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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具身认知为根基的身体素养理论，从身体、认知、情感、行为 4 个维度揭示幼儿

身体活动参与的整体性循环，指出幼儿体育活动应是具身性、体验性、综合性的身体活动，并针

对性提出要转变教育理念，增进“具身性”理解；聚焦身体体验，推动幼儿体育回归“身体”本

源；强化动作教育，夯实身体活动促动幼儿健全人格之根基；创设具身情境，构建健康生活与健

康行为的可供性环境等建议，以期为幼儿体育教育变革提供理论框架及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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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the theory of physical literacy reveals the overall cycle of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body,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and 

also points out that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ies should be "embodied", experiential and comprehensive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specifically propose to change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embodiment"; focusing on physical experiences and to promote young children's sports to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body"; strengthening movement education and to consolidate physical activity in order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young children's healthy personality; creating an embodied situation, building a healthy life and healthy behavio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operation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Keywords: physical literacy; physical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embodied cognition; physical experience; 

physical activity 

 

 
  
收稿日期：2023-10-31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与改革项目“身体素养视域下幼儿体育活动设计创新研究”(GD20YB348)；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

目“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幼儿体育教学设计及教学效果研究”(2022WTSCX059)。 
作者简介：梁坤(1988-)，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幼儿体育与健康研究、儿童青少年体育研究。E-mail：kunliang000@163.com  

通信作者：庄弼 

幼儿体育教育质量决定幼儿体育发展水平，关系

着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及健康中国建设成效。幼儿体

育教育作为幼儿体育实施的基础环节，存在着动作教

学目标凌乱、内容随意、形式单一，强调基本动作技

能训练、测评评价成人化等问题[1]，以及片面强调促进

幼儿身体健康的教育。表面上看，重视基本动作技能

的训练及测评是强调体育的健身功能体现，而深层次

看，片面重视基本动作技能训练容易忽视幼儿活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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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体验、个体主观能动性，以及体育的智育价值

和德育价值。当前幼儿体育教育仍然将幼儿看作被动

地进行动作技能训练的“客体”“容器”，依然停留在

传统的“无身认知”阶段，忽视动作学习的“具身”

认知过程。幼儿体育教学成了教师发号施令、幼儿被

动参与的单项传递过程，缺乏幼儿自主发起、主动参

与的师幼双向互动过程，更缺乏对幼儿身体体验、身

体经验的关注，造成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自信

降低，加速“身体活动缺失症”蔓延，不利于幼儿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的养成。 

要改变这种困境，首先要改变当前幼儿体育教育

观念，树立“积极主动的身体活动让幼儿体育更有意

义”[2]的新观点。为此，本研究引入以“具身认知”为

核心的身体素养(Physical Literacy，PL)理论，试图用体

育活动的身体-主体观取代体育活动的身体-工具观，

将着眼点由关注幼儿在体育教育中的被动训练转向积

极的身体体验，将旨在满足幼儿生存需要的基本动作

技能学习的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追求幼儿体育教育中

动作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夯实身体活动促进幼儿健全

人格之根基，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效益。 

 

1  身体素养的理论溯源 
1.1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追寻事物本质的理论逻辑 

