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1 卷  第 16 期 
154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年 8 月 

                            

收稿日期：2020-0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8YJAZH123）；四川省重点研发项目（2019YFS0087）；成都市科技局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创新环境提升计划（2017-GH02-00091-HZ）；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老龄事业与产业研究中心重点

项目（XJLL2019002） 
作者简介：李芳宇（1977—），女，江西人，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乡村儿童教育产品设计探究 

李芳宇，周乐 
（西南交通大学，成都 611756） 

摘要：目的 从具身认知的视角出发探究面向乡村儿童的教育产品设计。方法 利用 CiteSpace 分析国内

具身认知的研究方法；从设计观点出发解释它与产品设计的结合；对图书、玩具、教具、教育类 APP
这四类儿童教育产品进行二维分析，并与儿童活动形成映射；通过分析乡村儿童的群体特征，发现将具

身认知理论应用于乡村儿童教育产品设计中的机会和意义；基于调研绘制用户体验地图，挖掘现象下隐

藏的根本需求；结合前期的相关研究，从设计的本能、行为、反思三个层次，提出乡村环境下儿童教育

产品的设计思考。结论 身体的体验和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是影响认知理解的重要因素，乡村儿童有其独

特的群体特征与生活环境，通过将具身认知理论与教育产品设计两者结合起来，提出了面向乡村儿童教

育产品的四个设计要素，即匹配内容与认知、补足情感缺失、增强乡村认同感、传递未来与希望，并对

设计要素进行了设计表现上的扩展，为乡村儿童教育产品提供了设计思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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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LI Fang-yu, ZHOU L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research on design of educational products for rural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CiteSpac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embodied cognition in China. From the de-
sign point of view, the combination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product design was explained.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of four kinds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oducts, such as books, toys, teaching aids and educational apps was made and 
reflected in children’s activities. By analyzing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hildren, the opportunity and significance 
of applying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to the design of rural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oducts were found. Based on 
research, the user experience map was drawn; and the basic needs hidden under the phenomenon were explored. Com-
bin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design thinking of children’s education products in rural environment was proposed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design instinct, behavior and reflection. The experience of bod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dy 
and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Rural children have their unique group charac-
teristic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By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with the design of educational products, 
four design elements of rural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oducts are put forward: content based on cognition, making up for 
emotional deficiency, enhancing the rural identity and delivering the sense of hope and future, and the design elements are 
extended in design performance, providing design thinking cases for rural children’s education products. 
KEY 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rural children; educational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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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明确提

出，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下，人们渐渐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乡村孩子的教育

上。不少专家和乡村教师表示：“乡村教育如果跟着

城市跑，永远也跑不赢”[1]。儿童教育产品在儿童的

成长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乡村儿童使用的教

育产品也不能只跟着城市跑，需要有符合其特点的

教育产品。“互联网+”作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

教育平等的有效方法，对农村教育教学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2]，但在网络背景下学习，更考验自制力，由于

认知水平不足、视野面窄、辨识能力弱等原因，网上

的资源与多元的价值观使乡村儿童面临的风险也不

容忽视。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具身认知理论，

结合乡村儿童的特点，探索面向乡村儿童的教育产品

设计。 

1  具身认知理论与儿童教育产品研究概况 

1.1  具身认知理论简述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早指出：认知存在于

身体的每一个感知和行为活动中。具身认知理论强调

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身体本身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

用，人的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和相配合的行为活

动方式形成的[3]。认知作为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活

动，是身体、环境、活动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4]。环

境是物质基础与信息来源，活动意味着体验的出现。

这是一个始于身体学习，并逐渐完成的无意识的认知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中神经元之间形成连接，

思维里也构建起了概念模型。 
早在 1884 年，詹姆斯和兰格就陆续提出了情绪

的变化和身体的生理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1979 年

吉布森提出的功能可示性（Affordance）的概念，就

是诺曼在《设计心理学》中所说的示能的前身。众学

者都在不断地强调且论证着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

对于人理解世界的重要性，见图 1。比如生活中有这

样的现象：没有驾驶经验的人，难以理解“换挡”如何

进行操作；天生盲人脑海中不存在色彩。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具身认知逐渐从形而上学的

