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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当今是一个智能技术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使得人类身预

判和体与技术之间的交融#缠绕与碰撞日益加深! 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遮蔽人的身体技术"需要人们对此保持足

够的预判和警惕! 为此"理性省察人与技术的关系"倡导崇尚身体技术的价值观$重新认识身体#理解身体#认知身体技

术的本源$将身体技术教育传承视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应是智能时代身体技术存续的基本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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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人与技术如影相随#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与

演进终究无法回避与技术的缠绕和消解& 在人类

不同的历史时期#器具技术的突破与使用确实给

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例如 %+世纪的

工业革命是用机器去替代和加强人类的劳动能

力)!$世纪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技术在

各种新式武器如坦克%航空技术%原子能等领域的

广泛应用#人类目睹了技术的威力和可怕& 如今

人类一次次突破技术的前沿#从机器工业时代到

互联网时代再到机器智能或人工智能时代#技术

的进步和加速发展无疑正迅速而全方位地改变着

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

社会哲学家%技术思想家刘易斯2芒福德

"ETZ(QMJRL'O&$在其+机器的神话,中表达了对

现代技术的失望和担忧%对科学技术的严厉批判

态度& 芒福德将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与人的存在

意义%价值和尊严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基于

对人性的把握和静观为还原%揭示技术在人类社

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可能性!

#相对于

弗兰克林把人能制造与使用工具看作人之定义#

芒福德则更倾向于人的理性而非制造#符号的创

造和使用更为初始和基本"

& 因此#对器具%技术

以及智能机器的过分执迷与依赖消解了人类本应

追求的生活意义#

&

当前#人类处在技术与自身存在方式的重要

调整或重构期#面对技术的挑战是否有足够的驾

驭能力来保持和传承人类的身体技术- 今天聚焦

于技术的非凡成就而炫耀自得#殊不知人类自身

的身体技术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危机#

或许人类还没有觉察意识到%尚未来得及思考与

应对#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能否重新审

视及把握身体技术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身体技术不仅是教育基本范式#也是人类直接经

验主%客观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引发并生成一

种原始的%本体的知觉体悟#而这些身体技术在区

分日益技术化世界有着边界意义& 为此#需要全

社会的关注与不懈努力#理性省察人与技术的关

系#倡导崇尚身体技术的价值观#不因技术的发展

而否定身体技术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积极寻

找适应人类身体技术发展的解决之道$

& 人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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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于挖掘自身潜能#实现心灵与身体的和谐统

一#追求理性省察的生活意义和自我完满的

至善!

&

一3身体技术概念诠释

研究者对身体技术这一概念的表述%理解%建

构与使用体现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视野#这

主要是由研究者所持的身体理论以及他们将身体

置于何种社会图景所决定的& 早期研究者关注身

体的内在禀赋#如灵巧%力量%奔跑速度等身体技

能所达成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社会功效#现

代社会更多关注身体与社会权力%器具技术%消费

行为等关系& 因此#阐释技术身体与身体技术的

概念将关系到本研究的深入展开&

法国学者马塞尔2莫斯"MNO.TKMNJQQ$基于

民族志资料和个人亲身经历对人类身体的现象进

行界定#提出了'身体技术(的观念& 他认为#身

体技术是'指一个又一个社会的人们以传统的方

式懂得了使用他们自己身体的方法& 人的第一

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物品#同时也是技术手段#

就是他的身体(

"

& 莫斯对'身体技术(的界定可

以归纳为技术性%习得性和有效性 "个基本特征&

技术哲学家唐2伊德"8'/ ?G&T$在其+技术

中的身体,中提出'三个身体(理论#即'物质身

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

#

& 伊德的理论认为技

术是人的存在表征#人处于符号信息建构的技术

场域中而很少被察觉$

& 唐2伊德进而指出'技

术身体(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实现人主体性展

开的可能性与条件%

&

皮埃尔2布尔迪厄将身体技术理解为人们在

日常生活的行为处事中的'惯习(#是人们在成长

过程中通过一定场域的实践而慢慢养成的一种习

性&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2福柯则认为身体技术的

养成是权力内化的规训结果#反映了特定社会机

构对人们身体的控制&

& 张晓艺在+体育运动中

的身体技术及其反思,中给予身体技术的理解是

杂多的肢体动作经由身体的控制而实现具象的体

育活动以及日常行动方式的身体文化样态'

