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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身到具身:
数字化时代教师学习方式的现代转型

∗

李　森,崔 友 兴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教师学习方式是教师获取外界信息、促进自我反思、实现自主发展的方法和策略的总和.在制

度化教育中,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长期影响下,传统教师学习方式体现为离身学习方式.随着哲学和心理

学的具身转向、具身认知科学的兴起和数字化时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学习方式表现为具身学习方式.教

师学习方式从离身到具身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具体方法策略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更是教师观、知识观、学习观

与时空观的变革;不仅对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为新时期教师教育改革

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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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对学生学习及学习方式的关注较多,而对教师学习及学习方式的研究较少.事实

上,教学活动是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组成的双边活动,其实质是师生之间以对话、交流、合作

为基础进行文化知识传承和创新的特殊交往活动[１].因此,对数字化时代教师学习方式的探讨显

得尤为重要.教师学习方式从离身到具身的现代转型,不仅对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为新时期教师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１９５４年,郝伯特西伦(HerbertThelen)教授首次提出了学习方式这一术语.所谓学习方式,

指学习者在完成学习任务时的基本行为和认知取向,是学习者一贯表现出来的学习策略和学习倾

向的总和[２].有的学者则认为学习方式是感觉定向、反应方式和思维模式这三者的结合[３].基于

此,教师学习方式是教师获取外界信息、促进自我反思、实现自主发展的方法和策略的总和.它具

有三层意蕴:首先,从表层视角看,教师学习方式是指教师学习的具体策略和方法的总和,如接受学

习、自主学习、探究学习以及合作学习等;其次,从中层视角而言,教师学习方式是指教师学习的思

维方式,如思辨演绎式、实证归纳式、预设式以及生成式等;再次,从深层视角上说,教师学习方式是

指教师学习的本质观,涉及教师观、知识观、学习观以及时空观.由于受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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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制度化教育中,传统教师学习方式主要是一种离身学习方式.随着哲学和心理学的具身转

向、具身认知科学的兴起以及数字化时代教育技术的发展,现代教师学习方式表现为具身学习方

式.“教师学习方式的变革对于提升教师学习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改变教师生存状态具有重

要意义.”[４]

一、离身学习:传统教师学习方式的检视与反思

(一)离身学习的理论溯源

离身学习建立在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基础上.二元论主张通过主体与客体、身体与心灵、肉体与

灵魂、物质与精神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借助逻辑推演、抽象概括等方式,寻求普遍、中立的理性

主义与客观主义,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存在价值.勒内笛卡尔(ReneDescartes)从认识论的角

度,通过“怀疑”和“批判”的方式对身心二元论进行了深入论证,指出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是二

元对立、独立存在的[５].受哲学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在心理学领域,符号信息加工认知理论和联结

主义心理学,将人类的认知过程定义为对符号、信息的加工和操作,忽视身体、活动与经验在认知中

的作用[５].由二元论思想所衍生的离身认知论将认知过程简化为“对抽象符号的加工”[５],排除身体

的参与、经验的加入和主体的感知与情绪体验,注重心智和符号对外在世界的镜像反映和抽象认识.

(二)教师离身学习方式及其反思

在制度化教育中,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和离身认知论的影响下,传统教师学习方式体现为一种

离身学习方式.“在制度上,教师学习倾向于相对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外在培训制度.这一制度尽管

对提升教师素质能起到一定作用,却往往忽视了教师学习的实际需求,造成教师学习的‘形式化’与

‘应付性’在运行机制上,教师学习是‘培训者’主导的、‘专家’话语下的‘被培训模式’.教师学

习是强势话语‘设计’的运行机制的结果,缺乏‘平等性’、‘互动性’与‘成功体验’在个体上,教

师学习倾向于‘为他性’,较少从教师职业使命与自我实现有机结合的责任高度考虑问题.”[４]教师

离身学习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被动学习”.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表明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处于从属地

位,而且表明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是心智的参与,而身体被“悬置”,经验被排除,从而导致教师学

习变为教师对学习对象的抽象认识与机械反映.教师离身学习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

机械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抽象概括与逻辑推演,忽略了事物的多变性与复杂性.

