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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身体感性论”出发，以学科交叉的视野，关注身体美学与体育实践的结合，并重新审视以“身体”为主体，

与理性和感性的相互关系，使之回归生活现实的观念，已成为日本体育界的一种新思维，这对日本体育教师培养中

注重实践、完善自我，形成身心健康、人格完美的教师素质，日益显现着作用，也为我国体育教师人文素养和职业使

命感的形成提供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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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maesthteics and Teacher's Educ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ensibility Transformation of Aptitude Qualification of PE Teachers in Japan

LIN Tao
(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Standing at“somaesthetics”starting，i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attention would have to be paid to the combi-
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sports practice，and it is a task to re － examine the subject“body”and 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ra-
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so the concept of reality can be back to life，the idea of which become the new think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circle in Japan． It led the Japanese P． E． teachers to more training to improve themselves and the forma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ersonality quality of teachers thu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with the role，which is also
for ou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professional mission of the humanities．
Key words: somaesthtics;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ensibility transformation; qualification

20 世纪后半叶，在日本，“身体感性论”随着国

际美学界“身体美学”的创设而诞生，这为日本体育

教师培养方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身体感性

论”以学科交叉的视野，将传统美学观点置于当代

文化发展实际中加以评判，对于纯理性思维进行了

反省，揭示现代教育中片面重视理性的偏向，开始重

新认识感性，提倡立足感性实践，提升感性经验、发
挥感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理性与感性得以相辅

相成，互相促进。这些思想引起日本学者的共鸣，在

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进行批判以及对传统感性重

新认识的基础上，从身体、感性以及表现、技能、艺术

等具体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感性教育新的发展可能

性［1］。研究揭示了现代教育中“艺术”和“教育”领

域存在完全不同的氛围，两者完全被割裂［2］，存在

于人们潜在意识中的轻感性和重知性的“二元论”，

是影响学校教育中主科和副科均衡发展的观念，在

现行学校教育制度中，体育、美术、音乐仍被视为无

足轻重的学科，仅起到对现行制度的补充和维持作

用，并未取得与知性课程的同等位置，导致体育教师

与主科教师的地位相差悬殊，近来随着感性研究的

兴起，对于人的感情和思维有较深关系的感性的重

视，实际是对传统教育概念进行重新考量的极为重

要的开始，并渗透于体育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者也基于身体、感性、自由的视点对体育

本质进行了新的诠释［3］，在身体哲学视野下重新审

视体育教育、武术文化和修身理论，探讨审美教育的

感性规定性、倡导审美教育的感性解放、发展人的感

性，以达到感性和理性的协调［4 － 6］。这些先行研究

丰富了我国的学术繁荣，但由于考察领域的局限，还

未见与体育教师教育实践挂钩，也未见基于该理论

来思考现代体育教师教育的蓝图。
为此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阐释“身体

感性论”的核心内涵，考察其影响日本文部省规定

的体育教师资质要求的感性转向，探讨“身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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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视域下的体育教师教育价值，吸取其经验教训，