&

我们暂不讨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身体与

文化%器具技术%权利%医学%消费%信息等交织包

裹而生成的物质身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而只

重点讨论人类本己的身体技术在漫长的生命演进

过程中#人在生存%生活%劳动等方面经历%积累而

有意识使用自己肢体而得以形成%发展%习得与传

承下来的诸如走%跑%跳%投%跨越%攀登%滚翻%支

撑%悬垂等运动技术& 这些身体技术的生成和延

展揭示了人类肢体文化表达的本己性特征#在社

会生活中人类正是凭借心灵与这些身体技术的统

一来不断感觉%经验%认识世界并赋予人类世界的

意义#奠定了身体教育%生命教育%体育教育的底

层技术& 人的本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生成

的#今天随着智能技术的本质渗透%参与到人的本

质构成#身体与技术交互%耦合%共处的边界不清#

未来的图景难辨& 因此#对身体技术存续的思考

就愈发重要#传承身体技术也就永远充满意义#这

既是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的需要#更是体现人类社

会对未来发展的一种责任&

二3人类身体观念或身体思想的演进

从历史上看#人类身体观念或身体思想的演

进#无论是在东方文化思想或是西方哲学体系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现出崇尚和突出心的思考与

认识#轻视和抑制人的肉体& 由此也反映出早期

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即渴望认识客观世界#发展

身体以外的器具技术来改造世界#在这种迫切向

外认知世界的冲动下#人很难关注和理解自己的

身体#更谈不上形成和构建系统的身体理论& 安

德鲁2斯特拉桑在+身体思想,中阐述了西方民

族和其他民族千姿百态的身体实践和身体观念#

为当今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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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和观念!

& 然而#当人类生存与适应环境

能力的提高逐渐摆脱生存的危机与困境#随着人

意识的觉醒转而开始审视自己身体的时候#便产

生了诸如'我是谁( '我的身体是怎样(等不断追

问由此而展开#圣贤哲人对世界本源的思考探索

无法回避对身体肉身的回答&

!一"早期人类神话传说中的身体观念

人类早期无论是古老的爱琴文明还是中国的

夏商周文明#各自的神话传说中都充满了人类卓

越的天性和不凡的想象力& 在那亘古时代#人们

对自然现象%人的生死#都感到神秘和难解#感叹

于自身的弱小与无助#在他们的心中宇宙万物皆

有生命#他们崇拜英雄神灵#展现了人类对身体的

崇敬与期盼#给予肉体以尊严和赞美& 世界各国

的创世神话中#各民族不约而同地认为宇宙自然

的产生源于某个主神的身体化身#例如#印度吠陀

创世神话中的普鲁沙#中国三国时期徐整所著的

+三五历记,中记载的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地等#这

些创世神话抑或从另外视角回答了世界的本源

问题&

!二"哲学视野中的身体思想演进

%)西方哲学中身体的二元对立与转向

古希腊哲人对宇宙万物存在的惊讶和其特有

的发问方式#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追问存

在%发现知识的精神活动& 古希腊哲学家涉及或

关注身体问题时是与灵魂%心灵的身%心二元对立

以及人的认识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在+斐多篇,

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论证了灵魂不朽#把身

体"确切地说是肉身$看作是灵魂在思考%认识%

探索存在时的障碍#肉体的冲动%欲望%杂念%情

绪%疾病和恐惧等总是不断地打扰或限制心灵的

思辨与认识& 后来#从巴门尼德开始就竭力否定

身体五官的感性认知能力#奥古斯丁在其+论秩

序,中指出人与万物不同之处在于他具有灵魂#

但灵魂高于他的肉体#为拯救灵魂就要抵抗肉体

的贪婪和诅咒& 据此#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以灵魂

和肉体的对立关系出发#扬心抑身作为其主流思

想得以在不同语境形式下流传#笛卡尔以'我思

故我在(否认身体感觉经验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

可靠性#实现了柏拉图以来将心灵理性从身体分

离出来#最终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固定下来#身体被

视为心灵探寻真理的障碍而被遮蔽"

