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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身体论到“在世存在”身体论：教育技术

实践中的身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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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笛卡尔机械身体论的导引下袁早期的教育技术实践呈现出野被动性冶和野可分性冶的身体景观遥野被动性冶致
使学习者的身体处于野隐而不显冶的状态袁野可分性冶则致力于知识普遍性与抽象性的寻求而疏离了学习者的生命体验遥
梅洛-庞蒂的开创性工作使得野在世存在冶身体论逐渐在整个思维领域全面扩张袁并在技术时代里遵循野人渊身体冤要技

术要世界冶的结构推动和深化遥在此背景下袁教育技术实践描画出野多种身体形式与多重在场方式冶的新图景遥具体包括院
网络空间中基于学习者图形化身的野缺席在场冶尧虚拟现实空间中学习者与 VR 技术野融合共生冶的野知觉在场冶尧孪生数字

空间中基于虚拟数字教师/学习者的野分身在场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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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议题在教育技术实践中的演变历程袁是与机

械身体论的式微和野在世存在冶身体论的泛起密切相

关的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机械身体论的假定为身体在教

育技术实践中的野隐而不显冶提供了基底袁致使早期的

教育技术实践呈现出野被动性冶和野可分性冶的身体景

观遥而野在世存在冶身体论则试图恢复身体的野整体性冶
与野存在本源性冶袁由此使得教育技术实践能够冲破机

械身体论的束缚袁逐渐确立了具有深刻野身体要技术冶
特征的野具身性在场冶观念袁进而描画出野多种身体形

式与多重在场方式冶的新图景遥
一尧机械身体论与教育技术实践中的身体景观

关于教育技术的起源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

说法遥但是袁野教育技术发端于教育媒体冶[1]也许是最能

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观点遥 然而袁受笛卡尔机械身体

论的影响袁整个媒介技术演进史堪称是一部野身体缺

席冶的历史遥其结果是袁野我们的面孔尧行动尧声音尧思想

和互动袁已经全部迁移到媒介之中冶[2]遥 在这样的背景

下袁各种教育媒体要要要从文字教材到幻灯投影袁从教

育电视到程序教学要要要也都剥夺了野身体在场冶的权

利袁只剩下精神层面的野符号互动冶遥 正是在这样的意

义上袁可以说机械身体论是笼罩在早期教育技术实践

上空的一朵乌云遥
渊一冤机械身体论院早期教育技术实践中关于身体

议题的理论预设

笛卡尔是机械身体论的集大成者遥他把心灵规定

为只是一个没有广延的可思考之物袁而身体则是一个

由各种器官组成的不能思考的广延之物遥 因此袁心灵

和身体是两个彼此互不相关尧 各自独立存在的实体遥
对此袁笛卡尔在叶第一哲学沉思集曳中予以了进一步说

明院身体只是一部遵循野刺激要反应冶机械因果关系的

接受器袁心灵才是认识活动的主导者[3]遥 换句话说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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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活动主要关涉主体的心灵或意识袁而与身体无关遥
纵观整个教育技术的实践史袁身体议题几乎不受

