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national Expo  25

Art Education  艺术教育

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身体打击乐教学的理念
与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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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源自人的整体性身体，是人通过身体的体验以及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的身体打击乐教学以人为本，将学习者通过身体而获得的音乐体验作

为教学的基础，注重对教师教育“身体”范式的转向，注重音乐情境中的身体体验，关注学习者与教学环

境之间的生态联系。这种音乐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培育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使学习者对音乐的理解与表

现达到身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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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身认知理论的缘起与内涵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Embodiment Cognition）兴起于

20 世纪，是当今认知心理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中一个新兴的

研究领域。它最初是由梅洛·庞蒂（1908-1961）对笛卡儿

（1596-1650）提出的身心二元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而

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潮。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主体间是共存的，

身体主体与世界也是共存的。”①他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提出

具身认知的观念，确立了身体主体的地位。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具身认知这一思潮在西方世界逐渐

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各界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这一观

念进行了新的探索和阐释，由此开启了关于具身认知理论的

研究。概括而言，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的心智和认知与具

体的身体密切相关，心智始终呈现为具（体）身（体）的心智；

人的认知源自人的整体性身体，认知是人通过身体的体验以

及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行为能够影响思维。在共享与交流

的音乐实践活动过程中，个体与群体通过视觉与聆听所激发

出的欢腾能量与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促使个体融入一

种道德秩序，此时人的行为能力也获得相应的发展。

二、具身认知视域下身体打击乐教学的理念

身体打击乐（Body percussion）是人对音乐的最本能、最

直接的一种体验和表达方式。它以人的身体为乐器，通过拍

打身体部位而发出丰富的声响和乐音，并通过对空间的分配

及多声部音乐思维在身体上的理解与表达，运用肢体语言，

将节奏、力度、音色等音乐要素有机地融合，实现人对音乐

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

无论是音乐的生产还是对音乐的体验和消费，人类的听

觉和触觉都至关重要。生理证据表明，从胎儿能听得见母亲

的声音、感受母亲的心跳起，他们就早早地接收到生理的节

拍和韵律，感受到生命的萌动。这时胎儿的身体反应与母体

心率的拍律之间迅速发展出强烈的亲和性，二者相互影响并

相互关联。不仅如此，听觉和触觉的重要性也时常体现在人

们音乐活动的很多方面。“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②当人们聆听音乐时，会随着音乐的节律情不自

禁地做出脚打拍子、手击鼓点等轻微的动作，抑或是出现身

体随之摇摆、舞动的反应。这皆是身体与音乐之间深层调谐

及交融的体现。

身体打击乐教学是一种新颖的具有创造意义和生成意义

的人本化音乐教育理念与其教学模式，它注重人身体对音乐

的主动体验与参与，将学习者——人的发展视为课程的根本

目标。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的身体打击乐音乐教学以人为本，

将学习者通过身体而获得的体验和经验作为教学的基础，在

音乐活动中关注学习者心智的特征及其个性的发展，关注学

习者与同伴、群体之间的社会关联，并关注学习者与课程要素、

教学环境之间的生态联系。“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在身

体打击乐教学中运用具身认知理论，能够有效地帮助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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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认识到人最初的心智和认知基于自己的身体；既从个体

的身体内部实现自我身心关系的合一，又从个体身体的外部

实现自我与他人、群体以及世界的合一，从而实现每一个学

习者自身对音乐的理解与表现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境界。

三、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身体打击乐教学的策略

（一）施行人本化音乐教育，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课程目标倡导学生掌握音

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简称“双基”），在对课程与教

学的评价上以学生对“双基”的掌握程度为标准。受这一因

素的影响，音乐课程一直存在音乐教育智育化和音乐教学知

识化的倾向。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近年来，教育部提出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概念，课程目标从对学科知识技能的