&

!)中国哲学思想中身体的取向

+周易2文言,最早表达'天人合一( 的身体

思想#人与天地%时节%规律而调合是其善和德#这

也是传统文化中身体观念最核心的主题或主轴#

一直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中& 道家身体观或思想

可以概括为'弃身%修身%保身(#这对于认识身体

具有深远的意义& 老子进一步指出三者之关系#

弃身是首要和前提#保身是结果和目的#修身是澄

明和手段#它们的建构和生成体现了老子的身体

观& 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

很难建构出系统而完整的身体理论& 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身体(概念#起始就不同于西方哲学中身

心二分与对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用整体而非

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认识身体#身体是物质的%能思

的%有欲望的#同时把身心的修为视为人生的目标

与追求#圣贤的入世%经世%出世之说#虽各有侧重

却并非截然分开#亦如知行合一& 因此#身心兼修

统一于传统文化之中#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整体

性%统一性的认知方式&

!三"近现代哲学关于身体的观念与认识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文主义思想家从哲学

和神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的崇高价值#但也是借恢

复人的尊严%才能和自由反对宗教桎梏& 康德对

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调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开启

了心灵理智与身体经验的关系& 马克思从历史唯

物主义出发把身体理解为自然的%质料肉体与形

式的%能动的%受限制的存在物& 海德格尔基于对

哲学史上关于存在问题的研究#指出'此在(的生

存是原初和首要意义上的'存在(#只有通过此在

的生存#即当下生存的人#其他存在物的存在意义

才能被理解& 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原初性%本真

性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和区分了存在者与

存在问题& 福柯则沿着尼采的身体思想脉络#力

求系统解释身体与社会权力的关系#试图把身体

问题带入社会生活多个研究视域& 梅洛2庞蒂从

现象学原则出发说'我就是我的身体(回归生活

世界的本质#即身体存在现象就是主体亦是本质#

再一次将身体置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地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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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视野中的身体教育

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胡德海在+教

育学原理,中指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

要& 考察追溯人类最早的教育内容或许是身体教

育#史前人类早期所面临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是

如何生存下来#获取食物保全生命则显得尤为重

要&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远古

时代#人类在采摘食物追逐猎物%躲避抵御猛兽的

过程中意识到并使用了自己的身体技术& 虽然人

类早期仅仅只是具象的且尚不具备复杂抽象的以

达到特定目标而运用身体技术#生活实践积累的

身体教育内容基本来自简单的生产劳动活动#诸

如奔跑追逐野兽#攀爬采摘野果等#据此推断教育

活动的原初与展开应该是原始而简单的肢体运动

的技术!

#而且这些身体技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逐渐成为人类娱乐玩耍%游戏竞技%军事战争的基

本技术& 周与沉在+身体!思想与修行,中阐明

'身体观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自我理解%交互

理解和终极理解都离不开身体的维度(

"

&

三3智能技术对身体技术存续的挑战

!一"智能技术的缘起#本质与特征

从技术的缘起考察#原始社会的人以生存为

前提来获取占有自然物质#使用自身的力量与四

肢动作技术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他通过这种

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并改变自然时#也就

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

& 人类原初的技术依

赖自己的身体而展开#其本质是自然性和本己性#

技术特征则体现为以人的体力和肢体活动能力为

基础的方法与手段# 技术影响仅限于族群活动的

生息繁衍范围& 随着人类发明与使用器具技术的

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人类目光从使用自身的体

能转向到利用动物畜力和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再到

对机器的使用控制#技术产生由偶发事件到连续

的线性发展#如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

明到织布机%蒸汽机的发明再到内燃机%电动机%

核动力等技术的出现& 技术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

行动范围#从陆地到海洋%天空#技术影响着人类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一时期在'知识就是力