现象学是 20 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胡塞

尔创立，该理论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强调进行“现

象学的还原”“回归事物的本质”。胡塞尔将先验意识

作为现象学研究对象，更关注观念对象的生成，被称

为意识现象学。随后，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无论

是胡塞尔的“先验意识”，还是萨特的“纯粹意识”，

都无法有效解释意识的内在性困境。于是，他诉诸于

活生生的、有思想的身体视角，基于存在主义视域突

出身体“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意义。“存

在先于本质，我们的本质是在我们栖息的不同环境里

不断累加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是世界的典型产

物。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与世界的互动创造了我们自

己，我们的独一无二和存在本质源于我们与世界频繁

互动的结果”[3]。他强调身体与知觉、身体与世界互动

的重要意义，认为身体是以整体的方式与世界和自我

融合在一起的，知觉是“身体-主体”与世界之间的

“对话”。在知觉中，“身体-主体”通过感知觉与世

界直接接触，表现为外在化与内在化的有机统一，这

揭示了身体与知识之间的整体性[4]。在这里，身体(的

概念)不再是意识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是充分考

虑到具体情境中的身体-主体，是每时每刻发生着的

身体体验的身体，是身心的互动和交织在一起的身体，

是人与世界互动最源初的际会方式[5]。所以，梅洛·庞

蒂认为真正的“现象学的还原”必须回到体验随时发

生着的现象学场域中，“个体必须通过自身的身体去感

知外部世界，以获得丰富的身体经验”。 

基于此，梅洛•庞蒂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整合起来

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取向——具身性，又称具身认知

(即“身体现象学”)，旨在超越意识内在性困境，从

意识现象学转向身体现象学。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

具身认知逐渐成为多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成为

新的研究范式。 

1.2  具身认知理论：身心一体论的哲学立场  

具身认知源于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身心问

题。古希腊时期，心灵问题往往定义为灵魂问题，身

心问题即是肉体与灵魂问题，但肉体是有限的、变化

的、会死的，灵魂则是无限的、不变的、不死的。身

心二元论将身体与心灵截然分开，把身体看作认识的

客体、心灵发生的“场所”“载体”，只关注心灵就可

以解释思维(认知)，而不考虑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更甚者将心灵凌驾于身体之上，认为心灵支配身体，

身体服务于心灵，造成日常生活中身体活动与身体教

育被忽视的现象。自笛卡尔之后，哲学从本体论转向

认识论，身心问题暂时被悬置，直到尼采那里再次“复

活”(强调身体存在的绝对意义)。随后，海德格尔、

梅洛•庞蒂等哲学家逐渐关注身体，身心开始走向融

合，并最终产生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6]。 

具身认知理论秉持身心一体论思想，认为身体和

心灵是统一的整体，身体与环境的频繁互动造就复杂

的心灵与认知，二者互通互融不断促使身体、心理与

环境迈向一体化进程。所谓身心一体指的是身体在心

理中，心理也在身体中，二者“手拉手，心连心”，是

一种“身心合一、不分你我”的整体观。该理论认为，

从根本上讲，身体及其与外在环境的耦合关系不仅涉

及儿童认知发展的核心机制，也构成儿童高水平认知

及抽象思维发展的基础[7]。心理是由“具身的”不同感

知觉运动通道产生的身体体验、身体经验构成的。换

言之，认知依赖于主体的各种身体体验、身体经验，

而这些都源自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具有各种感

知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身体并非传统认知科学所认

为的仅仅是心理发生的“场所”“载体”，而是认知过

程的主体，是体验过程中的身体。身体和心理如同一

枚硬币的两面，是主体经验的两个不同侧面。这意味

着身体与心理应被同等对待，有什么样的身体体验和

身体经验就会有什么样的认知方式。因此，身体是认

知的基础和根基，身体的性质决定儿童的认知方式和

内容，决定儿童如何形成概念、判断和进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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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 Whitehead 根据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

具身认知理论，基于体育教育发展现状，提出具有哲

学蕴味的身体素养(Physical Literacy，PL)理论。她反对

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把身体与心灵、人与环境相割裂”

的观点，赞成“身心是相互融合的、一体的”整体观，

认为“具身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及认识世界的

基本方式，强调身体(感官系统、运动系统等)是主动

参与人类认知发展的，不同的身体感知觉会带来不同

的身体体验、身体经验，从而产生不同的认知。即是

说，身体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主体，具有重要的哲学地

位、认知价值和决定作用。 

 

