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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儿童多模态具身阅读服务研究
赵文萱　 冯川玉

摘　 要　 通过对具身认知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剖析,探讨多模态具身阅读教育实施的可行性。 基于

具身认知理论,公共图书馆可以构建多模态阅读服务模式,让儿童摆脱传统阅读方式的禁锢,用身体的

自然觉知引领阅读,加强文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图 2。 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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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人把人的身体看作存放思想的寺庙,我
们对世界得到的认识依赖于在世存在(being

 

in
 

a
 

world),这种在世存在与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与世界

的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简言之,与我们的具身性

(embodiment)不可分离[1] ,这也是当今认知科学研

究的重要领域。 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真正意义上

的教育应该是帮助学生去体验,去感受,从而获得独

有的经验[2] 。 阅读不仅是知识输入的方式,也是一

种认知行为。 如何在阅读中建立身心的连接,保留

身体的自然觉知,将教育渗透融合于阅读中,让儿童

的个性在阅读中得以施展,这是作为第二课堂的公

共图书馆有责任探索的阅读教育方式。 公共图书馆

创新阅读服务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对

少年儿童的教育职能,延伸与拓展课内阅读,让阅

读引领成长,通过文化和教育的有效融合推进教

育资源均衡发展,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

1　 具身认知理论

1. 1　 具身认知理论的内涵

具身认知理论( Embodied
 

Cognition) 是美国

语言认知学家 Lakoff 和哲学家 Johnson 提出的一

种认知理论,它强调通过人类自身的感知觉系统

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以获得对世界基本理解

的认知方式[3] 。 Shapiro(2007)指出,具身认知理

论凸显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身体在认

知过程中起到了枢轴作用和决定意义[4] 。 法国

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指出,身体具有认知能力,依

靠运动和知觉来认识世界及其意义[5] 。 心智从

本质上讲是一种身体经验,它基于身体,源于身

体,身体提供了认知的基本内容,身体活动既是感

知的源泉,又是思维发展的基础。 许多心理学实

验也证明了身体不仅仅是认知的途径、工具,还参

与认知的过程。 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是认知基于

身体,身体与认知密切相关,认知是身体的认知。

总之,有趣的“具身认知”可以全面开发使用自己

的身体和周围的环境,提升思维和记忆力,激发创

造力,改善情绪,理解他人,做出更好决策。

1. 2　 具身认知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在其《爱弥儿》 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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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们的感觉与所有器官都是我们通往智慧

的钥匙。 他强调身体活动对儿童心智发展的重

要作用,也非常重视对儿童的视觉、触觉、嗅觉等

感觉器官的训练,指导儿童学会怎样去感受[6] 。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被看成是具身认

知理论产生的有力支撑。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

威(Dewey)提出的“做中学”“知行合一”,
 

也凸显

了对身体的重视,他认为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究的

结果,儿童的认识发展是无法与实践活动相脱节

的,鼓励儿童主动利用身体探究世界,通过身体

的探究活动获取知识和经验[7] 。
在教育学领域,国外的研究较为深入,Eskild-

sen 通过实验证明了手势对语言习得有促进作

用,表明语言学习是高度具身化的活动,手势等

身体动作在认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 。
Nemirovsky 和 Ferrara 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动作

进行观察研究,结果表明,数学学习需要想象力的

参与,而身体活动在想象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9] 。 Hong 研究并验证了具身互动游戏对幼

儿学习的有效性[10] 。 Trowsdale 在长达五年的研

究中,证实了身心一体化的表演训练可以促进具

身认知,并对学习障碍人群有辅助作用[11] 。 英国

纽卡斯特大学设计了实验,在虚拟环境中为自闭

症儿童创设环绕式个性化的环境,指导他们练习

认知和行为技术,让自闭症儿童通过屏幕上的替

身,用身体行为和语言与同伴和在线老师进行互

动,通过训练,自闭症儿童的交互意愿增强了[12] 。
具身认知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国内尚处于起

步阶段,在中国知网( CNKI) 中检索得到相关文

献,大多数是关于国外研究成果和应用的介绍,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较少,且多偏重自然科学与技

术方面。 在国内图书馆界主要应用于空间设计

研究,有待在阅读服务方面进行深入的实践探

究。 具身认知理论的提出为阅读教育领域提供

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必将对阅读效果评估和图书

馆整体空间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公共图书馆应

在阅读服务中努力帮助读者发掘身体在阅读认

知过程中的作用,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推动阅

读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具身认知理论在阅读教育中的应用

原则
　 　

 