量(的鼓噪下#其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力量的控制#

技术特征具有价值性%客体性%跃迁性和累积性等

特性#其目的是人类征服自然并试图通过技术成

为自然界的掌控者& 传统技术是人类在利用和改

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物质手段%方法和

知识等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

智能技术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戈特弗里

德2威廉2莱布尼茨在 %1 世纪第一次提出了符

号思维的运算问题#直到 %<*$ 年计算机科学之

父%人工智能之父阿兰2麦席森2图灵发表了题

为+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标志着智能技术的开

启& 研究者基本认同人工智能概念的提法源于

%<*#年美国的达特茅斯会议& 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在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中指出#

'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

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

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

法%技术及其应用系统(& 智能技术或人工智能

可以理解为能思维的机器#其本质是自控制的%会

思维的机器#其技术特征表现为与人类行为日趋

同化和同构#其目的是替代人力在各个社会生产

领域的劳动#其影响不仅是社会生产方面#而是直

指人类的存在方式$

&

毫无疑问#传统技术时代#人类借助技术不断

提高生产效率#技术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技术在极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带

来了诸如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战争威胁等#但人

类面对传统技术时仍然保持心理优势与控制优

势& 然而#人工智能催生下的智能技术给人类描

绘了一个无限可能的生活场景#甚至于无法去想

象人类未来的存在方式& 智能技术不仅加速改变

着自然世界#同时也改变着人类自身#人与技术的

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渗透%缠绕和互构#智

能技术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身体结构%思维方式%生

理机能%心理状态& 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陷入

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与困境#正如海德格尔于

%<*"年在慕尼黑理工学院演讲+技术的追问,中

指出#技术不仅仅是合乎人的目的与手段#技术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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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一种解蔽方式#其本质是存在得以显现&

维护身体技术就是对人存在的解蔽以及人的主体

性的显现& 因此#人类面对智能技术的发展感受

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不安#人类能否把握与控制

智能技术的走向#至少在目前看尚不明朗化&

但且不论智能技术对人类诸如生存价值%生

活意义%社会伦理等方面影响的利弊研判#本文只

就人处于世和外部世界交往所依仗的身体技术面

对智能技术不断消解和挑战进行分析& 恰如'庖

丁解牛(和'津人操舟(的寓言故事#言说的是哲

人庄子关注与思考的不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

技术的社会功用#对人自身的影响& 智能技术渐

行渐至如'灰犀牛(现象#其挑战的不仅是人的生

活方式#而且将再次挑战人的身心关系#特别是物

质的身体与其技术存在的目的%本质%形式及

意义!