2  身体素养的核心组件及其内在机理 
“身体素养”是 Whitehead 于 1993 年提出，成为

近年来体育领域最热门词汇之一，是指个体在一生中

维持适当水平身体活动所需的动机、信心、运动能力、

身体知识和身体理解。这一具有哲学意蕴的概念，蕴

含着巨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2.1  身体素养的核心组件 

由概念可知，身体素养包括认知、身体、情感和

行为 4 个环环相扣且相互依存的组件。 

(1)认知组件：知识与理解，指个体对身体动作和

表现的认知，对身体活动的认知及对健康生活的认知

3 个方面。在身体动作和表现认知方面，主要是指对

与身体动作、身体表现相关的概念、原理、策略及特

点等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强调理解身体动作对身体活

动参与的价值；对身体活动的认知方面，主要是指认

识到身体活动对于健康的价值，能够运用知识和技能

以维持长久的身体活动；在健康生活认知方面，主要

是指运用知识和技能助力体适能健康效益，强调身体

活动参与、适宜挑战和自我表达及社会互动对人类生

存发展的重要价值。 

(2)身体组件：运动能力，指对个体动作技能及动

作模式发展方面的要求，属于动作教育方面的重要内

容[8]。动作技能是人体在运动中掌握和完成动作的能

力，主要指基本动作技能。主要包括以下 3 类：位移

技能，如走路、跑步、跳跃等；物体操控技能，如投

掷、击打、脚踢等；非位移技能，如站立、旋转、转

身、弯腰等。动作模式，主要是指不同动作序列或基

本动作技能组合形成的有规律的动作形式，是执行高

质量功能性动作的基础，其质量决定着人体动力链的

效率。动作模式的习得得益于不同基本动作技能的发

展，多元化基本动作技能形成复杂动作模式，二者构

成运动能力的基础[9]。基本动作技能和多样化动作模式

为个体进行运动竞赛以及终身身体活动打下坚实基

础，同时也为个体有效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提供多元

化选择。 

(3)情感组件：动机和信心，指个体积极参与身体

活动的动机和自我价值感。个体在身体活动中，主动

(或被动)的动机源于积极(或消极)的身体体验，积极(或

消极)的身体体验激发(消磨)参与身体活动的动机，提

升(或降低)积极参与身体活动的自我价值感，动机与

信心对实际的身体活动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促动(或

消退)作用。 

(4)行为组件：身体活动参与，指个体应主动承担

起身体活动责任，形成积极健康的身体活动方式，以

养成负责任的个人及社会性行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

婴幼儿至儿童时期身体体验、身体经验对个体生命成

长过程中积极的身体活动行为养成至关重要，良好的

身体体验可促使其定期参与身体活动，将身体活动融

入现实生活并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2.2  身体素养的内在机理：身体活动参与的整体性循环 

身体素养基于身心统一性，立足于具身性，构建

起身体认知、运动能力、身体体验(经验)与身体活动

参与及生活方式的耦合关系，其内在机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身体素养核心组件及其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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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性循环中，“具身”的身体是身体活动参与

整体性循环的起点和基础。个体在理解和评估身体动

作和表现、身体活动、健康生活的认知等整体效益(不

局限于体质健康)基础上，基于已有的基本动作技能

(FMS)及动作模式(MP)等运动能力，如若注重积极的身

体体验则能够激发幼儿积极主动的动机，促使其积极

参与身体活动，获得良性的身体经验并建立自信最终

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形成“身体活动上瘾

症”)。与此同时，积极主动的身体活动参与亦能够拓

展关于身体活动的认知与理解，促进其提高基本运动

技能，丰富多元动作模式，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

成身体活动参与“正循环”。而注重被动的身体体验却

容易消磨幼儿主动参与的动机，导致幼儿不愿意参与

身体活动，失去自信，遭受身体活动不足，形成静态

久坐生活方式(甚至形成“身体活动缺失症”)。此外，

消极被动的身体活动参与，会妨碍个体对身体活动的

认知与理解，阻碍基本动作技能的掌握和动作模式的

丰富，导致消极的身体体验，引发身体活动“负循环”。 

上述内容揭示，“具身”的身体体验(经验)在身体

活动参与中具有关键性“枢纽”作用，决定作为身体

活动最终结果的身体活动参与(行为)反作用的程度，

塑造着个体对身体动作、身体活动及健康生活的理解

与认知，影响着身体活动参与的兴趣与自信，强化(或

削弱)运动能力(基本动作技能和多元动作模式)，由此

带来新一轮身体体验(经验)，产生新的身体活动参与

(行为)，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形成身体、认知、情

感、行为环环相扣且相互关联的统一体。 

 

3  身体素养对我国幼儿体育教育的启示 
综上所述，身体素养的内在机理揭示在幼儿体育

活动中身体认知、运动能力、身体体验与身体活动参

与之间的内在逻辑，是幼儿体育教育变革的理论指引

与行动向导。 

3.1  理论层面：身体素养揭示幼儿身体活动参与的内

在机理 

身体素养内在机理揭示幼儿体育活动参与的整体

性循环，蕴含着“身体-情感-认知-行为”间互通互

联，构建起身体认知、运动能力、身体体验与积极生

活方式及健康行为之间的耦合关系。在这里，身体是

幼儿认知发展的起点、基础和根基，是建构、理解和

认知动作及外在环境的媒介、途径和方法，在幼儿体

育教育中具有独特的智育、德育价值[10]。“具身”的身

体是幼儿身体认知、运动能力、身体体验(经验)及身

体活动行为的起点，是产生身体体验、身体经验的关

键；而身体体验、身体经验又是通向身体活动参与(行

为)的共同通路，是幼儿身体活动参与的“关键阀”，

决定着进入“正循环”还是“负循环”通路，关系着

未来幼儿身体活动参与(行为)的频率和可能。养成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是身体表现及身体活动