具体而言,教师离身学习方式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在教师观方面,教师是“单子”式的

独立的个体,脱离于特定的场域.教师是“去身体化”的理性存在,经验与情绪隐没在逻辑推演之

中.教师通常以群体的身份出现,其个性也常常被遮蔽.第二,在知识观方面,知识是作为实体的

存在,是独立于教师的客观对象,知识的本质在于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同时,知识是中立的,具

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特征.教师学习就是将外在于教师的客观知识“移植”到教师的认知图式或者

心智模式之中.教师学习方式的价值体现在快速实现知识的“搬运”和永久性存留的过程中.第

三,在学习观方面,教师离身学习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灌输式”的学习观,即学习过程是将外在于教

师的知识“植入”教师认知系统的过程,通常表现为被动“灌输”和主动“植入”.前者的典型表现即

是教师的“被培训”与“被动学习”,后者则体现为教师学习过程中的“生搬硬套”与“囫囵吞枣”.第

四,在时空观方面,教师离身学习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封闭、狭隘的时空观.由此可见,教师离身学习

方式是一种过度理性化的学习方式,注重心智的参与、逻辑推演与符号表征,却忽视了教师身体的

参与、经验的加入与情绪的体验.在这种学习方式的影响下,教师学习变为对符号的加工和知识的

植入,教师也被培养和发展成为“知识膨胀”的理性人.



二、从离身到具身:教师学习方式转型的双重理据

(一)理论先行:哲学和心理学的方向导引

由于二元论思维模式和离身认知论存在缺陷,自１９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对二元论和离身认知

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指出:“我们所谈论的世界与主观被

给予方式之间的相关性,将存在看作是意识的相关项即看作是被感知、被回忆、被期待之物.”[６]马

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针对二元论的弊病,提出了“存在”的概念,指出人的存在是“在世

界中的存在,同世界是一体的、相互关联的”[７].莫里斯梅洛Ｇ庞蒂(MauriceMerleauＧPonty)基于

知觉现象学的视角,认为“知觉的主体是身体,身体‘嵌入’世界之中知觉、身体和世界是一个统

一体”[５],因而“人是活生生的、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其主体性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而

实现的”[８].约翰杜威(JohnDewey)则指出:“一切理性思维都是以身体活动和经验为基础的,对

任何心理现象都不要作先验的、离身化的解释.理性操作源于身体器官的活动.”[９]由此可见,人类

的认知、语言、知识等都产生于身体的知觉和行动.哲学和心理学的具身转向为教师学习方式的现

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二)技术支持:数字化时代教育技术的强力支撑

２１世纪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希望与绝望共生的瞬息万变的数字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一

切都面临着革新与超越.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时空观遭到颠覆,时

间的即时性、连续性和空间的广延性越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同时,在时空的相互置换过程中,空

间对时间的占据,时间对空间的消解,使得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数字化时代的典型特征在于时空

的突破、海量信息的共存、人际交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种偶发事件的出现.在数字化时代,教育技

术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计算机网络和各种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学习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

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形成了具有高度流动性、不断变化的学习环境;无数由学习者组成的小规模

团队活跃在网络上,持续学习,积极参与大规模网络课程建设;面向学习的大量数据库、成千上万的

信息论坛以及维基百科等应运而生;学习者通过自我构建独立和个性化的学习界面来认识世界和

理解自身,依靠内部动机去发现、加工、过滤和共享新信息,对自身的学习表现不断进行测量和评

价”[１０].在数字化时代,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大量运用、各种学习网站的建立、大规模网络在线课程

(MOOC)的推出以及网上虚拟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学习突破了封闭的空间,走向了个性化、泛在化、

交互化与合作化.教师学习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由传统的线性学习走向了立体式的学习,由间断

性的学习走向了连续性的学习,由封闭性的学习走向了开放性的学习,由个体式的学习走向了“共

同体式”的学习,并最终走向持续性学习和终身性学习.由此可见,数字化时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

展为教师学习方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更加强调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身体的“嵌入”、

经验的加入和多样化学习情境的创设.