&

!二"智能技术将异化身体技术存在的本质

身体技术的存在和拓展是人类维持生命和劳

动生产的需要#其本质是以身体的自然力和运动

方式为根本的本己性& 身体技术长期存在于人类

的生产劳动%宗教祭祀%军事斗争%教育活动%体育

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人类凭借着本己的身体

技术改造了主客观世界#实现了从自然的人到社

会人再到精神的人转向& 随着智能技术迅速而彻

底地改变着人类世界已有的图景#智能技术应用

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过度性将异化身体技术存在

的本质#即消解人的自然力与身体技术的本己性&

换言之#滋生出人类不再以使用自己身体技术为

荣的危险#身体技术的无用论或将再次成为人类

轻视身体的借口& 同样值得警醒的是#随着社会

生活的高度智能技术化#未来的新人亦或体验使

用自己的身体技术的机会很少#身体技术将会被

异化为极少数人的一种特殊技能& 人类对智能技

术的过度使用和依赖#从起初的得心应手到最后

被逐渐控制与敬畏#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会是身体

技术与智能技术趋向于本质同构%效用一致#亦即

身体技术的智能技术化&

!三"智能技术将遮蔽身体技术存在的基本

形式

随着智能技术持续深度融入%建构在人的日

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智能技术的无限延伸替代

了人类大部分的肢体运动#身体技术使用的范围

进一步窄化#将会导致身体技术在现实社会活动

中被悬置与遮蔽#身体技术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

换的'媒介(已不再重要#身体技术在省力%便捷%

舒适的智能技术环境中被弱化和遗弃& 值得人类

省察的是#智能技术在悄然消解和弱化人们对身体

技术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观念#智能技术对人类

身体技术的威胁不仅是遮蔽#还将使其弱化%退化

甚至遗失& 今天身体技术使用范围的缩小#将会导

致人类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并丧失依靠身体技术认

识%感知世界方式的丰富性&

!四"智能技术将挑战身体技术存在价值与

意义

智能技术无限的延伸和扩展将使人类的身体

技术陷入本底性#即使身体技术已成为'多余(&

显而易见#今天智能手机已经占据了大部分青少

年乃至成年人的闲暇时间#便捷的交通工具替代

了人的腿脚#智能机器人替代了繁重危险的工作&

智能技术虽然极大地替代了人的身体劳动#但是

却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占据了人的闲暇时间#如果

就此发展下去#人类只能受困于智能技术的牢笼#

成为一个只会动脑的精灵#这无疑将颠覆人类身

体技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挑战人的尊严#割裂人

与自然的关系#智能技术让人沉溺于其中#而忘却

四季更迭%节序如流#心灵受困& 人类正是通过身

体技术与外部世界互动而显现自身的存在#揭示

其生命存在的意义#感觉%知觉和理解这个世界才

成为可能& 身体技术存在的意义体现在人类面对

突发自然灾害%技术事故等危急情形下#是保全生

命%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和依靠&

!五"智能技术将撼动体育文化的根基

体育文化的形成与演进源于身体技术的产生

和发展& 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休闲体

育等基于身体技术#不断演绎发展而成为复杂的

身体技术组合& 人类体育文化最初展现的就是本

己的%纯粹的身体技术#如奔跑%跳跃%滚翻%攀爬

等#古代人们崇尚英雄%勇士#即崇拜他们超凡的

身体力量和身体技术能力& 随着智能技术与竞技

体育深度融合#借以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体育比

赛条件#而一旦无视智能技术渗透并造成身体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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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体育运动的断裂#其结果就会改变人们对体

育比赛不确定性的预期#致使参赛者更痴迷%攀附

智能技术的指导与规训#而对人类的运动智慧%比

赛意志%体育精神产生怀疑#体育竞技演绎到最

后#运动员可能成为场外智能技术操纵的替身和

傀儡& +庄子2天地篇,中'丈人圃畦(的故事指

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机

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四3身体技术传承如何回应智能时代

的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年发布的富尔报告#

就已经警醒人们对技术过度痴迷和依赖所产生的

种种问题#并将抵御这种危险的责任落在教育上&

教育就其本质%功能%目标%手段上讲都有肩负起

这一挑战的责任和使命& 今天教育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承担为一个尚未清晰把握与认知的社会培

养新人的任务#传承身体技术就是让未来的新人

能更好地进入未来的社会#完善个性%炼就体魄%

发展心智%理解世界%追求幸福生活& 面对技术的

挑战和人类身体技术传承的紧迫性#教育必须做

出明确而有力的时代回应#彻底扭转唯逻辑思维

知识传授至上#轻视实践性经验技能知识传授#或

是以当下有用与无用来选择知识的传授#教育就

是要培养塑造德%智%体%美%劳至真至善的人!