的终点，也是新一轮身体活动生成的起点，“身体-情

感-认知-行为”构成幼儿体育活动参与的整体性循环。 

幼儿体育活动应该是“具身性”、体验性、综合性

的身体活动。现代幼儿体育教育应秉持基于身体素养的

幼儿身体活动主体观，注重身体活动参与的起点——

身体的教育，强调引导幼儿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

实际操作等方式进行动作学习，使幼儿获得基于“具

身”的感知觉运动体验、运动经验，激发参与身体活

动的兴趣和需要，获得愉悦的身体体验、身体经验，

建立自信和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与此同时，建构起内

在的数理-逻辑经验和动作概念表征，理解与身体动

作相关的概念、原理、策略等知识，理解身体活动对

健康及健康生活的价值(即通过体悟的方式促进幼儿

认知的发展)，以掌握复杂的动作技能、动作模式及运

动协调能力，助力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身体行为的

养成，最终实现幼儿身体、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的

全面和谐健康发展。 

3.2  实践层面：身体素养提供幼儿参与身体活动的行

动向导 

1)转变教育理念，增进幼儿体育教育“具身性”

理解。 

身体素养理论认为，身体是幼儿体育知识与理解

的根基，也是幼儿动作认知的起始点。幼儿通过动作

把身体(活动)与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动作问题从

出生开始并不仅仅是动作问题，动作发展本身是幼儿

心理发展(认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阶段心

理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动作在幼儿行为中具有“深

度”或根本的重要性[11]。因而，基于具身的“动作”

在幼儿大脑、身体和环境持续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

中起关键作用，是幼儿理解和建构外部世界与自我的

基本手段。幼儿对身体(活动)及外在体育环境的认知

与理解，是形成动作概念的基础和前提。知觉符号理

论认为，动作概念表征是幼儿通过身体与外在环境互

动过程中的感知觉经验而形成的“具身”表征，只有

这样才能被幼儿所理解。即动作概念表征不是一种独

立的抽象符号或心理表象，而是基于“具身”的神经

表征，是幼儿经验客体时的感知觉、运动系统及内省

体验，是“身体(动作)-大脑-环境”之间相互联系、

交互作用的“具身性”理解过程[12]。从根本上讲，幼

儿是用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例如幼儿从高台

往下跳，首先是判断这个高度能否跳(高度与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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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相匹配)，再者敢不敢跳(设置与年龄相匹配

的高度才能达成情感的培养)，最后才往下跳。这个过

程既是幼儿通过身体动作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其“具

身”的认知过程。基于此，“跳”这一动作概念的习得

与相应动作思维的实现、情感的培养，均须借助以幼

儿身体活动、身体经验为载体的“具身”动作。 

由此可见，现代幼儿体育教育必须摒弃被动的动

作技能训练，以及具有“无身认知”特征——单调乏

味、一遍遍“彩排”的动作学习过程，回到基于“具

身”的运动体验发生时鲜活的“现象场”，重视幼儿通

过身体(活动)的感知觉、运动系统及内省体验多渠道

所获得的动作概念表征，把身体的知识、体育的知识、

儿童的知识与环境的知识有机链接起来，将基于“具

身”的身体认知、身体经验、运动行为、情感反应与

外在环境融为一体，形成身体认知与运动能力、身体

体验融为一体的身心、情绪情感、社会性发展一体化

培养过程，才能促进幼儿体育教育的“具身性”理解。 

2)聚焦身体体验，推动幼儿体育教育回归“身体”

本源。 

幼儿通过身体的感知觉器官与外界环境充分互

动，获得一系列始源性身体体验、身体经验。正向的

身体体验可能提高其增加身体活动频率的动机和信

心，而负向的身体体验可能导致其降低身体活动频率

和信心。因此，应重视积极主动的始源性身体体验、

身体经验，鼓励多感官参与、多通道整合的身体互动

以推动幼儿体育教育回归“身体”本源。 

(1)重视幼儿积极主动的始源性身体体验与身体

经验。著名科学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其著作《技

术中的身体》中，把“身体”区分为两个方面：“身体

一”是“主动的身体”(Active Body)，“身体二”是“被

动的身体”(Passive Body)，而具身认知中的身体即为

“主动的身体”。幼儿阶段的具身认知即是幼儿基于

“主动的身体”探索外在世界的过程，具身主体性就

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身体体验实现的[13]。幼儿运动时是

优先使用身体去感受、认识和体验，通过身体而进行

的学习首先是一种始源性的身体体验，是现象学意义

上的身体体验(即“回到身体本身”)。这种身体体验

是幼儿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幼儿作为独立的个人存在

的独特体验，反映并规定幼儿的动作学习特点、思维

形式及推理方式。幼儿借助自己的身体在体育活动中

与他人及外在环境频繁互动，形成关于“身体”“运动”

