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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视域下幼儿园非遗教学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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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四川自贡　643000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幼儿文化认同感、

爱国感、归属感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幼儿园有关非遗教育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相对较少，幼儿园非遗教学中还存在着

体验浅表化、环境单一化以及认知预设化等问题。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产生于身体感知、行为活动与环境体验的交

互作用，这为非遗教学提供了的理论视角。本文首先阐述了具身认知理论与非遗教学的契合性，进而剖析了非遗教学的具

身意蕴，审视了非遗教学的现实困境并基于困境提出了相关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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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2021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

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具有重要意义。[2] 以上一系列政策文件肯定了非遗教育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我们要保护和传承好非遗，不

应仅限于理论层面的展示，而应通过创新方式融入教育的各

个环节，使其成为活态的文化传承载体，从而实现非遗的可

持续发展和文化自信的提升。

学前教育阶段是儿童文化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不仅能培养幼儿对传统文

化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还能有效提升其审美素养和创造力。

但当前幼儿园非遗教学存在目标功利化、内容碎片化、形式

刻板化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制约了非遗文化的育人价

值。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构建

的，而幼儿正是在这种身体感知和亲身体验中来学习的。

非遗教学与具身认知理论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都注重身

体参与和文化情景的互动。因此，本研究从具身认知理论

入手看，剖析当前幼儿园非遗教学存在的现实困境，以具身

认知理论为要点，提出相关优化策略，促进幼儿园非遗教学

质量的提升。

1. 具身认知理论与幼儿园非遗教学的契合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 20 世纪中后期，是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和神经

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的产物。具身认知理论否认身心分离

的二元论，强调认知过程深深根植于身体结构、感知运动系

统以及外部环境的互动之中，而非单纯依赖于大脑的抽象符

号处理。因此，认知形成于大脑中，大脑存在于身体中，认

知来源于身体的多种感官所产生的经验，身体融入在不同的

物理、生理和文化环境中，认知、身体和环境形成动态的统

一体，均不可或缺。[3] 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观点为教育领域

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刻影响了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学校课

程组织的理念与实践。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教育必然走向

身心融合的体验式模式，而非遗教学也不例外。幼儿园非遗

教学旨在通过传统技艺的传承与文化浸润，帮助幼儿建立文

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培育审美情趣与创造能力。文化传

承不是静态的知识传递，而是动态的身体实践，幼儿通过亲

身参与，将非遗内化为自身的文化认知，从而实现非遗文化

的“活态传承”。幼儿园非遗教学并非单一技艺的简单传授，

而是通过具身化体验促进幼儿文化价值观的动态生成，这一

过程与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

2. 剖析：幼儿园非遗教学的具身意蕴

2.1 认知的具身性

认知的具身性认为认知不是脱离身体的抽象思维，而

是根植于身体经验、感知运动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即心身是

一体的、统一的且不可分离的整体，心智是基于身体和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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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因此，具身认知理论

强调对身体的依赖以及身体经验对认知的重要性，离开身体

或没有身体经验的认知是难以发生的。[4] 认知是“具体身体

对外在的感知，身体的生理结构、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的

现实状态以及身体的感知运动经验决定了人类对世界的感

知和解释。”[5] 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处于前运算思维阶段，

学习具有具体形象性的特征，其理性认识需要建立在感性认

识的基础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区或群体在与环境互

动中世代相传的实践与观念的产物，其本质是“身体力行”