&

!一"正视身体技术传承就是人类对自身权

利与尊严的回应

身体观念或身体问题始终是哲学中一个被关

注的话题#如果没有身体观念的哲学思辨就不会

有体育教育观念的产生和身体教育#也就没有人

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身体技术传承的重视& 身体技

术传承就是回应在'现代性为基础构架的技术社

会中的主奴%不均衡性%目的与工具的三重逻辑悖

逆技术社会(

"中确保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只有

正视身体技术教育才能真正回到原初意义上的身

体教育和生命教育& 身体技术的教育与传承也是

防止和回应现代技术社会发展过程中偶发的技术

失真与失范#身体技术作为身体教育与体育运动

的本底技术理应得到呵护与坚守&

!二"身体技术传承是面向人类共同利益的

教育

身体技术本身与理解%习得%使用这些身体技

能的自然环境%生产力状况%社会发展%技术水平

等背景条件密不可分& 身体技术作为人类的共同

利益#面对未知社会的种种可能性#学习并拥有和

传承身体技术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人类的共同

责任和努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和知识

视为全球共同利益(

#

#将有助于身体技术在快速

变化的智能技术时代协调为一项人类社会有意识

的集体努力学习传承之目的#学习获取身体技术

以及为什么#在何时%何地及如何使用这些身体技

术#是人类与技术%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坚持人文主义教育观使身体技术摆脱

传承的困境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价

值追求在于'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

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

$

& 人文主义教育观视野

下的身体技术传承不仅重视这种技能的获取#还

因其关乎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

正是在技术时代实现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必要

条件& 人文主义方法让身体技术传承得以超越技

术发展的去主体化现象和功利主义倾向#更加注

重调和把握人与技术的关系#构建包容性和不会

产生排斥及边缘化的身体技术教育& 世卫组织倡

导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建议人们以更加

积极%包容%开放的态度参与身体活动#增进身体

活动能力#创建更加健康及充满活力的人类社会&

!四"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应突出身体技术教

育的价值意义

学科核心素养是 !% 世纪全球基础课程改革

的产物#其中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认知与研究的经

验表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关注点在体育课程

的'核心技能( '认知能力( '态度与行为( '多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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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选择('关键能力(等#其逻辑指向是课程学习