为改善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的实践框架提供新的思考

空间。

1 “身体感性论”的阐释

“身体感性论”( Somaesthtics) 是由美国哲学家

理查德·舒斯特曼( Shusterman Richard，1949 － ) 创

设的名词，舒斯特曼是实用分析美学的集大成者，他

提出的身体感性论( 或译为身体美学) 日益成为美

学界议论的热点。
英语 somaaesthetics，是表示“身体”的希腊语词

根 soma 与 esthtics 合成的单词，esthteics 通常翻译成

“美学”; 但从舒斯特曼所说的内容考虑，他认为美

学旨在感性认识的完善，而感觉当然属于身体并深

受身体条件的影响，因此将美学当作超越美和美的

艺术至上，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练习，是改善生命

的认知学科［7］，该观点正符合了 somaesthteics 其原

本词义，既关怀生命体自身，又探究感性经验，并重

视审美因素对行为影响的开阔领域，因此被译为

“身体感性论”。
所谓“身体感性论”是指对身体的经验和使用

实行批判的、改良主义研究( ameliorative study) 的一

种学说［7］。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研究，实际是使身

体向更好状态变化的过程，而“更好的身体”是指具

有敏锐感觉的身体和感觉机能提高的身体状态。身

体感性论成立的前提是能够感性地觉察身体，把握

创造性自我形成的契机，可以说，就是对身体的考虑

和支配的具体化，以及对身体进行改良的知识、论述

和身体训练的总和。
这里与通常观念不同的是，“身体感性论”既包

括与身体关怀有关的知识理论，也包含围绕着身体

的实践，及对身体关怀和身体改良的相关身体训练

途径，以此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包括 3 个基本

层面，即分析层面、实用主义层面、实践层面［7］。第

1 层面是分析的“身体感性论”( analytic somaeshet-
ics) ，主要探讨知识与现实构成中身体知觉与实践

的基本特性，其中含身体存在论和认识论的问题等。
第 2 层面是实用主义“身体感性论”( pragmatic so-
maesthetics) ，较侧重于考虑某些改善身体的方法，

并对采用的方法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第 3 层面是

实践“身体感性论”( practical somaesthetics) ，关注实

际性活动，是在实践水平上的身体训练，从中体验实

际感受，反思身体实践，达到自我改善的目的。这一

过程不仅仅是身体训练的单一维度，而是含有系统

“执行”( 表现) 的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以上三个层面，揭示了由理论、方法、实践所

构成的整体，第三层面的实践是该理论的亮点，可以

说是达到身体改良的具体化，它超越了传统哲学脱

离实践的现象，指出哲学应面向生活实际、思考解决

现实问题，而不应停留在深宅典雅的想象中高谈阔

论。舒斯特曼的思想观点深受约翰·杜威 ( John
Dewey，1859-1952) 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并大胆突

破，选择哲学与体育结合的实践; 因此它不仅仅是阐

述有关实践的理论，而更多的是指向实践本身( 主

体) ，无疑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由此看出“身体感性论”中的“身体”不是指我

们现有理解中的单一外在体格，而是指人的整体

( 即主体) ; 所谓的“感性”是指接受外界刺激的感觉

性能力。认为掌握知识是基于感觉性知觉，是从属

于身体，因此人类对世界认识必须建筑在知觉的正

确性和广泛性的基础上，这既是哲学目的的反思，又

是“身体感性论”的出发点。
如果把自我感知作为哲学的主题，那么身体层

次上的自我感知是必须考虑的。为了追求“感知”
和“有效意志”的“正确行为”，必须依存于身体的作

用，通过对身体性经验的修炼，能够更好地将有效意

志与正确行为联系起来，成为身体性经验。在现代

社会中由于人与世界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人们不仅

强调精神，也强调身体，追求健康，也追求快乐，因此

如果说哲学是作为探讨幸福和追求更好生活的学

说，那么“身体感性论”探讨的就是快乐的场所。人

们普遍认为，比起纯粹思维的快乐来说，则更希望追

求身体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通过身体性体验所得

到，并通过身体活动变得更聪明和健康，达到人类最

崇高的身心快乐和幸福。这些思想观念与日本当代

体育教育目标密切相关，直接反映在体育教师教育

领域，特别为日本文部省的决策提供了思考方法的

策略，表现在 1997 年规定的体育教师培养方案资

质要求的感性转向。

2 日本文部省关于体育教师教育感性转向

的考察

2． 1 文部省制定的教师培养通用方案

1997-07 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第 1 次答辩

审议《新时期教员养成的改善方案》［8］( 以下简称

《方案》) 中参考了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关于今后教

师发展的资质能力标准的共同框架，即具有全球视

野的资质能力、适应时代变化的资质能力、教师职业

追求的资质能力，这三项要求适用于各级各类、各学

科教师，包括体育教师也应具有的共同素养( 见表

1) 。其中前二项的开拓意义在于强调教师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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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性，表现在自律性、高度的教养、广泛的视野、不
可取代性、高的威信和公的责任是界定教师职业与

