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身认知：助力小学数学课堂思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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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让身体参与学习，强调身体对认知发展的重要性，将具身认知理论融入小

学数学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努力创设

具身情境，让学生全身心置身在数学学习中，借助身体、角色和经验去体会数学问题，理解数学概念，灵活应

用具身类型，让复杂的数学问题变得更容易理解，从而真正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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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脑科学专家、心理学教授西恩·贝洛克

在《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动》一书

中指出：“身体在学习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当身体参与学习时，教育环境中的人和物

处在一个高度交互式的学习环境里，可以促进

头脑的理解。”具身认知作为心理学中一个新兴

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身体和环境如何影响人

的想法、情绪、决策和行动，具有涉身性、情境性

和体验性的特点。受儿童思维发展的局限，多

数学生难以直接理解过于抽象的数学内容，因

此，引入具身认知理论指导小学数学教学，对辅

助、优化儿童的数学学习具有较好的实践价值。

在具身认知的教学视角下，教师可以根据教材

文本、知识经验，创设不同的具身类型，组织学

生开展活动，从而促进对数学的理解，使得不同

的学生在数学思维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一、实感具身：借手指激趣，助思维更积极

数学学习专家布莱恩·巴特沃斯指出：“如果

不能把数字表示，与使用手指和手的神经表征相

连……那么数字本身在大脑中永远都不会有正

常的表达。”的确，人类最开始理解数字的方式都

和手指有关，儿童会借助手指理解数字。教学

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通过实感具身的方式，借

助手指的活动，激活学生的思维。实感具身强调

身体的行动，指主体在真实的现场情境中利用身

体与情境或实物直接接触而产生的具身效应。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手指功

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思维。例

如：让学生用手指表示答案的数量、对错，教师

可以清晰地看到学生思考后的反馈；让学生用

手指表示数学符号，把拇指和食指张开或者两

手的食指平行，表示“大于号”“小于号”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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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同时想象自己是食量很大的动物在捕食猎

物，开口朝向大的数字，嘴里发出“嗨哈”的声

音。在这样的假象游戏中，学生将情境中的符

号图式存入记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

如做等值比较的题目时，连加连减的第一步，可

以用手指比画出V型指着前两个数字，做加或

减的运算，这样可以准确把握先算的部分，提高

计算的正确率。课堂中还可以适时穿插手指运

算操，即心理健康教育课的经典暖身活动，双手

手指同时进行 10以内加减法的运算。此活动

可以放在导入环节增添学习乐趣，也可以放在

课中环节调节学生的学习状态。

上述几类教学活动基本采用的是实感具

身的方式，通过学生的亲身感受，用手指参与数

学学习，既丰富了教学方法，又激活了学生的身

体机能。实感具身适用于团体动力强、凝聚力

强的班级使用，教师在使用实感具身时，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要结合具

体的教学内容；要找准合适的教学环节。

二、实境具身：借角色扮演，助思维更准确

认知科学家乔治·拉考夫和拉斐尔·努涅斯

主张，儿童对于数学概念的理解是通过把词语

和相应的动作延伸到数学情境中来进行的，通

过表演解决数学问题的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问

题中的数学运算。数学教学中，采取实境具身

有利于儿童对概念本质和问题的理解，让儿童

的思维更准确。实境具身强调身体的观察和感

受，指主体在人为设置的情境或真实情境中通

过身体观察和感受产生的具身效应。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年龄在 7岁左右，他们

的认知大多处于前运算阶段向具体运算阶段过

渡的时期。皮亚杰认为，从一个认知阶段到另

一个认知阶段的发展并不简单是事物的成熟，

而是内在和外在变量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基于此，大量图文结合的情境性问题可以借助

角色扮演的方式展开教学，从而促使学生的思

维更准确。

以一道苏教版一年级的“守恒问题”为例：

男孩坐在轮椅上，女孩站着推轮椅，比较哪个人

高。教学中发现，有部分学生会认为女孩高，他

们认为垫着脚尖女孩就变高了；风吹起小辫子

女孩也可以变高，而忽略了比较的重要参照物。

也有学生认为男孩和女孩一样高，因为他们从

图中观察到男孩和女孩的头发是一样齐的，这

样的直推式逻辑判断反映出：由于年龄特点，学

生还无法理解“长度守恒”的原理。教师需要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创设实境具身，即人为设置的

