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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理论对初中古诗词教学的意义以及应用
马绪晨 张奕玮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具身认知理论的提出代表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初中生正处于人生的转折阶段，价值观

世界观正在形成中，需要更多的心灵启迪。在目前的初中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教学已经占到了课程的三分之一，可见古诗

词教学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国目前的古诗词教学存在着教学方法枯燥无聊、教师应用多媒体不合理，导致学生缺乏想象力，

无法体会到诗词中的意境、缺乏对文化含义的深层剖析等问题。本文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深入探究了该理论应用于初中古

诗词教学实践中的意义与作用所在，为改善当前的初中古诗词教学现状提供了实践路径与策略。

【关键词】:具身认知；初中古诗词教学；意义与作用

引言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后，认知心理学一直是心理学

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具身认知理论成为了心理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领域，代表着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新趋向。该

理论引起了许多教育家的关注，他们认为该理论会改变

目前的教学现状。

具身认知关注现实生存中人的实际认知，强调认知

研究应该取现象学“回到原初经验”的方法，并赋予身

体在认知塑造中以一种枢纽的作用和决定性的意义，主

张在认知的解释中提高身体及活动的重要性。具身认知

理论主要指的是学生自己的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有着非

常强烈的联系，生理体验会“激活”心理感觉，反过来

心理感受也会影响到生理体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

就是人在开心的时候会微笑，而如果人们微笑，那么他

也会趋向于变得更开心。从具身认知角度来看，学习不

仅仅只是发生在颈部上的部位，同时还会受到学习者本

身对学习的兴趣、肢体动作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

学习并不是一个只靠脑子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同时也会

有多种多样的因素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本文接

下来将具体介绍这一理论应用于初中古诗词教学后所产

生的实践作用与效果。

1 初中生古诗词学习现状与问题
中华民族有着 5000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包含着我国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古诗词则是传统文

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古诗词篇篇经典，与现在的诗歌表

达形式不同，在唱与吟诵中传达出古人的思想与境界。

学习古典诗词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历史文化，吸取

历史的教训同时可以发展自己的经验，可以说古诗词是

中国人智慧的源泉。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

写现代诗歌，但是不得不说现代诗歌大多数都是欣赏它

的语言，但是古典诗词大多数欣赏它的内涵与底蕴。学

习诗歌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扩展学生的内涵，提

升学生的写作水平以及对美的鉴赏能力。初中课本中的

古诗词大多是一些传达作者思想情感，表达宏伟理想与

远大抱负的诗词，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

义。

由此可见，古诗词教学在初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目前，我国传统的古诗词教学存在着像教学方式枯燥

无聊、教师应用多媒体不合理、缺乏对文化含义的深层

剖析等许多问题。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1.1教学方式枯燥无聊

传统的古诗词教学以记忆为主，老师要求学生将古

诗词全篇背诵，全篇默写，一个字也不能出错。上课老

师会就某一个字单独拿出来给同学们讲解这个字为什么

放在这里，为什么这样用，翻译一下每个句子，最后分

析一下这篇文章的思路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课后使用

题海战术，布置大量的抄写默写作业。这种固定的教学

模式使得同学们无法理解诗歌真正的内涵，只觉得诗歌

学习十分枯燥无聊，无法提起兴趣，应付考试，甚至逐

渐对诗歌产生厌恶感。

1.2教师应用多媒体的方式不合理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很多教师认为多使用多媒体

技术会使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但是过多的图片与视

频会使学生眼花缭乱，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不

再关注学习重点，同时只会使学生发展其直观思维而限

制其对诗词意境的体会，并且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发展。

还有部分教师对多媒体操作并不熟练，课堂会出现部分

问题，影响课程的顺利进行。

1.3缺乏对文化含义的深层剖析

我国现在的古诗词教学基本停留在对诗词本身的分

析与理解上，很少会有对诗词背后的文化的深层剖析。

学生学习一篇诗歌后往往只能对这篇诗歌有一个大体的

感悟，学生掌握的知识都是片面的、割裂的，不能将知

识融会贯通，也不能将这首诗歌与其他的诗歌相联系。

这样就会导致学生无法对古代的文化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也无法在文化的熏陶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

人生观。

2 具身认知理论应用于初中生古诗词教学的实践路
径

核心素养中关于人文底蕴的要求主要是学生在学习、

理解、运用人文领域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基本能

力、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具体包括人文积淀、人文情

怀和审美情趣等基本要点。根据核心素养改编的最新初

中语文教学大纲中，要求提升诗歌在课程设置中的占比，

对诗歌不仅仅要求背诵，更要求欣赏诗歌，对诗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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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自己的感悟与心得。这就对我们传统的古诗词教

学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教学中合理

的使用具身认知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目前

古诗词教学的现状，改变传统僵硬刻板的教学方式，运

用情景教学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可以举办多种多样的

活动来使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到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底蕴，为学生未来的

发展打下基础。

基于具身认知视角来看，教师可以创设情境，布置

环境 ,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举办多种活动让学生在活

动中对古诗词有更深刻的了解，鼓励学生根据学习到的

内容进行自由创作，发展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下面将分

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2.1教师使用多媒体创设情景

教师要合理使用多媒体，可以在课前给学生播放关

于古诗词背景的视频与资料，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

静态的课本动态化，将平面的课本立体化，引导学生在

头脑中形成属于自己的画面。兴趣是实现具身认知情景

的重要要素。教师要及时的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想象出作者创作的背景。以《观沧海》为例，教师可以