思辨转向了注重证据的实证研究，进入了科学验证的

阶段[5]。大量的实验数据证实着身体行为和所处情境

对于认知活动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1.2  具身认知在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1.2.1  相关研究方法 
21 世纪以来，我国在具身认知的渊源、特征、

应用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以 CNKI 数据库

为例进行分析，使用关键词“具身认知+设计/产品设

计”进行搜索，提取出 510 条相关的中文文献。统计

后发现，相关文章数量总体呈明显的增长趋势，见图

2a。利用 CiteSpace 文献分析软件，在关键词共现分 

 
 

图 1  具身认知发展 
Fig.1  Development of embodied cognition 

 

 
 

图 2  载文量增长趋势和共现分析图谱 
Fig.2  Increase trend of published article volume and 

co-occurrence analysi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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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基础上合并其中的同义词（比如“增强现实”和

“AR”），用可视化图谱表示各词之间的联系，见图

2b。这些关键词的关联和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

国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下的设计研究主题和发展，其主

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教学设计、具身技术等方面。 
利用 CiteSpace 析出具身认知在理论研究、教学

设计、具身技术这三类的代表性文献，可以了解到具

身认知在这些方向的研究方法。（1）理论研究：主要

运用假设法、实验法、神经学验证法。科学家们利用

假设法提出命题，通过巧妙的实验研究人们心理和行

为的具身化表现，并且关注人脑中的神经机制，为具

身认知提供神经生物学基础[6]。（2）教学设计：主要

运用实验法、观察法、整合与转化。内容集中在学习

方式和学习环境两个方面。通过设定学习情境，观察

被试在过程中的行为和感知状态，将结果应用在教学

中，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果[7]。（3）具身技术：主要

运用计算机及产品辅助。运用计算机根据内容创设情

境，以产品为载体，使交互行为更直接自然，提高体

验感。在不同水平的技术支持下，可以实现不同程度

的具身活动。 
由此可见，具身认知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潜

力，吸引着更多的人探索对情境的打造和对身体活动

的认知。 

1.2.2  具身认知与产品设计的结合 

在产品设计活动中，有很多从身体、行为方面出

发的观点，它们推动了具身认知下的产品设计研究。

产品要符合的人因工程学要求便是从人的身体结构、

机能特征（运动机能和感官机能）等因素出发，建立

人与产品的和谐交流；深泽直人提出的“无意识设

计”，关注身体的经验记忆，用可见的设计去满足人

们无意识行为下隐藏的需求。从行为细节入手，引起

使用者的情感共鸣，见图 3。 
具身认知与设计相融合，使得用户通过亲身体验

与产品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在无意识中被引导、影

响、约束和刺激[8]。在行动中体验，在体验中反思， 
 

注重人、产品、情境三者的彼此建构。张露[9]（2018
年）通过对具身认知进行分析，构建了基于该理论的

教育软件开发框架，依此设计了一款校园安全 APP，

并能有效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刘佳蕾[10]（2019 年）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进行了膝关节功能恢复机的设计

研究。彭博[11]（2019 年）出于具身认知的角度，探

索了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创新与实践，指出了儿童对于

展品的认知主要以参与性和体验性活动为主。 

1.3  儿童教育产品发展现状 

随着儿童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具有教育功能的产

品设计研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市面上对儿童起到教

育作用的产品，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图书、玩具、教

具、教育类 APP。这些教育产品能够促进儿童的语言

能力、交流能力、学习能力、身体运动能力等的发展，

并帮助培养习惯和塑造个性。 

1.3.1  图书 

在信息化社会中，传统的出版物结合增强现实技

术，使其不再是静态枯燥的文字和图片，儿童可以在

现实环境内与虚拟信息进行实时自然的交互，塑造沉

浸式趣味阅读体验，使信息易于理解，更加形象化、

视觉化[12]。侯冠华[13]（2019 年）研究了书籍的互动

设计对儿童阅读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与身体活

动有关的互动形式（比如嗅觉互动、折叠互动和抽拉

互动）更受儿童喜爱，影响着儿童的阅读行为。 

1.3.2  玩具 

玩具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重要媒介，以其生动的色

彩、声音和丰富、形象的种类，易于儿童接受。高品

质的玩具设计可以激发孩子们游戏的兴趣和主观能

动性[14]。《2019 中国玩具潮流趋势报告》中指出，“亲

子”、“益智”、“早教”、“趣味”这些热门词汇排名前

列，源于国内对“寓教于乐”这一理念的接受度不断

提高、提倡教育学习功能的玩具市场快速增长，且近

年 STEM 教育兴盛，玩具与教育之间的契合度越来

越高。 

 

