互

动的交互程度。第一，创设生活化的劳动教育情

境。幼儿劳动教育走入生活实践内，利用生活化

的主题使幼儿走出片面的“劳动知识世界”；第

二，提供生活化的材料和工具。生活化的材料和

工具容易使幼儿产生亲切感，容易引发幼儿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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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劳动问题处理的兴趣，让幼儿

运用真实工具材料来解决生活化劳动情境中的

问题。

其次，走向实体场域空间，打造一体化的劳

动教育模式。情境化的幼儿园劳动教育并不仅

意味以具体的“生活活动”为中介来开展，而是要

从广义上理解实体场域空间，强调幼儿园、家庭、

社会一体化的场域空间。这样的实体空间突破

了劳动场域的界限，让幼儿在一体化的空间内获

得连续性、一致性的劳动技能，形成综合性的劳

动素养。第一，教师发起家园合作。劳动教育作

为新时代综合教育改革的有机构成，家庭是劳动

教育的主要场所与有生力量［11］。教师引导幼儿

与家长作为共同主体参与到劳动教育活动中，将

家园劳动活动作为幼儿园劳动活动的前提渗透

和后期延伸，实现劳动情境的一体化；第二，教师

带领幼儿走进自然社区，利用自然社区中的劳动

教育资源，如，公益性劳动教育等，真正将幼儿

园、家庭、社区中的劳动教育资源打造成一体化

的“教育资源网络”。

（三）形成双重协调统一的整体性劳动教育

内容

幼儿劳动教育不仅是指向体力上的惩戒或

者是泛娱乐化的休闲活动，真正的幼儿劳动教育

应当具有双重协调统一的劳动教育内容。幼儿

劳动教育强调认知活动的调动，关注实现美好生

活的劳动素养和劳动情操的培养，为培养新时代

的“劳动者”奠定基础。

首先，实现五育并举的协调统一。五育强调

“德智体美劳”的统一发展，劳动教育是“五育之

基”。素质教育改革以来，立足“三生教育”成为

了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劳动教育成为“三生教育”

的重要载体。“劳动教育是生命教育永葆生命力

的关键，劳动教育是生存教育的重要载体，劳动

教育本质上就是生活教育”［12］。 在幼儿园劳动教

育中，所开展的劳动教育活动要渗透“德智体美”

的要素，开展综合式的项目活动和主题活动来发

挥劳动教育的立德、增智、强体和育美的作用。

其次，实现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劳动教

育不仅是幼儿劳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更加关注

幼儿劳动观念的塑造、劳动态度的形成、劳动习

惯的培养、劳动情操的熏陶，最终形成综合性的

劳动素养。在劳动教育中，关注幼儿劳动情感的

获得，通过劳动情感来使幼儿感受到劳动的乐

趣。以情促行，通过幼儿在劳动教育中所产生的

积极情感来引发幼儿对于劳动实践活动的积极

参与，让幼儿实现在劳动中回归生活、在劳动中

走向创造。因此，在活动中，教师要注重劳动教

育主题与幼儿“最近发展区”的配适性，调整把握

好劳动教育的内容，让幼儿在获得挑战性的同时

收获满足感和愉悦感，获得积极的正向劳动情感

体验。

（四）构建过程取向下的生成性劳动评价模式

在构建幼儿劳动教育的评价体系时，应当转

变对劳动结果的功利化评判，转向过程取向下的

劳动体验与劳动感悟。评价的内容改变预设性

的目标取向，关注过程中的生成性表现，转变教

师低层次的测量化评价。从具身的视角出发，关

注幼儿在劳动中身体、认知、环境的有机整合，构

建知、行、做合一的评价体系模式。

首先，关注幼儿在劳动教育中的具身认知体

验、具身情感体验以及具身社会体验，建立全视

域的量质评价体系。第一，从具身认知经验出

发，教师关注幼儿在劳动教育过程中批判性思

维、创造性思维以及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

第二，从具身情感体验出发，教师注重幼儿在劳

动教育过程中的情绪情感的发展，关注幼儿在活

动中的感受体验；第三，从具身社会经验出发，教

师关注幼儿在合作共同体中的社会性发展，如，

合作协商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冲突解决能力等。

其次，开展多元的评价方式。在幼儿劳动教

育中，评价与反馈相结合，利用多元的评价方式

来对幼儿在劳动活动中的表现进行及时反馈，真

正发挥评价的推动与改进作用。第一，从多重主

体出发，将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形成一体化的评

价模式。幼儿在自我评价与同伴互评的过程中

加强自我反思，习得劳动技能，感悟劳动体验；第

二，运用以肯定评价为主的正向评价方式。为了

保证幼儿在劳动教育中获得积极的正向劳动体

验，形成积极的劳动情感，教师应当以肯定评价

为主，综合运用言语、眼神交流、面目表情、肢体

动作来表现出对幼儿在劳动活动中的肯定与赞

赏，帮助幼儿缓解不良情绪体验，形成积极的自

我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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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儿劳动教育具身化活动设计实践