在课前给学生展示一副壮丽的山河图，让学生们闭眼想

象自己站在山顶，身处丛林之中，耳边传来海浪拍击岩

石的声音，随着秋风吹过，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教师及时介绍这首词的创作背景，让同学对东汉末年有

着一定的了解。将整首诗播放给同学们听 ,引导学生逐

步体会到这首诗意境开阔、气势雄浑的特点以及作者宽

广的胸怀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这首诗是借景抒情的

典型，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还有没有学习过借景抒情

的其他诗歌，将新旧知识连接在一起，有助于学生形成

一个整体的框架。

2.2举办多种古诗词活动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古人喜欢用吟诵的形式来表

达自己的感情，现代也已经将许多著名的古诗词改成了

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包括《水调歌头》《明日歌》《墨

梅》《登鹳雀楼》《将进酒》等，或朗朗上口，或大气

磅礴，或细腻动情。初中生处于半幼稚阶段，他们对于

唱歌的乐趣要远远高于背诵古诗，因此教师可以给学生

播放一些有古诗词改编的歌曲 ,鼓励学生跟着哼唱，潜

移默化中学生就将古诗词记在了心里。近几年中央电视

台推出的诗词大会深受大家的喜爱。教师也可以模仿诗

词大会的形式，在学校或者班级里举行小型的诗词大会，

既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又可以让学生们受到古诗词

的熏陶，一举两得。这几年各种汉服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来了解关于汉服的知识，如果有条

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穿上汉服，一起吟唱古诗，来体会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3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与氛围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学生的学习与环境是分不开的，

强调要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情景。教师要把创设真实

情景当成古诗词教学的重点。教师可以在教室的墙上、

走廊里张贴一些古诗词或者一些历史事件，也可以张贴

一些学生自己的书法、关于古诗的手抄报、书画作品等，

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浓浓的古诗词氛围。这几年

随着社会对古诗词重视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街道上、

公交车上、广告牌上也开始张贴关于中国传统诗词的画

报，教师要鼓励学生日常留意自己身边的关于古诗词的

提示，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将看到的古诗词理解并背诵下

来。让学生可以在具身认知情境中对古诗词更加了解。

除了外部的环境，教学的氛围也很重要。教师的态

度是学生能否沉浸于具身认知理论情境中的前提。教师

要保持亲和的态度，多鼓励学生从多方面表达自己的感

受，对勇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给予表扬，对那些比较

内向不愿意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给予引导。当学生提出

一个新的观点时，教师不要急于反驳，而是认真听取学

生的看法，毕竟个人情感没有对错，只不过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观点罢了。教师多给予学生鼓励，学生会逐渐从

中找到学习的快乐。

2.4鼓励学生进行写作创作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学生的最优体验，不是简简单单，

随随便便就能获得快乐与成就，而是经过不断地努力，

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最后

站上顶峰的体验。的当学习完一首古诗词后，教师可以

让学生讲一下本节课的收获，自选角度，教师不加以限

定。课下让同学们自由发挥，可以写一写对这首古诗词

的感受，也可以写一下对当时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看法，

甚至可以模仿着写一篇自己的诗词。只有让学生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之内不断地挑战自我，才能得到一定的发展。

教师要对学生的创作进行认真点评，好的文章可以张贴

出来，让学生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唯有如此，

才能让学生得到最佳发展。

3 具身认知理论对初中生古诗词学习的意义

3.1通过针对性表扬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

在整个的课堂教学环节中，具身认知理论要求教师

需要细心观察，对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与

信息把握 ,在恰当的时机走到学生的身边，悄悄的对学

生进行一对一的表扬，通过独特且针对他们特点的表扬，

来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与关注，同时更好地

做到将表扬与学生优点相结合，做到表扬与学生的特色

相结合，学生在接收到来自老师的表扬以后，能够更加

明确自身的优点，将自身的优点发扬光大，久而久之他

们也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与发展，这对于学生的个人成

长而言十分重要。这样一来，被表扬的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自然就被调动起来了。因此，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

表扬方式，对于学生而言往往可以起到出乎意料的效果，

从而爱上古诗词学习的过程。

3.2促进学生认知发展

具身认知理论在环境与个体的关系上认为，是个体

作用于环境而不是环境引起人的行为的发生。人的内部

心理结构决定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是否受到注意或加工，

这是人根据自己的内部心理结构做出的选择。个体通过与

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赋予经验以意义，并对经验进行组织和

再组织，从而修正或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在课堂教学中，

该理论强调教师要根据学生已有的心理结构，设置恰当的



169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卷 第 12期 2021年

问题情境，引起学生的认知不平衡，激发学生的认知需要，

促使学生开展积极主动的同化和顺应活动，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同时掌握一般原理，并将新知识纳入自己的认知结

构，从而使自己的认知结构获得发展。

4 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古诗词教学越来越占据重要

地位。具身认知理论为我国目前的古诗词教学提供了一

个新的思路，学习不仅仅只需要学生运用其头脑，还要

与自己的心智、身体反应以及环境相结合。教师应该深

入了解该理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周围的

环境，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大胆

创作，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与审美能力，为学生将来的

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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