 
 

图 3  注重身体与行为的产品设计 
Fig.3  Product design focusing on body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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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教具 

教具主要指教学用具，是协助老师完成教学活动

的产品。合适地使用教具，能够突出知识的重难点，

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地表达出来，能够有效地激发学习

思维。比如经典的计数器、平衡称、蒙氏教具等。随

着网络发展，多媒体成为教学常用工具之一，但传统

的实物教具依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1.3.4  教育类 APP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教育类 APP 迎来

了高速发展时期[15]。市场发展势头猛烈，但也随之产

生了许多问题，引发了众多探讨。与 APP 之间的交

互体验如何契合儿童成长发育的特征，成为一个重要

的问题[16]。 
这四种类别彼此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且随着

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创新与融合。在此选择了一

些市面上典型的、新兴的教育产品，绘制了二维分析

图，见图 4a，其与儿童活动的映射关系，见图 4b，

从左下角到右上角，产品所调动的身体感官参与度越

来越高，具身性越来越强；产品所创造的情境感越强，

儿童的情感互动与体验感越受到重视。一件产品只有

使用者身体力行，通过实际操作，对产品有具身的体

验，才能形成理解[17]。 
儿童教育产品没有明确的城乡区分，但这些产品

的普遍适用性还值得商榷，尤其是在我国尚有着明显

城乡差距的处境下，乡村儿童几乎只能被动地选择既

有的教育产品，在文化与安全教育不足、缺乏引导与

管束的情况下，触手可及的网络也使他们接收着庞大

而良莠不齐的信息，尤其是留守儿童。这种状况让人

很担忧。 

2  乡村儿童群体特征分析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的特点，身体在特定情境下进

行活动，相应的活动方式和产生的体验影响着儿童认

知的塑造。在时代背景下，乡村儿童处于一个特殊的

乡村情境中，形成了特殊的群体特征，这使得面向他

们的教育产品设计有了一定的优势与着力点，见图 5。 
 

 
 

图 4  教育产品发展分析 
Fig.4  Analysis chart of educational product development 

 

 
 

图 5  乡村儿童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Fig.5  Analysis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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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理特征 

对乡村儿童来说，身体发育所需的物质基础已经

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更健康更全面地提高他们的

发育水平。徐亚涛[18]（2019 年）结合全国范围大样

本的数据，分析了我国青少年身体发育的特点，在其

博士论文中表明，乡村儿童有着体格（身高、体重等）

均值小、体能（肺活量、柔韧性、耐力等）综合评价

高、身体成分异常（超重、肥胖）检出率低的特点。

除了自然因素外，与生活环境和活动状态有密切的关

系。广阔的乡村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

为其与自然、土地的亲密接触创造了条件，设计中可

配合引入自然情景因素。体能水平较高，可思考结合

身体运动的设计。 

2.2  心理特征 

乡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

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出于各种原因，乡村家长很难照

顾到孩子除了物质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存在着陪伴

少、交流沟通少、缺乏指导建议等普遍现象。情感互

动的不足难以避免地对乡村儿童心理的健全成长造

成了消极影响，乡村儿童面临着父母亲情缺失、个性

敏感孤僻、心理畸形发展、负面情绪突显等困境[19]。

伴随着大城市信息的冲击，这方面的问题愈发明显。

湖南卫视的《变形记》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赵红勋[20]