具身认知理论应用于阅读教育指导,能够促

进阅读方式的改变,打破“从文字到文字”的固有

模式,唤醒身体经验,将阅读与身体联结,把阅读

转变为身体参与的建构性理解,用身体的体验感

知内容,以身体的发展逐步带动思维的提升,丰富

和完善认知经验,这一科学理论为当前的阅读教

育提供了借鉴与启发,有效促进了阅读方式的变

革。 在阅读中应用具身认知理论应遵循三条

原则。

2. 1　 整体性

传统的阅读方式强调阅读内容具体化,着重

词句、结构、中心思想的理解,忽略了整体感知与

情感体验。 而具身认知理论则强调充分发挥身体

的认知作用,从“身体”这一整体出发进行阅读,
阅读的过程则是身心统一、全面发展的知识建构

过程,不仅是对阅读信息的接收、编码、储存、提
取,还包括情感、态度、记忆等多方面的整体构成。

2. 2　 情境性

Anderson(2003)强调在认知过程中人的身体

融入环境是极其重要的[13] ,认知内容由身体所提

供,身体又是嵌入环境的,认知、身体和环境形成

动态统一体,通过三者交互去感知事物。 阅读也

可以理解为对环境的感知和作用于环境的行为

之间互动的结果,通过营造“具身”的阅读情境,
激发儿童的经验和创造性,在共同参与中完成有

效认知,产生感同身受的具身效应。

2. 3　 开放性

阅读可以分为封闭式阅读和开放式阅读两

大类型。 前者以把握文本的本义为目的,后者则

以创造性地利用文本为目的[14] 。 具身认知理论

指导下的阅读,身体是认知的主体,身体不被局限

于固定模式下,不局限于书桌周围,以身体的发展

为宗旨,体验阅读的快乐。 在阅读过程中关注和

尊重不同儿童的身体感受和体验,充分释放其自

然活力和创造力,培养发散探究的阅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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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公共图书馆多模

态交互阅读服务
　 　 传统的“离身”阅读方式①机械、刻板,身体处

于消极、被动地接受状态,儿童被看作是接受知

识的容器,机械的灌输使得儿童思维处于低阶认

知阶段,只注重知识的记忆和浅层理解[15] 。 “离

身”阅读环境单一固定,阅读活动在一种受控制

的、预设的程序中进行。 而具身阅读方式尊重并

解放儿童的身体,将阅读与身体经验、环境整合

为一体,认知在身体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产生。
因此,具身阅读有利于儿童高阶思维的培养,有
利于儿童的自我建构、 自我体验、 自我发展

(图 1)。 　

图 1　 具身阅读与离身阅读的区别

　 　 人的认知包括六个不同的层次,其中记忆、
理解、应用为低阶思维,而分析、评价、创造为高阶

思维,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

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主要包括抽象逻辑思

维、迁移创造思维、推理求解思维、批判性思维

等
 [16]

 

。 传统认知下的离身阅读是一种程序化的、
知识单向传递的过程,环境封闭、内容固定、阅读

活动机械简单,儿童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这样的阅读方式使儿童的思维处于离身的低阶

认知发展阶段,缺少真实的身体体验和感知,思
维表面化、呆板化。 具身阅读通过构建层次阶梯

式的阅读目标,以真实认知情境为载体,多感官

参与阅读活动,儿童在主动参与﹑合作交流的开

放环境中双向建构,培养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变
机械记忆为有趣记忆,有效地促进儿童高阶思维

能力的发展。
 

公共图书馆可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指导下,通
过提供高效的服务活动、丰富的情绪体验,创建融

身于境的阅读环境,有效促进“以身体之,以心验

之”的阅读融合,切实促进儿童具身阅读的实施。

3. 1　 物理具身服务———文化体验空间
物理具身泛指客观存在的、个体直接可见的

物体或刺激,即场馆环境[17] 。 环境对认知和行为

有重要影响,它支撑并作用于整个认知过程。 公

共图书馆通过构建支持具身体验的阅读环境、呈
现身体可感知的阅读内容、创设调动身体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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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氛围,实现具身阅读。 公共图书馆不仅是储

存、传播信息的场所,更是一个有生命的文化空

间,是文化体验的空间,把人、书、场所紧密联系在

一起,儿童可以沉浸其中,主动探索,自主支配,产
生更好的阅读体验。
3. 1. 1　 跨界渗透

公共图书馆以书为媒介,以书布局,整合茶

艺咖啡、主题餐厅、电影院、画室作坊等多种跨界

元素,打造复合功能的体验模式,满足儿童多元

文化需求。 例如:有“全球最火书店”之称的日本

茑屋书店,以代官山茑屋书店为代表,它融合了

餐饮、电影、音乐、旅游、文创等多种业态,嵌入城

市生活,赋予了实体书店不一样的生命和活力;
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建筑几乎保留了原木自有的