案例重构

从具身视角出发，分析了幼儿劳动教育开

展的迷途困境后，遵循具身理论原则的同时结

合实践案例活动来重构幼儿园劳动教育具身化

活动设计。幼儿劳动教育具身化活动设计包含

几个核心要素，分别是立足真实情境的活动主

题；整合物理具身与意向具身的活动内容；“学、

做、评”相结合的活动流程。在整体的设计活动

中，统筹运用核心素养视角下的新型活动方式，

主要包括主动学习、反思学习、合作学习和讨论

学习。以主题活动“小小吸尘器”为例，详细阐

述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具身化设计的实践案例

样态。如图2。

幼儿劳动教育
具身化活动设

计重构

创设多重
活动情境

整合多种具
身类型的活

动内容

“学”、“做”、
“评”相结合的

活动流程

内在情境

外在情境

物理情境

社会情境

直接具身

代理具身

想象具身

学：激发已有经验

做：立足实践经验

评：多元评价+及
时反馈

主动学习

反思学习

合作学习

讨论学习

图2 幼儿劳动教育具身化活动设计图

（一）确立“生活化+综合性”的多元劳动活动

主题

幼儿劳动教育主题的确立是幼儿园劳动教

育活动有效开展的前提。在具身视角下所确定

的幼儿园劳动的主题要体现生活性、综合性的特

点。

首先，体现劳动教育活动主题的生活性。趣

味来源于生活，因此，劳动教育活动要确立生活

化的活动主题。从“回归生活”的理念出发，教育

离不开生活。生活化的活动主题代表着新奇、代

表着未知，幼儿在对生活化的主题进行探索时会

遇到一系列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真实问题。例如，

所选择的《小小吸尘器》、《拖把》等主题活动，是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能够更好地调

动起幼儿对于吸尘器、拖把的已有经验，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同时，在活动后所开展的延伸活动

中能够做到真正“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

其次，加强劳动教育活动主题的综合性。在

现有的幼儿园劳动活动中，主要存在“自我完成

类劳动”、“日常值日类劳动”、“工具使用劳动”、

“创造性劳动”等几种活动类型。在开设幼儿劳

动教育活动时，应以主题活动的形式加强各类活

动的链接性，形成多种类型综合贯通的劳动活动

网。表1以《吸尘器》主题活动为例：
表1 《小小吸尘器》各类型活动汇总表

活动类型

工具使用类劳动

日常值日类劳动

创造类劳动

活动内容

掌握吸尘器的基本使用方法

利用吸尘器来完成日常班内的清扫

小组合作制作新型吸尘器

（二）创设四重维度下的互动性活动情境

在具身视角下，注重身体、认知与情境之间

的多重互动，情境性是幼儿劳动教育活动设计的

核心原则之一。从情境性的角度分析，认知是社

会的、具身的、具体的、定域的、参与的［13］244。在劳

动教育活动中，情境性并不仅局限在真实的生活

情境这一个维度上。王会亭指出：任何形式的活

动无法离开情境而独立存在，并将情境细致化为

内在情境、外在情境、物理情境和社会情境的四

重整体［14］。内在情境与活动主体的兴趣、动机、

已有认知经验等密切相关；外在情境则指向的是

活动顺利开展所需要的时间、空间、材料、工具

等；物理情境与活动所需要的设备、环境布置等

相关；社会情境则主要体现在活动主体间的人际

交流与沟通、活动氛围、人际关系等方面。

基于具身理论来思考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

中的情境性，仍以《小小吸尘器》活动为例，注重

四重情境的整体构建。第一，内在情境的构

建。教师可以利用提问的方式来吸引幼儿的兴

趣，调动幼儿已有经验中关于“吸尘器”的长时

记忆。如，教师常在活动的最初阶段开展回忆

式提问：“你们见过吸尘器吗”？“你们在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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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尘器呢”？“你们见过什么样的吸尘器呢”？“你