（2018 年）表示，节目对青少年价值观产生的负面

影响，远远超越了其正能量输入，也打破了农村孩子

既有的生活轨迹。情感的缺失是把双刃剑。心思细

腻，容易被影响，但在正确的教育引导下，也容易被

激励。在设计中需要注意对情感的补足和积极的心

理暗示。 

2.3  认知特征 

城乡儿童在认知能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村

儿童在理解力、想象力、倾听与表达、早期书写等语

言认知以及执行功能上的发展都相对较差。乡村儿童

认知能力的发展与教育环境息息相关，不只是学校的

教育环境，还有家庭教育环境。李英[21]（2019 年）

等人在研究中表明，农村儿童通常面临着照养人养

育知识水平低等各方面的劣势，从而造成其认知发

展滞后。2017 年，罗斯高也在《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

影响未来中国》的演讲中提到，希望孩子上大学的农

民有 95%，会给孩子讲故事的妈妈却只有不到 10%。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特征在留守儿童的身上表现

得更加明显，这反映了教育产品有针对性地面向乡村

儿童进行设计的必要性。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下，

乡村儿童的成长状况不容乐观，关注虽然有，但是缺

少基于乡村儿童本体视角的思考，难以触及乡村儿童

生活的深层本质，无法达成对乡村儿童的深度理解[22]。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回归到乡村儿童本身，回归到他

们当下的身心状态和现实的体验，探讨针对这一群体

的教育产品的设计，因材施教，对于乡村儿童的成长

是有极大助益的。 

3  乡村儿童教育产品需求 

用户体验地图是将用户的个体体验以可视化的

方式分阶段展示出来，通过对各节点的分析，挖掘

用户内在需求 [23]。在此以拼接益智玩具为例，基于

调研分析乡村儿童的使用情况，采用体验地图的方

式将儿童的主要行为与情绪进行分析梳理，寻找乡

村儿童在使用现有教育产品过程中的痛点，见图 6。 
 

 
 

图 6  用户（乡村儿童）体验地图 
Fig.6  User (rural children) experienc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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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玩具—玩玩具—放下玩具”这条活动线上，

有一些行为点值得挖掘，以下将其分为积极点和消 
极点。 

积极点也可以说是兴奋点，能刺激儿童自发产生

活动。儿童的情绪在图 6④时达到第一个高点，这是

产品从形态、材质、玩法等（产品特性）获得儿童的

喜欢，或是儿童在其中发现了熟悉的形象（儿童本身

的认知程度），当内容与儿童的现有认知相契合时，

更容易吸引儿童进入状态。图 6⑧是一个情感需求点，

在他人鼓励下克服困难继续完成活动对缺乏情感互

动的乡村儿童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图 6 ⑪⑩到 的情

感递进形成了整个活动的高潮点，儿童在这个时候会

主动与周围的人和环境进行互动，处于创造、交流、

学习的 佳状态。 
消极点会造成儿童满意度下降，同时降低产品价

值。图 6⑥对于认知和执行能力都发展较慢的乡村儿

童来说，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之一。在缺乏引导交流的

情况下，受挫后极易产生放弃的心理， 终导致糟糕

的体验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产品也随之失去了它应

有的教育功能。从图 6 ⑮中可以发现，行为⑦和行为

相同，但对产品的体验感相差较大。 
由此可见，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产品设计，引导

乡村儿童的身体行为、创造情感互动、提高儿童的各

项能力是很有必要的。根据分析将乡村儿童的教育产

品需求分为功能、情感和意蕴三个层面。 

3.1  功能层面 

功能层即指产品的实用价值，对教育产品而言，

主要表现在它是否能以合适的方式满足乡村儿童对

知识的需求。在广大乡村地区，专业化高素质教师队

伍数量不足、建设缓慢，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分布不

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矛盾更加集中。乡

村儿童面对的不只是课程体系不完善、学科失衡、教

材适用性问题，还缺乏生理知识、网络安全知识等方

面的教育引导。 
刘怀英[24]（2017 年）对苏北农村小学使用苏教

版美术新教材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专职 
 

美术教师少、学生准备学具困难，实际教学与教材脱

节严重，她指出了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生活的方方

面面，把当地有特色的事物融入课堂设计并施教。段

胜峰[25]（2018 年）在分析了城乡儿童教育优劣势之

后，总结了城乡儿童的互向价值，在优劣互补的基础

上建立了学习共同体，线下搭建了集体学习生活空间

模型，并设计了促进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的 APP，在线

上建立了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家长、老师、学伴的

联系，见图 7。 

3.2  情感层面 

情感层关键在于教育产品与乡村儿童情感的承

接。充分的情感交流是人格养成的关键成分，良好情

感关系有助于儿童积极地对待不良处境。在城市化加

速的过程中，随着互联网与电子设备的普及，网民低

龄化现象已然发生[26]。复杂的网络世界对乡村儿童的

价值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满足乡村儿童的情感

需求，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显得尤为重要。周敏[27]