三、具身学习:现代教师学习方式的转向与表征

(一)具身学习的理据

具身认知理论是教师具身学习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从整体上看,在认

知过程中,心智、身体与环境是统一的整体.“心智嵌入大脑、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它们之

间是一种嵌入的关系.”[１１]第二,身体的特性决定着认知过程和认知方式.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身体机制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第三,在认知过程中,身



体提供了认知的内容.“人们对身体的主观感受和身体在活动中的体验为语言和思想提供了基础

内容.”[１２]身体以及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最原始的概念.例如上下、左右、前

后、远近、高低等都以身体为中心,而冷、热、温、凉、麻、辣、烫等表现的也是身体的感受.总之,具身

认知理论针对“身心二分”的离身认知观,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认为认知是在身体和

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心智、身体和环境是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身体不仅决定着认知的方式和过

程,提供认知的对象,而且制约着认知的效果.

(二)教师具身学习方式的内涵与表征

１ 教师具身学习方式的内涵

现代教师学习方式不同于抽象的、离身的教师学习方式,它是一种身体和心智兼具的学习方

式,不仅包括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学习的方法和策略,而且蕴含着复杂的思维活动.教师具身

学习方式是教师的身体、心智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从而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基本方式.它具有以下

三层内涵:

(１)教师具身学习方式是一种整体性的学习方式.它表明教师学习是心智、身体与环境相互作

用的过程,强调教师主体的心智、身体与客观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教师在学习过程中,通

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不断丰富和完善心智.教师具身学习是指身处一定文化和环境中的教师学

习行为.身体的运动形式不仅体现特定的环境文化,而且也塑造着不同的文化风格.因此,教师学

习方式具有整体性,它包含教师身体、心智、环境和特定的文化.

(２)教师具身学习方式强调身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教师学习不仅涉及教师的身体构

造、神经结构和知觉运动系统,而且还包含着教师的身体体验、经历与经验等.有学者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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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记忆、情绪、语言和生命编织在一起的有机

体.”[１３]因此,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基础的作用.同样,在教师具身学习过程中,身体是学习活

动得以发生的前提,不仅承载着整个学习过程,而且不断地生成个体经验和意义.通过身体与环境

的有机互动,个体可以有效地获取外界信息,并积极转化为实践经验和个体智慧,同时借助不同的

身体动作和符号促进知识、经验和智慧的表达、传递与分享.

(３)教师具身学习方式是一种极具情境性和文化性的学习方式.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行为

并非脱离情境、语境和文化的价值中立行为,而是一种具体的、“嵌入”环境之中的价值关涉行为.

教师具身学习方式意味着教师学习是教师主体在特定文化和情境中的认识行为,受一定的文化习

惯、特定场域和认知方式的制约.教师学习是极具情境性的个性化学习.在实践中,无论是群体性

的教师培训,还是个体化的教师学习,都更加注重教师主体的培训需求、个体经验、学习风格以及教

师身体的参与和心智的加入,如教师参与式学习培训、小组合作学习、影子研修培训以及自主探究

学习等.

２ 教师具身学习方式的表征

从直观的角度而言,在教师日常学习中,教师具身学习方式通常表现为体验性学习、反思性学

习以及活动性学习.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教师具身学习方式体现的是一种交互式学习的复杂

思维,它不同于简单机械的线性思维,而是主张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有序性与无序性交融、动态性

与开放性结合的思维方式[１４].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教师学习的多样性、互动性、情境性和开放性.