的智慧结晶，承载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民族

特色。在非遗教学中，幼儿通过身体的直接参与、多感官沉

浸、情境化体验与动态生成性学习，使幼儿在触摸、操作、

欣赏与感受中深度理解非遗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

2.2 生成的动态性

生成的动态性认为：“知识和经验既不纯粹是人对外

在世界的简单表征，也不纯粹是心智的臆造，认知是身体在

同环境、历史文化相互作用之下不断生成的过程。”[6] 认知、

身体与环境构成了动态耦合的整体系统，个体通过认知与身

体的协同运作，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切身体验，最终形成

大脑、心智、身体与环境的有机统一体。认知过程本质上是

大脑、身体与环境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具身认知的生成必

然要以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为参照。在幼儿园非遗教学中，幼

儿在身体与材料、环境的互动中，通过操作、试错和协作，

自主构建对非遗技艺与文化的理解，而这些过程都体现了认

知、情感与社会性的动态生成，而非预设知识的简要传递。

3. 审视：具身认知视域下幼儿园非遗教学的现实困境

3.1 身体参与的浅表

幼儿的学习是通过对具体事物、具体情境的感知而获

得的，学习过程中其身体感知觉、内心感受和情感个性往往

是融为一体的。[7] 因而，幼儿的学习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

础之上的，幼儿通过身体的参与获得实践的经验从而达到身

心协同，正如梅洛—庞蒂（Merlean—Ponty）主张的“知觉

在先”，人认识客观世界首先是通过身体感知觉而非理性思

维 [8]，也就是说人认识客观世界始于感官，感官协同大脑整

合多源数据，形成完整表象，通过理性分析其本质规律，最

终在实践验证中深化认知，实现从表象到本质的认知升华。

而在目前幼儿园非遗学习的实践当中，幼儿教师虽然加入了

具体实物和动手操作的环节，但其动手操作仍缺乏一定深

度。[9] 幼儿多以重复教师示范的步骤完成技艺学习，缺乏对

动作与结果关系的深度理解；教学中教师常使用塑料、纸质

等替代性材料，削弱了幼儿通过触觉、重力感知真实非遗材

料的机会。例如非遗教学中，以扎染学习为例，教师提供现

成的扎染工具包，幼儿仅需要将预制好的白布用橡皮筋简单

捆扎好后浸入染料桶，静置片刻即可取出展开。此类操作方

式虽然能让幼儿快速获得扎染作品，但幼儿却无法通过触觉

感知棉布的吸水性、麻布的粗糙度对染色效果的差异，无法

体验传统植物染料的提取过程与化学变化，更无法探究“捆

扎松紧度”“折叠方式”“浸染时长”是如何影响团的晕染

层次和色彩渐变。

3.2 认知建构的预设

在幼儿园非遗教学中，认知建构的预设性表现为教育

者对幼儿学习路径的隐性假设，即认为幼儿对非遗文化的理

解必然遵循“感知—模仿—内化”的线性发展模式。这种预

设性往往体现为教师提前设定非遗知识的“正确”解读方式，

将复杂的文化符号简化为可示范的标准化动作或图案，如要

求幼儿按固定步骤剪出对称窗花或用统一手法捏制泥塑动

物。教育者潜意识里假定幼儿只有通过复制成人提供的非遗

范式才能达成文化认知，却忽视了非遗技艺本身在历史流变

中蕴含的多样性和创造性。这种预设导致教学过程中过度强

调技术模仿的准确性，而非鼓励幼儿基于自身经验对非遗文

化进行个性化诠释。此外，非遗教学中的时间预设也限制了

幼儿的认知深度。常见的“一课一非遗”教学模式隐含“文

化可碎片化习得”的前提，假定幼儿能在三十分钟内理解一

项非遗技艺的核心内涵。这种时间压缩迫使教师省略文化背

景的铺垫，直接进入技能传授环节，导致幼儿的认知停留在

动作模仿层面。实际上，非遗文化的认知建构需要沉浸式的

持续探究，如节气民俗的理解需结合自然观察、农事体验、

饮食制作等跨学科活动。但当前教学中的模块化预设切断了

这种有机联系，使幼儿难以形成对非遗文化的整体性认知。

4. 探索：具身认知视域下幼儿园非遗教学的策略研究

4.1 身体力行，深化幼儿体验

非遗教学应超越形式化的展示与浅层模仿，通过身体与

环境的深度互动，实现文化认知的具身化。教师需创设支持

多感官参与的操作情境，让幼儿在触摸、拆解、重组材料的

过程中，自然理解非遗技艺的物质特性与文化逻辑。动作设

计应遵循”感知—探索—创造”的递进原则，使身体经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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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重复升华为意义建构。时间安排上要预留充分的试错周

期，允许幼儿通过反复的身体调试深化对工艺原理的领会。

同时，教师自身应以文化实践者的身份参与其中，通过示范

真实的工作状态，传递非遗背后的精神气质，而非仅作为指

导者出现。最终，身体参与的价值不在于动作的精确复制，

而在于通过肢体语言与物质材料的持续对话，使幼儿形成”

我做故我懂”的文化理解模式，让非遗传承真正扎根于身体

记忆与生活实践之中。创设多维度的非遗学习环境

4.2 打破预设框架，尊重幼儿的意义生成

非遗教学要突破成人预设的认知框架，关键在于建立

开放性的文化对话空间，让幼儿的认知建构从被动接受转向

主动生成。教师需摒弃”标准答案”思维，以文化协作者的

身份，通过启发性提问和弹性引导，支持幼儿在非遗体验中

的自主探索和创造性表达。教学环境应设计为可探索的意义

场域，提供多元文化素材和开放性工具，允许幼儿通过自主

操作与反复试错去生成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评价维度应从技

艺模仿转向意义表达，珍视幼儿在非遗活动中萌发的每一个

文化想象与创造性诠释。这种教学转型的本质是将非遗传承

从”文化复制”升华为”意义创生”，让幼儿真正成为文化

理解的主动建构者，而非被动的接受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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