特色,与屋外自然巧妙地搭接在一起,阅读的同

时可以体会到自然带来的轻松与平静,被誉为

“森林图书馆”。 书屋以“书+X”模式构建体验场

景,引入了国外环保玩具专卖店、餐厅、宠物服务

店并摆放动物标本等,给予儿童沉浸式体验[18] 。
公共图书馆可以促进多维的文化体验与服务有

机融合,通过嵌入式布局设计把图书馆建设成为

集阅读、展演活动、艺术交流为一体的体验式空

间,增强阅读的舒适性与便利程度,重塑儿童阅

读体验。
3. 1. 2　 特色融入

考虑到儿童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精力

充沛等年龄特征,公共图书馆可以融合趣味性、
参与性、多样性和知识性为一体,为儿童创造轻

松自然、功能齐全的阅读环境。 例如:美国图书馆

儿童区的资源扩展到了多媒体资源、教育游戏、
益智玩具等,环境创设总体上“以儿童为中心”,
趣味性与教育性兼备,图书馆以大玻璃窗的设计

来借景,在窗口摆放桌椅、沙发或地毯,使儿童在

阅读或游戏时仿佛置身于大自然。 一些图书馆

还设有室外的阅读花园与儿童区相连,花园中摆

放桌椅、 秋千、 户外乐器等, 供儿童阅读与放

松[19] ;新加坡儿童图书馆“ MY
 

TREE
 

HOUSE”是

世界上第一家纯绿色概念的图书馆,整个图书馆

酷似一个魔法森林,它的建筑设计与环保有关,

其中 45
 

000 本的藏书都与动植物、大自然、气候

环境等绿色课题有关,书架也都设计成为树枝状、
蘑菇状,并用花朵、风筝、猴子等手工艺品点缀,孩
子们仿佛置身于五彩缤纷的大自然

 [20] 。

3. 2　 行为具身阅读———多模态支架

模态是指“利用具体的感知过程可以阐释的

符号系统”,以人类的感知(视觉、听觉、触觉、嗅
觉、味觉)渠道为基础,基于交流过程中所涉及的

媒介———各种符号系统,形成语言、技术、图像、动
作、颜色、音乐等多模态。 多模态理论强调描述、
意义建构、交际是既独立又相关联的过程[21] ,简
单来说,模态是人类通过感官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互动方式,是交流的渠道和媒介。 公共图书馆在

阅读活动中,嵌入供身体参与的支架,打造多模态

阅读服务,通过身体与环境或客观事物的直接接

触,而获得真实、可靠的感受,从而引发认知体验

的具身阅读。
3. 2. 1　 设定多模态服务目标

公共图书馆儿童读者年龄区间大多在 2-12
岁,根据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知心理学,儿童认

知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分为 2-7 岁的前运算阶段

(pre-operational
 

stage) 和 7- 12 岁的具体运算阶

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22] 。
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发展了运用符号来表征

客观物体的能力,可以借助感官刺激,通过对具体

实物的颜色、软硬、轻重等的直接感知或是图像交

互等技术,产生认知体验,培养和锻炼动手动脑能

力以及联想思维能力,形成对事物的初步符表征。
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运用符号进行有

逻辑的思考活动,在分类、数字处理、时间和空间

概念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通过提供能够引发直接

体验的实感具身情境,调动儿童的感官,鼓励儿童

在具身情境中去听、去看、去触摸,增强主观能动

性,通过其对阅读内容的感知,完成知识构建。
图书馆可在阅读服务中挑选略高于各阶段

儿童阅读水平的内容,在不断地突破已有经验认

知中提升阅读能力,这种阶梯式的阅读目标应用

于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教育活动有利于儿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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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水平的提升,从而完善儿童阅读服务。
3. 2. 2　 开展多模态交互阅读活动

目前大多数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着重于阅

读技能的培训,通常以汇报、展示及竞赛为主的

方式进行,活动形式工具化、表演化,儿童在阅读

中难以得到乐趣和收获。 儿童阅读活动旨在唤

醒儿童的“身体”,实现阅读的“具身认知”,身心

合一,积极自然,让阅读在轻松、自由的状态下自

发产生。 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活动应关注儿童

“身体”这一重要因素,在实践中开展阅读,通过

设计多种感官参与的活动,充分发挥身体的作

用,调动身体的各种感知投入到阅读过程中。

图 2　 多模态具身阅读过程示意图

　 　 在多模态交互活动中帮助儿童搭建多模态

支架,形成“体感—体悟—知识建构”的阅读认知

过程,首先用身体感觉,借助视觉、触觉、听觉、嗅
觉、味觉、体觉等的共同协作,初步理解阅读内容。
通过体验产生感悟,将各种感觉信息进行整合、
经过判断思考,形成知觉,加深理解,获取知识,儿
童的观察力、动手力、情感思维和想象力都得以