情境，由教师扮演坐轮椅的男孩，邀请一名学生

扮演推轮椅的女孩（这里需要注意，教师所选站

着的学生的身高，要与教师坐下后的身高差不

多）。此时先让学生观察和感受自己的身体，再

做判断，学生的思维会呈现递进式的变化：（1）
老师高（成人本来就高）；（2）老师坐着时，看着

和女孩一样高；（3）老师站起来后会出现怎样的

结果？借助角色扮演，调动学生以往生活中大

量的视觉、动作甚至是情感信息等经验，把这些

经验和数学问题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的过程，

就是数学化的过程。通过角色扮演，可以将学

生引入具体的数学情境，在表演的过程中，身体

的参与会帮助学生理解题目要表达的意义，从

而促进认知的理解。

实境具身适用于生动有趣的文本，解决的

问题需要与学生的学习及生活环境相类似，这

样可以激起学生的共鸣，教师在使用实境具身

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情境设计要符合学生的

年龄特点；情境设计要符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情

境设计呈现文本问题要具体形象；情节展开的

角色扮演要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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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线具身：借具身切换，助思维变敏锐

离线具身强调经验的作用，指主体不依赖

具体的情境，通过自己的经验、想象、他人的言

语描绘等方式而产生的具身效应。由于个体的

认知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课堂教学受到时间、空

间和人数的限制，单一的具身类型显然很难满

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灵活切换、合理使用

不同的具身类型，可以帮助不同的学生，促使其

思维更加敏锐。

例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有一道关于“顺序”

的图文题：五只猴子倒挂金钩在捞水中的月亮，

问：戴帽子的是第几只猴？学生的认知冲突集

中在：究竟是从上往下数，还是从下往上数，或

者两者皆可。就这道题而言，最简单易行的处

理方法是运用离线具身。可以让学生回忆“猴

子捞月”的故事情境，想象“倒挂金钩”的心理感

受、想法和动作，最终得出第一种解法是正确的

思路。然而，离线具身的处理对于部分学生而

言理解起来依然吃力，教师可以及时与上文提

到的实境具身结合使用。

依照实境具身的方式，可以尝试让学生以

身体为媒介表演“猴子捞月”的故事情境，邀请学

生扮演小猴，把教室里的台阶当作树，台阶以下

就是水面，然后告诉他们：“小猴们，可以捞月亮

喽！”只见 5个学生心领神会般地手搭着前一个

学生的肩膀，很快就有了猴子捞月的队形，整个

过程几乎没有语言交流。学生们立刻顿悟：“对

呀！猴子捞月亮，确实先要有一只猴尾巴勾住树

干，然后一只接一只手臂抓住前面猴子的腿，依

次挂到水中。”身体和头脑是紧密相连的，表演的

经历帮助学生把画面、动作和问题很好地进行了

链接。具身认知视角下的学习在提高学生参与

学习的同时，促进了学生对于序数概念的理解。

这道题就教学目标而言，知识技能和问题解决这

两个方面已经基本达到，学生可以正确解答；在

数学思考和情感态度方面，借助角色扮演的方

式，在呵护学生的好奇心的同时，让他们对问题

情境和问题中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由此可见，

找准具身认知与新课程标准的契合点，在不同的

具身效应中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对于学生思维

的发展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离线具身适用于解决“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问题，需要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通过自身感悟

去理解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教师在使用离线

具身认知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评估学生的认

知发展水平；评估学生的生活经验。

综上所述，具身认知理论为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提供了新视角，给出了新启示。身体思维作

为一种隐性思维，在学生的数学学习中大有可

为。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

认知发展规律，努力创设具身情境，让学生全身

心置身在数学学习中，借助身体、角色和经验去

体会数学问题，理解数学概念，灵活应用具身类

型，让复杂的数学问题变得更容易理解，从而真

正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具身认知理论是教学

研究的新领域，教师要勇于尝试，反复实践，勤于

反思，应用具身理论建构新型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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