（2019 年）在用户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留守儿童

陪护机器人的交互模式，为儿童与父母建立起沟通桥

梁，提供学习资源并关注其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生

理和心理问题，见图 8。 

3.3  意蕴层面 

意蕴层是指产品所带给乡村儿童的精神力量。现

代化的发展使得乡土情怀、乡土色彩、地方性文化对

乡村儿童精神生活的作用日渐式微[28]。若只教乡村儿

童向往大城市、现代化，而不去引导他们对乡村生活

产生热爱和认可，那正如刘铁芳所言：“他们成了精

神上无根的人，表现出生存的无奈与自卑，游荡在乡

村社会的时间与空间里[29]。” 
以设计的手段使得人与人产生交流、人与物产生

联系，创造归属感，这是极有益的。在乡土文化传承

和乡村儿童发展的过程中，设计可作为一个关键的衔

接环节，起到传承、引导、转化与突破的有效作用[30]。

对自我价值以及乡村产生认可，心有归属，目及远方，

脚下才能走得坚定。 

 
 

图 7  集体学习生活空间模型及 APP 设计 
Fig.7  Design of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living space model and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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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留守儿童陪护机器人 
Fig.8  Left-behind children accompanying robot 

 

 
 

图 9  乡村儿童教育产品设计的三个设计层次 
Fig.9  Three design levels of rural children’s education product design 

 
4  具身认知视角下对乡村儿童教育产品设

计思考 

结合前面的分析，并从设计案例中收获启发，在

此，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注重乡村儿童的身体体验及

他们与乡村环境的互动，从设计的三个层次（本能层

次、行为层次、反思层次）出发，可以得出乡村儿童

教育产品的设计需要满足四个要素：内容与认知相匹

配、补足情感缺失、增强乡村认同感、传递未来与希

望，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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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匹配内容与认知 

第一，教育产品中优质且丰富的知识内容能够提 
高儿童使用产品的兴趣，提高主体参与以及沉浸度。

由于乡村儿童缺乏在美感、艺术感上的培养，通过结

构合理、美观大方的外在形象可以提高乡村儿童对美

的追求。除了对乡村儿童所接触学科课程的健全与补

充，还需要清晰易懂的通识教育、视野的扩展以及重

要的卫生、生理、心理、网络安全教育。 
第二，选择参与度高、距离感近、贴近实际生活

的表达方式，能有效帮助乡村儿童对知识融会贯通。

2018 年，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等联合主办的“花

儿计划”乡村公益课堂启动，关注孩子们的视野问题，

在不同的乡村小学展开了“科技”、“音乐”、“绘画”

等不同主题的教育活动。虽然教授着不同的专业知识

内容，但是却有相同的特点，那就是让孩子亲身体验，

通过身体感知到的信息去理解事物。科技课堂上没有

使用过多的乡村儿童没接触过的仪器，比如仅仅将三

个塑料瓶串联起来，做出了一个彩色的喷泉，讲的是

虹吸原理，绘画课堂上带着孩子们去画村里的房子、

巷子、大山。 
丰富的知识内容能让乡村儿童认识到更大的世

界，但需要循着乡村儿童的现有眼界与认知水平走。

表现在乡村儿童的教育产品设计上，即单一的设计中

表现的知识内容可以是综合式的，也可以是专注于某

一个主题的，并对其进行适合乡村儿童易于接受理解

的选择与调整，有助于乡村儿童自然地学习知识。 

4.2  补足情感缺失 

《心理学大辞典》中对情感的解释是：“情感是

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

体验。”对于乡村儿童而言，设计需要情感化。有温

度、有交流的设计能填补乡村儿童在情感上的低洼，

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对孩子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大有