发展(图 2)。 基于阅读认知的框架,公共图书馆

可以开展以下多模态具身阅读活动:
(1)游戏型阅读活动。 公共图书馆丰富阅读

的体验性,结合游戏、观察、互动等环节,“读做”
融合,在视、听、说、闻、尝、摸等多方位的游戏体验

中获得知识。 比如:河南省少儿图书馆“六一好

市集”活动,分为“好书” “好玩” “好看” “好奇”
“好吃”几个部分,少儿读者可体验拓印、活字印

刷、翻花纸、响棒等众多非遗玩具,观看皮影戏、少
林功夫表演,还有魔术、香包、汴绣、牡丹瓷展示,

品尝糖画、杏仁茶、棉花糖、花生糕等
 [23] ,这一系

列体验式的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儿童的身体积极

性,寓教于乐,使之从中充分领略传统文化的

魅力。
(2)实感型阅读活动。 公共图书馆增加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项目,充分满足儿童体感

的需要,以场景化的方式让孩子们重新认识世界。
例如:广东深圳创办的几何岛时空旅行体验馆是

面对 6-12 岁儿童的集戏剧、游戏、教育于一体的

场景教育实验室,馆内体验活动分为线上、线下两

部分,线下部分包括“几何岛时空旅行团”和“几

何岛自由行”两种时空旅行方式;线上部分则是

以几何岛 IP 角色为结构建立的场景教育系统,涵
盖科学、艺术、体育、生活、社会五个方面的场景教

育在线课程,该试验馆创造性地实现了具身认知

理论的落地[24] 。
(3)实境型阅读活动。 公共图书馆让阅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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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进入到更多的真实场景中,文旅融合的时代

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倡导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

中阅读,用文化赋能,开展了研学、游学、红色巡礼

等阅读推广活动,通过走访景点、文化场馆、教育

基地等,在讲解导读中获得真实、可靠的感受,不
断认识、体悟、思考,完成对阅读内容的理解。 比

如: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六一推出的 “ 图话上

海”———上海少年儿童城市阅读行走主题活动,
小读者首先阅读《这里是上海》等图文并茂的书

目,了解上海建筑的风貌和特点。 然后以行走、打
卡等方式阅读城市建筑,领略上海的城市文化,
并用绘画和文字的方式予以呈现。 家长和小朋

友带着书本去旅行,通过阅读了解每一个地方背

后蕴含的故事,为阅读注入更多新鲜元素[25] 。
3. 2. 3　 多模态交互阅读活动的成效

有效的儿童阅读活动是一种主动探究的个

性化活动,通过儿童心智与情感的交互作用,对
书面符号的感知和理解,建构知识体系,它是不

断“输入—内化—输出” 的过程。 公共图书馆开

展多模态交互阅读活动,让身体参与阅读过程,
用身体促进阅读,最大程度做到了输入与输出的

有效结合。 为更好地提升阅读能力,增强阅读效

果,从南京市某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中

分别选取三个班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在一学期内

跟踪调查,由老师带领他们参与图书馆的阅读活

动,并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共设计 10 题,涉及参加

阅读活动的时间和内容、阅读推荐书目数量、阅
读兴趣和习惯、家长反馈等,每个班发放调查问

卷各 30 份,共计 90 份,回收 90 份,回收率 100%。
调查结果显示:

 

90%参与活动的儿童家长表示活

动给孩子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其中 85%的

儿童发生了阅读行为的改变,73%的儿童提高了

阅读认知和语言能力,55%的儿童养成了良好的

阅读习惯,大部分儿童因为阅读活动更愿意走进

图书馆,体会到阅读的快乐并爱上了阅读,公共

图书馆开展多模态阅读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儿童

阅读素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多模态交互阅读活动集视觉、听觉、触觉等

多感官体验于一体,加强身体体验,为构建知识

提供直接的经验,促进儿童、书和阅读之间的深度

连接,发掘阅读的无限潜能。 公共图书馆通过营

造具身化的阅读场景,可以增加阅读参与度,在认

知冲突中实现阅读的内化迁移,改变被动化、形式

化、静态化的传统阅读模式,用丰富的生理体验激

活儿童的心理潜能,在动静结合中提升儿童的阅

读认知能力,使儿童读者充分感受阅读的生机和

活力。 实践证明,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公共图书

馆多模态交互阅读活动的提出和研究是有科学

性、前瞻性的,对儿童阅读服务和教育实践具有深

远的指导意义。

4　 结语

阅读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一个人的

成长史往往也是他的阅读史。 阅读对儿童成长的

影响是巨大的,公共图书馆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
将教育理论与阅读服务实践融合,创新服务模式,
可以帮助儿童感受阅读、体验阅读,让图书馆不仅

成为孩子的第二课堂,更成为为儿童文化赋能的

摇篮。 公共图书馆深耕儿童阅读领域,引领儿童

阅读教育新方向,开启儿童阅读新时代,这是时代

赋予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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