重视遥 但断言教育技术实践完全忽视身体袁肯定是不

恰当的遥 野人类原始的教育活动是在生产劳动和家庭

生活中袁凭借自己身体的器官进行的噎噎由于它是人

类意识能动性的表现袁故可以说是有目的的教育技术

的萌芽遥 冶[4]这种野口耳相传冶的教育技术袁一直持续到

工业革命前夕遥 18 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袁使教育

技术的发展不断出现革命性变化遥 众所周知袁工业社

会是一个野效率崇拜冶的社会袁效率成为衡量人的所有

社会活动的准绳遥 在教育方面袁人们不满足于古老的

教育技术袁特别不满意野口耳相传冶因时空限制而导致

的低效率遥于是袁在人们寻找野教育杠杆冶的努力下袁教
育技术在野口耳相传冶的基础上迈开了发展的步伐袁先
后出现了文字教材尧直观教具尧音像媒体尧程序教学

机尧计算机辅助教育系统等袁从而使得野教育媒体冶呈
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遥

其实袁教育技术的这一段发展历程袁完全是在野机
械身体论冶的野规训冶下进行的遥综观野媒体教学冶袁其着

眼点是教学内容的跨越时空的扩散袁目的是为了提高

教学内容传递的效果与效率遥 在野媒体教学冶的过程

中袁教学内容必须要借助符号才能从教师端传送到学

生端遥 有理由认为袁理解野媒体教学冶的方法论和理论

框架是符号学的遥 一方面袁野媒体教学冶关注的是各种

符号形态的创造尧使用和理解袁这纯粹是一种与心智

密切相关的理性活动袁而身体则只能对符号刺激作出

被动的反应遥 特别是袁身体不仅不能提升人的理性思

维袁反而会成为理性的障碍袁因此袁人们必须超越身体

的存在遥另一方面袁野教育媒体冶中的文字尧声音尧图形尧
动画尧视频等符号形态袁一定是离身的袁否则不可能进

行跨越时空的传递遥 极而言之袁身体及其依托的物质

空间场景是野教学内容跨时空传递冶必须克服的障碍遥
渊二冤野被动性冶和野可分性冶院机械身体论导引下教

育技术实践中的身体景观

在早期的教育技术实践中袁机械身体论勾勒了野被
动性冶和野可分性冶的身体图景遥野被动性冶致使学习者的

身体处于野隐而不显冶的状态袁野可分性冶则致力于知识

普遍性与抽象性的寻求而远离了学习者的生命体验遥
1. 野被动性冶院身体处于相对隐形尧边缘化状态

机械身体论的野刺激要反应冶模型强调了身体的

纯粹野被动性冶遥 具体来说袁在这个模型中袁野身体诸部

分以及身体与其他对象之间只具有外在的机械因果

关系冶[5]遥 对此袁笛卡尔写到袁野我们无论碰触到任何部

分袁总要激动那里的一些神经末端遥 这种运动又传达

到那些以灵魂总座为枢纽的各种神经的末端噎噎由

神经在脑中这样刺激起来的这些运动袁又按照运动本

身的多样性在各种途径下影响与脑密切相连的那个

灵魂或心冶[6]遥也就是说袁身体的知觉被定义为野感官受

到刺激的反应冶袁 且在知觉的过程中身体仅仅作为感

受器与传导器而存在袁灵魂才是知觉活动的主宰者遥
在野刺激要反应冶身体模型的观照下袁早期的教育

技术实践呈现出野关注教学信息忽略具身场景尧褒扬

理性拒斥非理性冶的特点袁这鲜明地体现在野媒体教

学冶的研究中遥在教育技术学诞生的初期袁绝大多数研

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聚焦于野教育媒体的设计

及应用冶[7]袁并相应地形成了一批内容与方法各异的研

究成果遥大抵包括院渊1冤教育媒体的设计策略曰渊2冤教育

媒体的选择与应用策略曰渊3冤 教育媒体的适应性和有

效性研究遥然而袁不管哪个类别的研究袁都是在回避身

心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袁研究的落脚点在于野教学信息

在教师与学生意识之间的传递与影响冶袁 抹杀了师生

双方的身体在教学信息传递中的许多重大价值遥其结

果是袁身体感觉器官与意识尧情境之间的关系袁感性尧
体验尧身体本身在教学信息传递中的能动性袁以及身

体感觉器官对学生态度和动机发生变化的影响则都

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遥
2. 野可分性冶院寻求无关生命体验的普遍与抽象

笛卡尔认为袁 正如数学上的线段无限可分一样袁
物质性的东西也可被无限地分为若干部分遥 与此相

反袁思维着的精神完全没有广延袁因而是不可分割的遥
有鉴于此袁具有广延属性的身体具有野可分性冶袁可被

视为野在空间并列的各个器官的组合冶[8]遥 另外袁野可分

性冶还体现在笛卡尔所创立的分析方法中遥 所谓分析

方法就是野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袁都尽可能地分

成细小的部分袁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

度为止冶[9]遥 总之袁在笛卡尔看来袁认识一个复杂事物袁
首先袁需要把事物分解尧割裂成若干部分曰其次袁对事

物的局部或部分分别加以分析曰最后袁再以局部或部

分的性质去说明这个复杂事物遥 实际上袁笛卡尔的身

体野可分性冶一说构成了早期野媒体教学冶学术脉络层

面的深层次原因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遥
一方面袁将学习者的身体肢解为分离的器官渊接