掌握转变为对人的整体关注和培育，更为强调学生核心能力

与综合素养的发展。

音乐核心素养立足于人的音乐发展，注重学生在音乐学

习和体验中所生成的具有学科意义并能体现学科价值内涵的

音乐核心能力与综合素养。其表征为对音乐的审美感知、艺

术表现和文化理解。音乐核心素养必须从音乐的学科特征和

密切相关性生发，以提升学生的能力发展为基础构建教学，

从而实现学科综合。

人本教育，乐本审美。从具身认知理论的视域来看，身

体打击乐这种新颖的人本化音乐教育理念与其教学模式立足

于学生的音乐素养发展。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从维度、

材料、技法、风格及发展脉络等方面识别音乐的类别，结合

音乐语言，通过观察、想象、构思、表现等过程，创造出有

意味的身体打击乐类型，善于表达自己的意图、思想和情感，

能联系自身的现实生活经验，结合其他学科知识，自觉运用

音乐表现能力，解决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体现出身

体打击乐综合性、发展性和实践性的特征。

身体打击乐以拍打身体部位而发出丰富的声响和乐音，

通过对空间的分配及多声部音乐思维在身体上的理解与表达，

运用自身的肢体语言，让学习者从中体验音乐作品的节奏、

速度、力度、音色等各种音乐要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节

奏是音乐的灵魂，节奏的体验离不开身体阶段的参与。相对

于以往以“双基”为导向的音乐教学，身体的参与对于基础

音乐教育的教学模式而言是一种突破。教学不再是程式化的

客观的知识传授，而是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通过身体参与

来获得具身认知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关注学生

的情绪和心智的表现，使教学更符合学生的心理与认知发展

特点。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也提

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体现出学科综合的教育发展趋势，也

与音乐核心素养所倡导的以音乐教学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发

展、从而实现学科综合的价值内涵不谋而合。身体打击乐教

学内容紧密结合学习者的生活体验，使其在主动的建构性的

过程中学习和成长。这能够更为全面地提升学习者对音乐的

解读能力，有效地培育学生的音乐核心能力与综合素养，使

音乐课堂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效率最大化。身体打击乐这一

具有创造意义和生成意义的人本化音乐教学模式也因此能得

到务实和可持续性的发展。

（二）注重音乐情境中的身体体验，关注个体主体性参

与和表达的多样性

身体行为和自主参与是音乐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身

体是进行审美体验的主体，它与外部情境相互关联。梅洛·庞

蒂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提出“情境——反应”这一身体知觉行

为模式，赋予身体“意向性主体”的地位。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人通过身体的体验以及身体

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身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

知识在具体的情境中不断地进步与发展，认知与行为合二为

一，心智与情境亦然紧密相连。

身体打击乐以拍打身体部位而发出丰富的声响和乐音，

通过对空间的分配及多声部音乐思维在身体上的理解与表达，

运用自身的肢体语言，让学习者从中体验音乐作品的节奏、

速度、力度、音色等各种音乐要素。在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

身体打击乐教学以学习者通过身体而获得的音乐体验作为教

学的基础，将身体活动贯穿于音乐教学的整个领域，以此来

构建课堂教学。教师需要对音乐本体进行分析，根据音乐作

品的内容设置相对应的情境，让学生置身于具体的情境中进

行音乐实践活动。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学生通过身体行为和

自主参与，会生成特定情境中的身体体验和音乐的身体性经

验；教师则不仅需要关注音乐认知与学习者身体之间所形成

的联动关系，还需要看到学生课堂表现的多样性：观察不同

学生的主体性参与和表达的个性，关注个体之间的差异。每

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其主体性参与和身心融合的

主观感受会有所不同，每个人都会形成各自独特的身体经验

和情感体验。在整体把控课堂教学、重视学生整体反应的同时，

教师还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和个体的尊严，

尽可能启发和唤醒每一个学生对自身身体的知觉与表达，挖

掘身体的潜能进行音乐编创实践，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

感体验，帮助每一个学生获得自身独有的对音乐的感知能力，

从而实现每一个学习者自身对音乐的理解与表现达到身心合

万方数据



Chinese national Expo  27

Art Education  艺术教育

一的理想境界。

（三）注重对教师教育身体范式的转向，关注学习者与

教学环境之间的生态联系

身体打击乐教学需注重对教师教育范式的转换。它强调

具身认知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在构建整

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求音乐教师具有积极敏感的身体意

识，秉持身心融合、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注重对教师教育

身体范式的转向，以期使音乐教师的教学逐渐自觉地达到身

心合一。这样的教师能够因地制宜、自出心裁，擅于甄选合

适的、优质的音乐素材，通过身体体验来解读音乐和表现音乐，

通过音乐中的养分能够触动自身并愿意分享他的学生；在身

体体验的同时，教师还能够引领学生仔细品读音乐作品中的

历史人物及其音乐故事，善于发现其中的艺术价值和闪光点。

当教师怀有学术的敬意与温情，音乐教学便能注重人对知识

的整体性认知、关注对学生的整体性发展和培育的同时更深

入地触动学生的心灵，让师生一同体会人性的温度和音乐的

温暖。

与此同时，身体打击乐教学还需关注学习者的兴趣、态

度和需要；关注学习者的个性发展；关注学习者与自我、与

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关注学习者与课程各因素之

间的联系，并将学习者的发展视为课程的根本目标，形成学

习者与教学环境之间的生态联系。身体作为音乐活动和认知

的主体，在身体打击乐教学中必然会强调身体的参与及其与

环境的交互。人身体的运动性、复杂性与环境的功能性、多

样性相互作用，产生出无限的情境效应和微妙的身体感受。

这种具有创造意义和生成意义的人本化音乐教育理念和模式

能够有效地培育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帮助每一个学生获得

自身独有的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从而实现每一个学习者自身

对音乐的理解与表现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境界。

四、结语

身体是体验音乐的源泉。身体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

要论题。只要有充分的实践，身体就能在生理意义上发展成

一个有机实体，既具备特定的姿态、灵敏和技能，又使其能

够类似一种乐器来演奏音乐。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的身体打

击乐教学以人为本，以人的音乐发展作为目标，将学习者通

过身体而获得的音乐体验作为教学的基础。它注重对教师教

育“身体”范式的转向，注重音乐情境中的身体体验，关注

个体主体性参与和表达的多样性，关注学习者与教学环境之

间的生态联系。这种具有创造意义和生成意义的人本化音乐

教育理念和模式能够有效地培育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帮助

每一个学生获得自身独有的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从而实现每

一个学习者自身对音乐的理解与表现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境

界。

音乐 -身体 -体验。当代世界知名戏剧大师铃木忠志在

其著作《文化就是身体》一书中提到，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

他就预见到了在当今网络智能技术的影响下，人们在身体、

声音和语言表达上的苍白和贫乏。因此，他提出了具有前瞻

性的生活范式的宣言：勿活于解答，要活于问题；勿活于答案，

要活在提问里。具身认知的身体打击乐音乐教学，其施教者

和学习者互相促进、教学相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努力解

决问题，从中积累许多促进音乐教育教学的方法。这不失为

创新思维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注释：

①莫里斯·梅洛 - 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 . 商务印书馆，

2001，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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