的多种体验和经验，主动的身体激发的是主动的身体

体验和身体经验，被动的身体激发的是被动的身体体

验和身体经验，这与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

所用的“经验”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经验”

包含有主动因素与被动因素，主动的方面——经验就

是主动尝试，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经历结果[14]。  

现代幼儿体育教育应重视幼儿积极主动的始源性

身体体验、身体经验，注重幼儿通过直接感知、亲身

体验和实际操作进行动作学习，聚焦主动的身体经验

所激发起的幼儿主动尝试的动机，保护其积极参与身

体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以获得良性身体体验和身

体经验，建立自信，从而形成良性生活方式(正循环)。

而注重被动的身体经验却容易消磨幼儿主动的动机，

导致幼儿不愿意积极参加身体活动，失去自信，进而

遭受身体活动不足的后果。因此，激发其主动参与身

体活动的动机和潜能，以提高其身体活动频率、提升

生命活动质量，最终实现身体、认知、情感与社会性

诸方面的和谐健康发展，而这正是幼儿体育教育回归

“身体”本源之要义所在。 

(2)鼓励幼儿多感官参与、多通道整合的身体互

动。波兰尼[15]认为，身体是认知运转的基础，是个人

接触外部世界时操作的最初工具，决定人类的认知方

式及功能特征。一方面，幼儿基于身体探索外在世界，

形成独特的身体体验、身体经验；另一方面，幼儿的

认知能力受到身体经验的限制，身体经验又形塑着幼

儿的认知。他们看到的是身体允许他们看到的，他们

听到的是身体允许他们听到的，同样，他们思考的也

是身体允许他们思考的。一项多感官参与、多通道整

合学习的研究表明，人们通常容易记住单纯阅读材料

的 10%、听觉材料的 20%、视觉材料的 30%，视、听

材料的 50%，视、听、做材料的 70%，以及视、听、

说、做材料的 90%。据此，多感官、多通道信息相对

于单一通道信息具有更高效率和更高可信性，且多通

道信息传输的准确性往往高于其中任何一个单通道信

息[16]。因此，多感官参与、多通道整合的身体互动，

符合幼儿身体发育规律和认知发展特点，是幼儿阶段

独特的学习方式。幼儿在体育活动中不仅能感知到肢

体动作的变化发展，还能获得独特的身体体验、身体

经验，这些身体体验(经验)是其动作学习与发展的“关

键阀”，刺激幼儿生成新的动机和认知，形成源源不断

的好奇心、兴趣及探究欲望，为其通过身体探究世界

奥秘奠定基础。 

现代幼儿体育教育应该摒弃仅重视动作技能训练

的单一通道传输过程，聚焦在一定学习情境中，基于

多感官参与、多通道整合原则，调动幼儿视觉、听觉、

触觉、运动觉等本体感觉及运动系统参与动作学习过

程；同时注重以身体运动为纽带，多种身体互动形式

的师幼互动过程，聚焦幼儿与实际“生活世界”频繁

互动中的身体体验、身体经验。如在《贪吃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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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幼儿根据掷骰子点数，听着快慢节奏的音乐，沿