裨益。从吸引力、有趣、真实、有互动等角度出发，

引起孩子的情感共鸣，先带动身体感官参与，激发情

绪，进而带动孩子主动思考。孙逢辰[31]（2019 年）

探索了让留守儿童和其父母更加亲密沟通的方式，通

过打造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增进亲子感情，提出

易用性、趣味性、注重视听觉等多感官交互体验、场

景带入等设计要点，满足儿童对亲情的渴望，促进儿

童心理与生理的发展。 

4.3  增强乡村认同感 

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对于健康人格的观点认为：

认同的形成是青少年阶段的核心任务[32]。自我认同是

指一个发现“我”的唯一性和独特性而形成自我概念。

文化认同是指对语言、习俗、历史等文化方面的认可，

它为一个人保持自身特性提供了心理资源。乡村儿童

在进入学校学习之前，已然在成长过程中与乡土文化

相遇，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境脉。乡村与自然、生物的

亲密联系是它所特有的优势，这种优势应该被充分地

利用起来。例如除了立交桥、高楼、博物馆外，也可

以从乡村儿童身边出发，引导鼓励他们了解地区历

史、当地的民俗风情、民间艺术或地理风貌特点。乡

村本身就有着丰富的课程资源，比如水稻的生长规

律、奶奶绣样里的传统文化、山间泉水的源来等。 
乡村儿童需要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缺乏对自我

的认同感会导致人际关系疏离、自我否定、孤独、自

我形象模糊等负面的影响；缺乏对乡村文化的认同

感，会产生看不起、鄙视、逃离乡村之类的心理情绪。

通过传递正确的信念、融入乡土文化元素的设计，引

导乡村儿童认识自我、肯定自我价值，了解乡土文化、

认同乡土文化价值。 
江美英[33]（2019 年）在多年教学中发现，初中

地理知识抽象难懂，但学生 熟悉的地方就是脚下生

活着的这片乡土，将乡土地理融入课堂教学中，使学

生能够更直观生动地理解教学内容。为乡村儿童创设

乡土化且真实鲜活的语境，顺应乡村孩子认知发展的

需要，有助于乡村儿童塑造自己的文化立场与态度，

使其能理智地认识与看待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外来

文化。 

4.4  传递希望与未来 

面向乡村儿童的设计教育产品设计需要传递希

望，人们心中 盼望的期待和愿望，在积极心理学中

被称为一种美好的心理能力——希望感，它能够督促

人不断进步并得到提升，形成长期的稳定的行动来实

现自己的目标。希望感能够让乡村儿童产生行动的

动机。 
在 2019 年 12 月收录着 194 名山区留守孩子所作

诗歌的儿童公益诗集《大山里的小诗人》，由人民日

报出版社整理出版，200 首诗歌被分为三辑：归期、

童心、野望，这些山区孩子既是设计者又是使用者。

这是为孩子们悉心打造的一份礼物，也借这本诗集呼

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见图 10。这样的设计充满

着希望与未来，也可以应用多感体验等前沿科技，提

高乡村儿童对广阔世界的向往与期待值。 

5  结语   

儿童代表着未来与希望，乡村儿童作为乡村未来

的希望，其生存与发展状况在“乡村振兴战略”格局

中举足轻重[22]。乡村儿童与城市儿童的成长环境有着

明显的差别，因此，在教育产品的设计上，需要有其

倾向性与侧重点。本文通过总结教育产品发展现状与

乡村儿童特点，结合目前国内乡村儿童教育产品的设

计研究及社会实践案例，讨论了具身认知理论在乡村

儿童教育产品设计上的适用性，为面向乡村儿童的教

育产品设计提出了可行的设计思路。通过 CiteSpace
分析可见，具身认知在教育领域应用普遍，并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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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山里的小诗人》 
Fig.10  “The little poet in the mountains” 

 
技术联系紧密，这意味着可能为发展乡村儿童教育提

供更多新的研究视角，除了本文从设计的角度出发

外，也可从模拟情境、教学策略、游戏活动等方面进

行探讨，有效引导、促进乡村儿童积极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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