其他职业的根本区别，为此首先应考虑自己对全球

和人类的态度; 第三项是教师职业本身的使命感决

定了具有追求社会较高人格见识的性质，是教师必

须具备的资质能力。
从表 1 的“内容范围”栏目看，首次提出“具有

丰富的人性”美德( 全球视野活动的资质能力栏) ;

其次个性、感性、创造性、应用性、伦理性思考力、连
续性的自我教育、自我表现( 适应时代变化的资质

能力栏) 等，这些具体要求无疑融合了“身体感性

论”的教育思想，并把这些贴近时代需求的职业能

力置于文部省规定方案的显眼地位，既反映了日本

学者关注全球理论前沿引领实践的姿态，又充分领

略了教师教育感性转向的动态发展趋势，意味着无

论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产业化时代，还是进入富裕社

会的信息化时代，教师资质能力适应社会需要始终

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当代为了适应国际化社会的发

展，理解教职教养的意义、追求教师的指导能力、尊
重个性和感性等专业水平的提高仍是新时期教育改

革首先应考虑的重要战略。

表 1 教师专业资质能力的要求 ( 1997 年第 1 次答辩审议)

资质能力 内容范围

立足全球视野活动

的资质能力

·关于对全球、国家、人类的正确理解和认识( 全球观、国家观、人类观，对个人、全球、国家关

系的正确理解，对社会和集体具有良好的规范意识)

·具有丰富的人性( 对人的尊重、人权尊重的精神、男女平等的精神、同情心、志愿奉献的精

神)

·具有在国际化社会中必备的基本资质能力( 能接受来自不同立场的观念、具有尊重多样价

值观的态度、愿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态度、尊重和理解自己国家和地域历史文化的态度)

适应时代变化( 生存)

的资质能力

·关于课题解决等相关能力( 个性、感性、创造性、应用性、伦理性思考力、课题解决能力、连续

性的自我教育能力)

·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含社会性、人际关系能力、交流能力、网络工作能力)

·为适应社会变化的知识和技能( 自我表现能力、外语交流能力、媒体读写能力、电脑基本操

作能力)

教师职业追求

的资质能力
·对学生和教育态度的正确理解( 学生观、教育观、对国家教育任务的理解)

·对教职工作的热爱、自豪和献身感( 对教职的热情和使命感、对学生的关心和责任感)

·具备学科指导及学生指导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及态度( 正确理解教职意义和教师任务、发展

学生个性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关爱学生能投入感情、进行心理咨询、能顺利处理突发

事件的能力、能构建地域和家庭圆满关系的能力)

注: 根据 1997 年 7 月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第一次答辩审议《新时期教员养成的改善方案》整理。

2． 2 文部省制定的体育教师培养方案

在以上教职教养共同框架的基础上对体育教师

专业资质能力又提出要求。1997-09 日本保健体育

审议会答辩审议《为增进和保持终身身心健康·关

于今后健康教育的振兴方案》［9］中规定了体育教师

的资质和指导能力( 见表 2 ) ，特别是当代健康教育

关系全民素质的新课题，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已放

在重要位置，尊重生命和健康知识加深的同时，自我

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的形成是中心议题。在体育教

育领域，强调根据学生个性差异的教育和运动指导

法的掌握，养成主体的健康意识，通过健康教育，加

强身心健康和道德健康的理解，使“体育性身体”向

“教育性身体”转换，培养学生健康安全的运动习惯

是新时期体育教师应具有的重任。在“方案”中提

出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能力的培养，在内容范围中

特别关注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在了解学生兴趣、爱

好、能力基础上的适当指导，并扩大社会视野，践行

国际卫生组织提议的向身心健康和道德健康和谐发

展等要求，同样体现了“身体感性论”所主张的身体

实践、身体关怀和身体改良，通过体育实践的快乐场

所取得身体性内在经验( 自我学习的体验) ，使主体

的健康意识和人格升华，达到身心快乐和幸福，形成

良好的职业行为能力，提升体育教师的教育价值。

3 “身体感性论”视域下的体育教师教育价值

3． 1 实践—感性的现实活动( 主体的实践感)