着相应的路线(单数直线跑、双数曲线跑)，“吃”进相

应的人数，在此过程中保持平衡且不掉队，以发展幼

儿平衡能力。对幼儿来说，这种多感官参与、多通道

整合的学习，尤其是基于身体运动的辅助学习可以显

著激发幼儿学习兴趣、改善学习效果，进而提高动作

学习效率[17]。 

3)强化动作教育，夯实身体活动促动幼儿健全人

格之根基。 

幼儿动作发展不仅是其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更

是其智力发展乃至心理发展的主要建构力量。研究表

明：动作在幼儿阶段的心理发展中具有积极价值，是促

进幼儿认知、情感社会等方面发展的最后共同通路[11]。

德国著名幼儿运动教育专家、精神运动学代表人物齐

默尔[18]认为：“动作是幼儿身体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他

们获得感官体验和表达能力的基本途径。动作对儿童

发展具有探索、感受、表达、创造、比较、调节、个

体、社会 8 大功能，这些都涉及幼儿认知、动机以及

情感方面，而认知、动机和情感又受到其身体活动行

为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幼儿的动作教育不仅仅是动作

技能的教育，而指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内容，以身体为

轴心的、综合性的活动，包括动作的学习(基本动作技

能与动作模式)和通过动作的学习(身体教育、通过身

体对周围环境的探索、情绪情感的发展)，旨在通过基

于“具身”的动作学习掌握有关身体(活动)的知识、

技能，增进幼儿身心健康效益，或通过相关动作学习

达到其化的目的[19]。 

现代幼儿体育教育应将“动作”作为幼儿教育的

核心内容，强化动作教育在幼儿园课程中的核心地位，

构建以动作教育为主的身体活动课程。其显性功能是

促进幼儿基本动作技能(FMS)发展、多元动作模式的形

成，以及幼儿运动能力及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其隐

性功能是通过适宜强度的身体活动促进幼儿兴趣、专

注、个性、情绪、合作能力等认知、情感及社会性发

展，养成健全之人格[20]。具体来说，通过提供以成功

体验为导向、以儿童兴趣为中心、非竞争性的体育游

戏，巩固和提高位移、非位移和物体操控技能等基本

动作技能的熟练度，丰富多元动作模式，积聚丰富的

“动作库”(movement repertoire)，以有效应对复杂、

未知的外在挑战[21]；同时给予基于“具身”的动作教

育机会，如即兴创作、动作表演或角色扮演活动，激

发幼儿主动参与身体活动兴趣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为

幼儿身体认知、情感表达、社会交往等多方面发展提

供机会。 

4)创设具身情境，构建健康生活与健康行为的可

供性环境。 

当前幼儿体育教学缺乏足够的基于“具身”的运

动刺激，一方面导致幼儿大肌肉动作和精细动作发展

不够充分，身体素质、身体机能减弱，引起肥胖发生；

另一方面致使幼儿通过身体主动体验外在环境机会的

减少，引发直接的身体体验和感官体验的缺失，运动

参与兴趣降低，严重者可能导致退缩性行为，极大阻

碍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将幼儿置身于

直接、感性、具体的“物理实在”中，置身于活生生

的“生活世界”而非抽象的符号世界之中，是幼儿体

育教育基于幼儿回归“身体”本源的必然追求。幼儿

体育活动不是基于抽象化、符号化的学业学习，而应

是以游戏为主感性的、可操作的、具身性的活动。幼

儿体育教育是“具身”的，是基于“身体”的，同样

也是根植于环境的。在这里，“身体”不仅是指人的肉

体，也包括环境的“体”(body)。实际上，“具身”意

味着超越通常意义的幼儿身体而考虑大脑的近邻(身

体)和远亲(环境)对幼儿动作学习的贡献。 

幼儿体育教育应高度重视创设基于“具身”的运

动情境(运动任务)，构建融合动作发展、情感体验、

社会交往为一体的“可供性环境”，激发幼儿运动参与

的兴趣和信心。“可供性环境”是指对幼儿来说具有某

种“邀请”性质，能够吸引幼儿主动参与、无限探索

且安全可靠的运动游戏空间。国际上设计具有可供性

的幼儿运动游戏空间通常遵循 7Cs 原则(character 特

点，context 背景, connectivity 连通性，change 变化，

chance 机会，clarity 清晰度，challenge 挑战)[22]，将运

动游戏空间的物理状况(环境的“体”)与幼儿身体(“体”)

及心理发育联系起来，让幼儿接受丰富的运动刺激，

激活基于“具身”的视觉及认知连接性，逐步养成健

康生活方式和行为。 

 

基于身体素养的幼儿体育教育应转变教育理念，

秉持幼儿身体活动主体观，在明晰体育活动“具身性”

价值基础上，聚焦积极主动的始源性身体体验、身体

经验，鼓励多感官参与、多通道整合的身体互动，重

视通过多样化的动作教育促进其基本动作技能(FMS)

和多元动作模式(MP)的发展，创设具身情境，构建健

康生活与健康行为的整体性环境，促进幼儿养成积极

主动、认真专注、勇于探索和尝试、乐于探究和创造

的良好品质，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

培育其终身体育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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