们用过吸尘器吗”？通过这类提问来完成内在

情境的创设；第二，外在情境的构建。外在情境

构建的关键是为幼儿提供劳动活动进行的外部

条件，提供实物“吸尘器”来引导幼儿进行观察，

让幼儿在实际观察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劳动活动

的目的；第三，物理情境的构建。物理情境的创

设与工具设备方面密切相关。在《小小吸尘器》

活动中，教师利用电子设备来播放关于吸尘器

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创设“互联网+”视野下

的物理情境；第四，进一步构建社会情境。在一

定程度上，社会情境的构建是对前面三种情境

的延伸。教师为活动主体创设自由和谐、充满

安全感和信任感的讨论氛围，允许活动主体自

主性的充分发挥。在《小小吸尘器》活动中，教

师允许幼儿就问题与争议进行讨论与争辩，为

幼儿提供适时、适度、适当的支持。这样的四重

情境的构建，充分体现了活动主体与主体、活动

主体与客体、活动主体与情境、活动情境与情境

之间的多重互动。

（三）整合多种具身类型的综合化活动内容

布莱克（Black）等人设计出具身教育框架

（IEF，Instructional Embodied Framework），该具身

教育框架指向不同类型的具身类型活动，Black等

人将其分为物理具身和想象具身两大类型，其中

物理具身主要涵盖直接具身和代理具身。

首先，直接具身强调本体的感知觉经验，注

重直接的劳动体验，开展不同形式的劳动实践体

验活动。从直接具身出发，完全是基于幼儿的身

体出发来获得本体性感受。在《小小吸尘器》活

动中，教师可以开展“动一动，演一演”的环节，引

导幼儿用生动形象的肢体动作来表现出心目中

的“吸尘器”，这种直接具身的难度可以循序渐

进，从肢体动作对于“吸尘器的样式”的表现逐级

过渡到肢体动作对于“吸尘器使用方式”的呈现。

（教师首先从真实情境的角度出发，为幼儿

提供真实的吸尘器用来观察，为直接具身打下基

础。）

教师：小朋友们，和老师一起来玩游戏吧。

大家能不能用动作来表现一下大家见过的吸尘

器呢，可以自己表演也可以找好朋友们一起哦！

其次，从代理具身的角度出发，灵活利用外

在的“代理”，代替主体单纯的身体移动。这样的

代理具身为学习者主体提供了更强的外在表征

系统。在《小小吸尘器》活动中，教师可以灵活利

用图片贴画、互联网动漫等方式来帮助幼儿实现

代理具身，在一定程度上将劳动教育与信息技术

教育相结合。

教师可以设计贴画，引导幼儿利用贴画完成

“吸尘器”使用步骤的分解，让幼儿利用贴画这一

外在表征代理来代替直接操作的身体，掌握吸尘

器的使用方式。

最后，实现想象具身的转变。想象具身与物

理具身存在密切的关系，具身认知首先通过物理

方式获得直接的感知经验，再通过想象认知将所

获得的经验进行迁移与重新加工建构［15］。想象

具身是最能促进学习者主体想象力和创造性思

维发展的一种具身类型，在劳动教育的主题延伸

活动中可以进行想象具身活动的设计。

在活动中，幼儿已经掌握了吸尘器的使用

方式，能够自主运用吸尘器来完成日常的清扫

和整理。教师开始延伸活动《神奇的扫地机器

人》，引导幼儿对已有认知经验进行再次的加工

和建造，让幼儿对新型清洁工具进行探索。教

师引导幼儿进行小组讨论，讨论交流与传统吸

尘器的不同之处，对成果依次进行组内与组外

之间的交流汇报。

因此，在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的具身化设计

中，要整合物理具身、代理具身和想象具身的内

容，层层出发，从多种角度来实现身体、认知和情

境之间的互动。

（四）“学”“做”“评”相结合的核心活动流程

在进行幼儿劳动教育具身化互动设计时，遵

循的是“学”“做”“评”三合一的核心流程，这三个

环节是串联整个劳动教育活动流程的关键。

“学”即为“导”、“调”，在劳动活动开始之前

引导幼儿回忆已有生活经验，激活幼儿参与劳动

活动的先验性；“做”即为“动”，强调幼儿亲身实

践，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动手操作，在实践操作

的过程中提升成就感和参与热情；“评”即为

“促”、“改”，运用多样化的评价来引导幼儿提升

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塑造劳动品格。表2以

《小小吸尘器》活动为例，阐述幼儿园劳动教育活

动具身化的核心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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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流程阐述表

学

做

评

1.提出问题：“见过什么样的吸尘器”

搭建桥梁，拓展经验 2.图画表征：画出心目中的吸尘器

3..动作表征：利用动作表现心中的吸尘器

1.摸一摸、碰一碰——观察实物

动手操作，立足实践 2.玩一玩——清扫游戏

3.比一比——合作竞赛

1.劳动技能：吸尘器的使用方面

全面评价，以评促改 2.劳动情感：热爱劳动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3.劳动态度：养成积极劳动的良好习惯

4.劳动素养：合作中的交流与沟通，共同完成劳动活动的能力

五、结语

从具身视角出发，分析了当前幼儿园劳动教

育活动中的迷途困境以及解蔽路径，并结合具体

的活动案例分析了重构幼儿劳动教育具身化的

实践样态。在具身视角的启示下，幼儿园劳动教

育活动的转型遵循了主动性、生成性、动力性、情

境性的原则，从宏观的劳动教育理念率先进行转

变，将理念渗透到劳动教育的情境与劳动教育的

内容之中，在“学”、“做”、“评”的全过程之中体现

具身精神。这样的转型打破幼儿劳动教育的离

身化软腹，实现幼儿劳动教育的具身化转向，真

正实现了幼儿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

动情感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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