纵观以上日本体育教师资质能力要求，并非仅

仅是理论性设定的实践诠释，而较多的指向实践操

作本身的经验积累。“身体感性论”探讨的实践，是

把实践作为一种感性活动，是人在特殊环境中自身

参与的现实活动，关键认识在于，实践感先于认知而

存在，内在地引导和决定着人们的行动［10］，特别方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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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提出具有丰富的人性感，这一感觉的形成并非

建立在理性认知或精确概念和定义推导的基础上，

而应是凭借着自身长期与学生朝夕相处的互动体验

过程中养成相互尊重的意识，这种实践感引导着自

身熟练地应对外部世界，形成主体的实践感( 实践

意识) 和行为习惯。因此实践感是一种缺乏逻辑形

式的感性意识，在实践活动中不 仅发挥着直接支配

人们行动的作用，而且也具有理性思维不可替代的

功能。因此在教育实践中关注学生实践的逻辑积淀

与理论诠释的融合，在实践中边感知事物，边在主体

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到主观与客观的辩证

统一，其中既有理性思维，也有感性认识; 既有事实

性认知，又有价值性判断，所以重新审视实践，不难

发现是具有总体意识活动的过程，伴有一定现实性

和能动性的特征，对理性思维起到互补的作用，则是

“身体感性论”提示的实践教育价值之一，较符合体

育教师教育应面向教学实践的客观规律。因此“方

案”基于实践理论的新意，重新设定了体育教师立

足全球视野的能力要求，传递了基于实践体验的现

实活动，学会对人的尊重，愿为本土和国际社会做贡

献的胸怀和心灵呼应，将是教师应有的基本素养。
为此反思理性，重释感性，立足实践，面向现实将是

未来体育教师教育的新思路。
3． 2 感性的能动性( 感性与身体、感性与个性)

为适应时代变化，“方案”中提出个性、感性、创
造性、自我教育、自我表现等教师资质能力，正体现

了“身体感性论”中感性与身体、感性与个性关系的

新认识。“身体感性论”基于“知性”和“感性”二元

对立模式的批判，认为感性并非束缚于理性知性，应

以发展的观点重新认识感性。正如桑子敏雄所说，

“感性是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对应，对本身存在的

价值及能动性创造能力的肯定，以及‘把握’与气

候、土地等环境世界相关的自己身体的能力”［11］，并

以“身体的支配”和“空间的轨迹”，来定义人是在有

着履历的空间轨迹中的身体支配，较客观地揭示了

“感性”和“身体”的关系。其次认为“感性”是人存

在的现实性和具体性，人的本能也要依存于感性之

中，那么人的“个性”是与生俱来，其中支配的个性

应该是人的个性基础，“发展个性教育”应该是人生

最重要的第一步，既使是理性思维也只有通过感性

机体才能产生，在此又揭示了“感性”和“个性”形成

的相互关系。培养体育教师的个性和感性等资质能

力，则应让其自觉地支配自己的个性，形成自我，提

高个人素养。因此“感性”并非被动的感受器，而是

能动地培养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也是把握周围环境

与自身相互关系的能力。只有舍弃“理性”和“感

性”、“知性”和“感性”对立的二元论模式，对历来感

性上升为理性的公式化固有概念以发展的观点重新

认识，把至高无上的“理性”位置和“感性”地位加以

调和，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身体感性”教育和感

性的能动作用，为形成体育教师自我“个性”和“感

性”的资质能力注入新意。

表 2 体育教师资质能力的要求 ( 1997 年保健体育审议会答辩审议)

