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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体是生命的现实存在，对人的认知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教育不可能不依附于身体去开展，在教育中身体有着

特有的“隐喻”内化功能，而学校管理的本质是为了提升教育的质量，对学生身体教育是学校管理功能的重要体现。本文从身体教

育的视角出发，基于“身”和“心”二元合一的理论维度思考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尊重学生身体，理解学生身体，消解

对学生身体的“规训”，注重管理情境的建构等学校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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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离不开身体，人的认知和发展是建立在身体的基础之

上的，日常生活如此，教育亦如此。尼采关于“身体”的观点是关

于物质身体而非精神身体的强调，更是对当时西方时代背景下只重

视精神身体而忽视物质身体的一种质疑。反观当前我国学校管理的

现实境遇，对物质身体的管理与对精神身体的管理是不平衡的，且

认识存在片面性。这不利于学生“身”和“心”的协同成长，亦会

导致学校在开展教学管理的实践活动中将学生的“身”“心”无形割

裂的问题。由此，从“身心”合一的角度对“身体教育”进行研究，

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学校管理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什么是身体 

首先，人作为客观存在的个体，身体是其存在的真实体现，每

一个“自我”都具有独自的“身体”。[1]身体是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

“起源之所”，它承载着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的思想、意志及其

他的一切思维活动形式，是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肉体与心灵

的结合，呈现出生命和思想相融一体的灵动性。[2]人们对于身体的认

知是多元的、开放的。对个体而言，于生物机体的层面身体就是个

体的全部。有观点认为“身体既是肉体存在也是心体存在”，身体是

人身心的统一体现。[3]也有观点认为将身体即是人的存在，这是对人

的认识的具体化体现；而教育则是寻求“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

发展”的实现路径。[4] 

二、身体教育缘何说起 

从教育的历史上追溯，教育是个体间的言传身教实践活动，身

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这种以身体行为作为载体的教育

活动中，“身体”所承载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教育活动的具体实施

过程是借由身体的互动来实施的，同时教育活动实施之后，所形成

的关于身体行为的经验体现出的是学习的成效。但自苏格拉底时期

开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身体被“隐退”了，他提出灵魂才是

永恒的，灵魂的自由要脱离身体后才能实现。柏拉图则进一步将身

体与灵魂分为二元的维度来思考。笛卡尔则明确了思维和存在的划

分，把思维和肉体分为“身”与“心”的二元论体系。受着这些思

潮的深远影响，“身体”在教育中的意涵与作用日渐边缘化，甚至退

出了教育学的场域。 

随之，在中世纪漫长的思想抗争中，文艺复兴的崛起逐步使“身

体”摆脱了伦理束缚的牢笼。叔本华唤起了“身体”的觉醒，尼采

批判“身”“心”的二元对立，身体与灵魂同等共生的哲学命题的提

出，促使着“身体”的彻底觉醒，让“身体”重归教育学视野。[5]

基于前人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构建了真正的身体哲学。在他的

身体哲学体系中，身体是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且“我的身体”是我

在世的方式以及理解世界的工具载体。教育学场域中对“身体”的

关注也日渐兴盛，开展身体活动成为学校管理的必要环节，在活动

中“身体”与教育间相互作用的价值与意义得到彰显。身体是构建

知识的有机载体，是学习过程中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对于是否

能习得并掌握知识的意义，身体的卷入程度至关重要。 

由此看来，身体教育思想源于人类的身体活动的经验领域，身

体教育研究的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还应结合哲学、体育学等

其他领域的视角来进行整体性的观照。1733 年，杜博斯最先提出了

“身体教育”（éducation physique）一词，教育应尊重儿童的天性，

对于身体的关注聚焦于成长发育的过程，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原初状

态的呈现。19 世纪中叶，“身体教育”的意涵扩大到与身体健康的

相关的所有活动。然而到 19 世纪下半叶“身体教育”概念却逐渐窄

化为体育，[6]指通过特定的运动训练以增强身体体质，并使身体具有

某种特定的技能从而达到开发身体潜能的目的。[7] 

当教育领域的研究开始关注“身体”的命题，关乎身体的思维

模式逐渐形成。这种“身体思维”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身体”来思

考关乎教育的问题，即从身体教育的视角来审视教育。[8]身体教育是

以“身心”为核心的教学互动过程，身体教育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的教育。 

三、学校管理中的身体教育 

人的观念来源于身体感官经验，“以人为本”的教育要求我们必

须重视学生身体以及身体教育。因为，只要身体的活动是需要通过

学习的，那身体的本元就是“身”“心”合一的。在此意义上说，关

于人的教育就是关于人的身体的教育，而“以人为本”的教育，就

是以人的身体为根本的教育。学校是特定的场所，学校管理的目的

是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通过规章制度的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

组织地开展教育活动，以指导和培养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形塑学

生的价值观、品行修养、行为习惯等。但这个特定场所的作用远不

止于此，在我们可以想见的实然世界里，它也是一个限制，乃至规

训我们的场所。在福柯的身体论中，他认为规训方法并不是通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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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机构的形式来传播的，其传播的主要方法在于观察中心在整个社