所要达到的结果并非反映身体教育的本真性与终

极人文关怀#即认识自己的身体技术 "尝试体

验$%使用自己的身体技术"玩耍游戏$%理解自己

的身体技术"学会生存$%珍惜自己的身体技术

"健康生活$&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必须体现出身

体技术的底层特征#身体技术是学校体育%竞技体

育%身体教育%生命教育%户外运动得以展开的可

能与基础#掌握并懂得它是保全个体生命的最后

保护屏障&

!五"劳动教育课程+++身体技术的必要

路径

智能时代面对技术控制的不确定性#迫使教

育者不得不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劳动教育问题#

特别是关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 广义的社会劳

动是最好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劳动在人

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价值#劳动使人猿有别#人之

为人成为可能#劳动的产生使人之间发生关系进

而组成社会#并由此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

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更是强调劳动的意义#人

通过劳动维持生命%运用理性%创造工具%认识世

界#又因劳动而实现身体%精神及道德上的完善&

人正是凭借劳动超越了动物#第一次使用了自己

的身体技术#即这些身体技术的使用不是出于动

物本能#而是有目的%有组合%与工具结合的创造

性运用#才使劳动得以实现& 因此#身体技术发展

和教育的必要路径之一就是从劳动教育的本体

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出发构建符合新时代教育理

念的身体技术课程&

五3智能时代身体技术发展的路径

!一"强化具身认知体验'创设丰富的学习

场景

发端于现象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具身认知理

论#强调身体及身体经验对认知活动的积极影响&

因此#在发展身体技术特别是徒手的身体技术时#

强调身体运动过程中的经验积累#重视具身认知

和完整感知练习的重要性#力求创设丰富的生活

学习场景#使练习者体验在不同场景中合理选择

及运用各项身体技术的能力& 例如#在让练习者

学习走与跑的身体技术过程中#如何学会区分日

常生活中的走和跑与体育运动中该技术运用的不

同#就是要在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中#发挥具身

认知的优势#使学习者感受%比较%理解%掌握走和

跑在不同情境中的合理使用&

!二"突出身体技术的本底性'筑牢体育教育

的根基

剔除遮蔽就是揭示被智能技术包裹%被竞技

体育项目包裹%被社会生活包裹下的身体技术#使

身体技术显现出人最本底性的技术& 身体技术作

为最原初的技术同样历经了从初级到高级的演绎

并先于器具技术而存在#是人类社会生活得以展

开的基础和技术手段的存在& 因此#无论是社会

生活中被规训的肢体动作还是被竞技体育项目高

度组合%串联和复杂化的运动技术#其存在与生成

的底层技术就是人类最早获得的走%跑%跳%投%支

撑%悬垂%滚翻%攀登%爬越等身体技术& 学校体育

特别是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融入身体技术教育则

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关系到学生体育技能%健身

锻炼方法的掌握以及终身体育行为的养成&

!三"加强生活实践'重视默会学习

在身体技术教育中#领会并运用身体默会学

习的特点#充分利用学生校内外生活学习的实践

场景加强身体技术使用体验的频率& 例如优秀的

射击运动员#在其射击时并非在用眼睛瞄准靶心#

其运用身体技术捕捉靶心的超视距能力却难以言

表#其综合运用身体技术的过程和内在逻辑自己也

无法解释清楚#这犹如庖丁解牛和吕梁丈夫蹈水一

样是经过长期的技术练习而内化于身的结果& 身

体技术的掌握仅靠语言描述%直观示范是不能被习

得的#必须以巴普洛夫经典性条件反射和斯金纳操

作性条件反射为基础#使练习者在学校%社区%日常

生活中长期实践并合理使用身体技术&

!四"借助外部器物'发展身体技术

智能技术时代#人类如何认识并使用自己的

身体#将意味着人与外部器具技术交汇时所展现

的何种身体技术#特别是需要借助外部器物得以

实现的身体技术#例如支撑%悬垂%攀爬等身体技

术& 身体技术传承都是以肉体躯干为载体#由于

学习者所处生活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学习者这类身体技术练习以及使用条件场景被限

制和窄化#故为使某些关键身体技术细节不被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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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程斌#等!智能时代身体技术存续的困境与突围

略和遗忘#需要从'器具技术(的角度去理解身体

性#重视身体在与器具接触时的感觉和经验#关注

'器具技术(在身体上的痕迹烙印及意义生成&

结语

人类认识自己的身体技术经历了一个长期%

复杂且反复的过程#从神话传说中的身体崇拜#到

古希腊哲学的身体抛弃#再到宗教神学的身体桎

梏#最后到现代哲学的身心统一性& 身体与身体

技术观念的历次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探求

世界本源%追求知识%揭示存在的过程#体现了身

体问题的历久弥新与时代境域& 人在解决与他人

或与客观世界的相关问题时#并非仅仅依靠思维

也需要身体处世的内在经验!

#这就意味着#人类

一旦远离了以身体技术与外部世界的勾连#也就

无法真正感知%理解%认知这个世界& 因此#康德

认为人的理性和感性能力都是重要的#'人类的

一切知识必须起源于经验#离开了经验就没有知

识(

"

& 人类自认识世界起#便依靠身体技术与外

部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身体技术在自身意识的唤醒

与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可预见的将来#智能技术与身体技术的发展关系是

此消彼长还是相得益彰#将考验人类的智慧& 重新

认识身体%理解身体%使用身体技术实现和追求真

正意义上的完整人#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承载健康的

心智#而且懂得并激发身体的潜能#又能敬畏和练

习自我的身体技术& 现象学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这

无疑为身体技术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从现象学出

发#身体技术教育就是回到身体本身#回到身体技

术使用的初始情景& 辩证理解与处理好身体与技

术的关系#使器具技术成为身体技术学习的有效保

障#成为创设%改善和丰富身体技术学习条件的有

力支撑& 秉承人文主义教育观将身体技术的教育

传承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将身体技术教育体现在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和劳动技术教育课程中#以真正

实现身体技术教育回归身体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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