资质能力 内容范围

体育教育能力
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能力，进行适当的指导，掌握科学的体育理论和

具有目的意识的运动指导法。加强健康安全教育。

健康教育能力 关于现代健康课题的理解、并向社会视野的扩大、以及身心健康和道德健康的理解等。

注: 根据 1997-09 日本保健体育审议会答辩审议《为增进和保持终身身心健康·关于今后健康教育的振兴方案》。

4 审美教育( 感性的美学)

“方案”中提出体育教师职业追求的资质能力具有

对教职的热情和使命感、对学生的关心和责任感，实质

是师德和美德的呼唤。正如“身体感性论”中较强调美

学的伦理维度，认为“艺术比道德更加道德”［12］，对于

真善美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必须追求

其行为领域的真正表现，通过外在行为举止中的美德，

获得社会尊严和自我改善的能力，因此美德自身要求

身体的自我完善和身体的关怀，即在感知、知识、美德、
健康和人格等方面得以升华。

而作为美德基础的“现代美学不是围绕着形而

上学的‘审美理念( 观念) ’的学说，美学应阐明对审

美经验的内在固有性质，美学不要求事先对审美经

验制定尺度( 概念或精神) ，而是根据与身心相关的

过程给予分析说明。美学应是忠实于创建时语源的

学说，即感性的科学”［13］。由此揭示了“感性”与

“美学”的关系，美学不是感性的强化，而是引导感

觉使之朝教化、规律和训练的方向发展。例如，感性

和理性的调和，并不是理性控制了感性而形成秩序，

而是使两者取得平衡而同时得以共存，两个方面相

互关系而不是强制，其中留有的空隙就是美的状态。
作为“感性”的“美学”，并不仅仅是记忆人的感性经

验的变化现象，而应该是明确感性经验变化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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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机制，即反思审美人生和生存意义。体育培养

的是“健康人”，所谓“健康”包括形体美、精神美、人
格美( 美德) 、行为美的整体形象，是生命活力与健

康和谐的美的结合，也是个性化的生命表达，因此要

培养体育教师的审美感受和人生态度，回归感性的

美学价值，在活动中不断提高审美意识，形成心灵美

的思想境界，在体育教育过程中追求自我的审美标

准和价值判断，形成高尚的师德和美德，从而实现职

业使命，体现体育教师教育的价值。

5 趋势与启示

5． 1 日本体育教师培养方案的感性转向趋势

综上所述，从感性转向的价值中，体现了“身体

感性论”以“哲学”和“体育”这两个从表面看来存有

巨大距离的两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多学科交叉

研究的视野下挖掘和丰富了体育教师教育的实践内

涵，回归教育本质，引起体育教师教育“感性实践”
的觉醒，使高雅哲学向普世哲学转向，贴近实践、行
为和生活，使社会需要和学生诉求真正转化为现实，

充分体现了日本理论先导、引领实践、感性转向、贴
近生活、注重提高个性和审美教育的综合素质发展

趋势，为提高我国体育教师的素养和职业使命感开

拓思考空间。
5． 2 对改善我国体育教师培养方案的启示

2003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14］中全面提出了体育

教师培养的六条规格，含思想、能力、要求、素养等，

较好地反映了时代要求和职业诉求。但也不难看出

我国“方案”的细化程度还不容乐观，前沿理论的渗

透融合还有距离，适合于全球发展的资质能力要求

还不尽如意，则试从日本的经验教训中得以启示。
5． 2． 1 反思理性，追求感性的合理性

当代体育教师的培养应在反思理性的思考中开

始重新审视感性，打破仅以实践手段来理解固有理

论的客观现象，还须基于主体参与实践的经验体悟，

正如马克思所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的主要

缺点是: 对对象、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

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

作实践去理解”［15］。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院长邓正来认为，“这个变化的世界的要害在于原