会中的散布。[9]从这个角度来看，规训无处不在，其过程无疑已浸入

于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学校的管理自然就与对学生的“身体教育”

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学校的身体管理和身体规训是学术界中讨论有关学生身体

教育时较常用的两个概念。提高学生身体的认知度和感受度，并使

学生的行为更具规范性是学校管理中实施身体规训的最终目的。学

校的身体管理和身体规训二者有着一定的共通性，都是作用指向身

体的行为或行动，通过对身体的规限使得学生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

范。身体管理主要出于学校管理的需要，通过从学生的身体方面的

规限来达到良好管治学校的目的；身体规训虽然也有助于学校的管

理，但它更倾向于被用作对身体的政治管治技术。学生因正处于生

理和心理发展的阶段性不成熟的状态而需要一定的引导、培养也是

构成学校对学生进行身体管理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另一方面，

人的身体也具有社会属性，学校是一个公共场所，当学生进入学校

的时空之后，其身体的公共性质便不能忽视。因此，学生的身体在

作为社会组织以及公共时空的学校场所所具备的社会意象是学校对

学生进行身体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这一角度看，学校对学生的

身体管理主要出于促使学生加深对自身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了解，

促进学生社会认知的发展。 

四、身体教育之于学校管理的启示 

（一）学校管理要重视学生的身体自主管理权 

现代教育理念下，学生既是教育的服务对象，也是教育的参与

者和生产者，学生渴望维护切身利益，也期待能争取在学校管理各

方面的自主权。但长久以来，学校在管理过程中对于学生的利益不

够重视，忽视其身体应有的自由价值体现，对学生身体没有一个整

体性的认识。此类现象并不少见于课堂教学过程中，在中小学的课

堂教学中尤为常见。教师对学生的身体姿势提出规范要求，任何不

符合规范的身体动作都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学生会因为违反要求而

受到批评。学生在课堂上身体各部分的活动都是被约束、被制约，

身体的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课堂的当下，学生是不充分享

有身体自主管理权的。这些“制约”“规范”本质上无疑是对本应享

有的学生身体自由权利的一种漠视。这种漠视由何而来，杜威曾指

出“学校中普遍存在‘规训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规范学生的身体

行为占据了教师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这些规训的行为分散了

学生本该放在学习本身上面的注意力，如此一来，学校就不是在教

育学生为有意义地、优雅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能力负责，而是教育他

们履行压制自由的身体行为表现的义务。”[10]从杜威的观点中不难看

出，学校管理要充分认识学生的身体价值本质意义，这样才能很好

地理解学生对身体活动自由的诉求。在此基础上合理取消不必要的

制约和规范，给予学生一定的身体自主管理权，如此才能使学校管

理回归到对学生及其身体的尊重。 

（二）学校管理要充分认识身体教育的认知功能 

在学校管理中，诸如课堂教学、第二课堂实践等方面都涉及对

学生身体的教育。不管是课堂上教学管理中对学生实行的姿势等身

体活动规范，还是对学生的衣着打扮等外观方面的规定要求，都是

对学生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教育。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的身体教育大都

是为了规训其身体的规范行为，缺乏对身体整全性功能的认知。学

校管理在面向学生的身体教育中，发挥的是促进学生认知发展的功

能还是实现规训的目的以体现学校权威的功能，在具体的管理过程

中是有不同的体现和侧重的。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是一种“以人

为本”的学校管理观的体现。在这种管理观的观照下，学校对学生

的身体教育，应该强化“认知”身心合一的身体功能，学校管理最

根本的目的是为学生的身心发展而服务，不能只是为了体现管理作

为一种权力的资本。这个“认知”的首要前提便是在管理中合理尊

重学生立场，把学生的身心发展作为管理的最高价值追求，坚持以

人为本。只有这样，学校的管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之有效。 

（三）学校管理要注重身体教育情境的建构 

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基础相当一部分源自于管理学，而在场域

的视野中，学校管理充满着机制转换、权力平衡、资源分配等特征，

基于此在学校实际开展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必然注重程序的规范和逻

辑的严谨。要求学生对学校的管理规范、规章制度、教学培养计划

等有统一的认知便成为了现在很多学校的基础管理，过度管理的现

象也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统一认知不是单纯

依靠学校单向的约束、制约所能达到的，这同样是学生主动理解和

认同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学生用“身心”去配合建构。同

时，学校应该在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现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关注

过程中学生的身心体验，通过学生身心体验的结果反馈来反思管理

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建构学生的身体教育情境。这个情境的建构需

要学校“因身而异”制定管理策略，需要学校“因身而异”思考管

理对策；需要学校“因身而异”规范管理过程。综上，学校管理应

以学生“身心”成长为核心，尊重学生身体、理解学生身体，为学

生构建满足其“身心”发展需求的身体教育情境，以实现学校和学

生一起成长增值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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