具体而言,教师具身学习方式具有如下特征:

(１)在教师观方面,教师不再是“单子式”的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人”而存在.不仅教师自身



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教师与环境也是相互交融的整体.教师是身处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具有特

定的社会担当、文化使命,身体与心灵和谐发展的独特个体.在实践中,教师的心智、身体与环境密

切相关,心智“嵌入”身体之中,身体“嵌入”环境之中.教师学习过程是教师的心智、身体与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因而此教师不再是“知识膨胀”的理性人,而是有着独特的个性、经验和丰富情

感的活生生的人.教师是作为“大写的人”而存在并栖息于教育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２)在知识观方面,知识的获得是教师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和多重建构的结果,具有境遇性、文

化性和价值关涉性.一方面,知识的学习和生成过程以及知识学习的效果受个体身体、心智和特定

情境的制约;另一方面,知识的选择是个体在特定文化场域中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行为,受主体

的价值倾向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教师具身学习方式体现的是一种情境性、建构性和生成性的

知识观.无论是在知识的获得与生成过程中,还是在知识的建构与创新过程中,教师的心智与身体

都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

(３)在学习观方面,教师具身学习方式体现的是一种过程性学习观、体验式学习观和发展性学

习观.教师具身学习方式强调:教师学习不仅是教师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实现知识建构和自

主发展的过程,更是教师身体的体验和心智的提升过程;教师学习不仅立足于当下的情境和问题,

而且着眼于教师的日臻完善和长远发展.教师具身学习方式表明,在教师具身学习过程中,教师主

体依靠已有的知识基础和个体经验,借助身体与外在环境发生互动,从而获取新的信息,促进知识

的更新、情感的升华和实践经验的生成.因此,教师具身学习就是教师主体的身体、心智和精神日

渐完善和整体发展的过程.

(４)在时空观方面,教师具身学习方式体现的是一种连续性、即时性的时间观和泛在性与广延

性的空间观.在数字化时代,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获得了新的突破,

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的有机融合、课堂学习与远程学习的合理交互大大拓展了教师学习的时空.

同时,由于各种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介入、网络课程的大量开发以及虚拟学习共同体的建构,教师学

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教师学习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特性.

四、结　语

教师学习方式从离身到具身的现代转型是教师观、知识观、学习观和时空观的整体性变革.它

不仅是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且更是数字化时代教师学习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关

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指出:“把教学改革作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

充分利用模拟课堂、现场教学、情境教学、案例分析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增强师范生学习兴趣,提

高教学效率,着力提高师范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１５]由此可见,推进教师教育课程

改革的核心环节在于教学改革的有效实施,而教师学习方式的变革则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数字化时代教师学习方式的现代转型为教师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教师教育改革

要树立新型的教师观,要认识到教师是作为“整体的人”而存在的,是身体、心智和精神的有机统一

体.教师是改革的参与者,对提高教师教育改革的成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教师教育改

革要为教师学习方式的现代转型提供引导,为教师开展体验学习、情境学习和现场学习等提供有利

条件,促进教师学习的实践转向.最后,教师教育改革要创建富有文化内涵的学习环境,促进教师

主体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获得专业成长和身心发展.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教师

学习环境,拓展教师学习的生活时空、职业时空和专业时空,实现教师职前职后和校内校外的终身

化学习和连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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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DisembodimenttoEmbodiment:
TheTransformationofTeachersLearningStyleintheDigitalAge

LISen,CUIYouxing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Teacherslearningstyleisthesumofmethodsandstrategiestoobtaininformationfromthe
outsideworld,promoteselfＧreflection,andachievein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dualist
thinkingofsubjectandobject,teacherslearningstyleisdisembodiedininstitutionalizededucation．
Withtheembodiedshiftofphilosophyandpsychology,theriseofembodiedcognitivescienceandthe
adventofDigitalAge,teacherslearningstylechangesintoanembodiedlearningstyle．ThetransforＧ
mationofteacherslearningstyleisnotonlythechangeofspecificstrategiesandwaysofthinking,
butalsothechangeoftheconceptsoftheteacher,knowledge,learningandtimeＧspace．Thisprovides
animportantenlightenmentforthereformofteachereducationwithcertaintheoreticaland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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