有的世界并没有消失，而新的世界已经降临。……
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系统，从根本上忽略了人的生存

性智慧。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既有的知识

系统而存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生存性智慧”［16］。
因此，生存性智慧的形成必须基于实践的现实活动，

而实践是以自已身体进行的现实活动，是区别于心

理和观念活动，是可以被感知的物质活动。为此必

须贴近现实，以开阔的胸怀设定适合于国际化社会

中必备的基本资质能力( 全球、国家和人类的关系，

社会、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尊重人和关爱人的丰富人

性等) 列入“方案”考虑范围。并从我国中小学体育

课改的实际出发，真正将现代社会需求和体育教师

的培养尺度结合起来，充实免费师范生的实践环节，

改善应用型体育专业硕士的培养方策，使师资培养

更贴近现实，将理论研究与制度创建相结合，严格教

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为提高我国体育教师文化自

觉自律的职业使命开拓空间，

5． 2． 2 形成自我意识，重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在当代体育教师培养体系中关注主体的自我意

识、个性培养和知识与行为的融合，是适应时代变化

必不可少的资质能力之一。在实践中不仅要关注主

体性的理论建构，而且更倾向于主体性理论的实际

运用，即如何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发挥人的主体性。
在当代学习型社会中，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又是文化

的存在，社会规范向自己内部吸取的过程中，也必须

关注主体固有的人格和个性的存在。体育活动中重

视主体在实践中接受外界刺激的感觉性能力，体验

身体在空间的支配轨迹，提高感性意识和自觉性，进

而转换为指导实践的外向性运用能力，认识感性的

能动作用，形成终身体育的教育感悟，在活动过程中

丰富社会化( 主体间) 和个性化( 主体内) 学习生态

的和谐发展，转向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的自我表现

形态和行为习惯，用完美的形象和正确的价值观进

行引导、教育和规范，在促进个体健康发展的同时，

影响社会健康、文明、和谐发展，是体育教师主体自

我意识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注重体育教师感

性和个性培养，提高自我意识、自我表现、自我教育

以及人际关系能力，应是当代社会和职业所追求的

体育教师应有的素养。
5． 2． 3 培养审美感受和人生态度，追求全人教育

在现行体育教师培养的规格体系中已意识到体

育本身的美学基础，但还未涉及感性和美学结合的

审美人生价值。审美教育的实质是对身体( 生命)

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而体育教师承担着增进生命

价值的教育，则必须形成关爱学生健康生命的美德

和师德，从身体、心理、社会、道德健康观的角度，通

过技术传授关注个体到社会人的健康发展，最终实

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其中通过审美和美的价

值判断，充分挖掘感性力量，不断提升人生态度和精

神价值，使个体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到征服自我和健

康的快乐，享受美的体验，领悟“健康第一”的真谛，

进而使健康生命绽放光彩。从此意义上看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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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技术、有责任和使

命感的“全人”教育，肩负着凌驾于各学科之上的育

人重任，挑战以人格魅力、学识魅力和健康魅力教育

感染学生的使命，因此体育教师职业更具有教育性

和思想性，应作为“培养方案”的重要补充。

6 结 语

“身体感性论”是较为新兴的学术思想，其潜在

的生命力及体育教师教育理论的活力已初见端倪，

他的可取之处是在于能对事物的理解回归常识的世

界观、贴近现实生活、运用于实践活动的感性转向，

形成日本体育教师培养体制的动态发展趋势。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研究不乏其共性的

规律和经验，我们仍需继续关注其理论与实践的发

展，对我国传统观念进行整理和现代思考的基础上，

坚持国际化和民族化、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结合，为实

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

更好地履行体育教师的职责，肩负起时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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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院学报被评为“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日前，我院学报编辑部收到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颁发的证书，在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2011 － 2012) 中，我院学报被评为“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国学术

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是由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图书馆及信息管理学院共同研发的，是中国学术

期刊分类分级排行榜和权威、核心期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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