收信息的感觉通道冤袁并与不同形态的教育媒体对接袁
进而形成了教育媒体的经典分类院视觉媒体尧听觉媒

体尧视听觉媒体和触觉媒体遥在这样的意义上袁与其说

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冶袁毋宁说野媒介是人体的分离感

官的延伸冶遥也就有理由认为袁遵循野可分性冶的教育媒

体在延伸学习者某个感官功能的同时袁也失去了该感

13



电化教育研究

官和身体的整体性关联袁 即学习者身体的整体性尧能
动性和生产性的特质被抹杀了遥

另一方面袁教育媒体之所以能够通过符号对特定

的教学内容进行表征袁其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奉野笛卡

尔的分析方法冶为圭臬遥譬如袁作为多媒体元素之一的

图形袁可以对所表达的事物野删繁就简袁突出重点冶遥也

就是说袁可以基于概括尧简化尧特写尧夸张等造型方法

进行图形设计袁从而呈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袁忽略其他

无关元素遥 基于这样的认识袁教师在讲解机床的传动

结构时袁 可以利用图形重点表征机床的齿轮传动部

分袁而将其他与传动无关的部分删掉袁从而使图示简

明尧醒目遥 不难看出袁在此过程中奉行的是野对知识普

遍性与抽象性的寻求冶袁 进而不可避免地加深了知识

的野去情境化冶袁学习者的生命体验也终将消失殆尽遥
二尧从机械身体论到野在世存在冶身体论的转向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身体论袁 一直遭遇胡塞

尔尧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的持续性质疑和抵抗遥 比如袁
胡塞尔否认身体仅仅是广延的主张袁他认为袁野现象学

的身体是排除了一切超越因素的现象学剩余袁是空间

感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袁是以感性的方式活动着的身

体意识冶[10]遥 海德格尔则基于野上手要在手冶的分析袁强
调身体的现象学意义在于它存在论意义上的野操劳活

动冶袁即通过野上手之物冶和野在手之物冶的相互运作把

身体的存在可能性展示出来袁同时身体也获得了关于

世界的领会[11]遥 总之袁他们逐步澄明袁身体并不是笛卡

尔意义上的广延实体袁 身体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性质遥
在此基础上袁 梅洛-庞蒂则直言不讳地指出袁野身体本

身在世界中袁就像心脏在肌体中院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

景象保持活力袁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袁与之

一起形成一个系统冶[8]遥 可以说袁梅洛-庞蒂彻底逆转了

心灵/精神中心主义袁把身体从心灵/精神的压抑下解救

了出来袁使身体真正成为存在的中心袁完成了笛卡尔的

野心灵/精神主体冶向野在世存在身体冶的转变遥
渊一冤身体的野处境性空间冶院对身体野可分性冶的反驳

梅洛-庞蒂认为袁身体并非是野在空间并列的可分

割的器官的组合冶袁进而袁他用身体的野处境性空间冶超
越了这种野位置性空间冶遥所谓野处境性空间冶是指以身

体作为稳定的参照点袁通过投身于世界之中构建出空

间自身遥 换句话说袁野身体冶和野世界冶共同构成了主体

的存在处境袁并赋予空间以构建尧生产的属性遥这就意

味着袁主体的身体行为之所以发生袁并不是基于野行为

拆分法冶先行把行为拆解成几个连贯的动作袁再遵循

预成的野刺激要反应冶机制袁而是通过野身体冶投身于

野世界冶的过程中对野存在处境冶的整体领悟遥
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叶山中曳能够很好地说

明这个问题遥 野山路元无雨袁空翠湿人衣冶描绘了诗人

视觉尧触觉和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

的感受遥其大意是说袁虽然没有下雨袁但走在山路上的

行人袁仿佛被浓郁的翠色弄湿了衣裳遥 这不仅描绘了

诗人的身体完全融入山中景色的完美体验袁更表现了

诗人多种感觉的相互交错尧沟通和转化遥 正是在这样

的意义上袁叶山中曳的这种野通感冶修辞手法与梅洛-庞
蒂的野处境性空间冶一样袁展现了身体各种感官同时向

世界敞开袁 每时每刻都能与变化的世界进行交流互

动袁从而表现出其野内在的整体性冶遥
渊二冤作为野图式冶的身体院超越野刺激要反应冶的身

体模型

野刺激要反应冶的身体模型塑造并强化了身体的

纯粹被动性袁梅洛-庞蒂对此提出了反驳遥 他认为袁知
觉并不是身体被动地回应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袁而是

身体积极地尧野图式化冶地筹划着外部世界袁是身体和

世界互相渗透的统一过程遥在这样的意义上袁梅洛-庞
蒂明确指出袁野耶身体图式爷 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

界上存在的方式冶[8]遥概而言之袁身体图式是一个野意识

投射渊显化冤外部世界冶的动力系统袁它通过本能地尧无
意识地组织和协调身体姿势和身体动作袁从而源源不

断地将世界的意义整合进身体经验之中遥
首先袁身体不是以野对象性认识冶的方式袁而是以

野身体行动和身体体验冶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遥在这里袁
身体和世界处于某种相互内在的 野与身体相关联的实

践意义冶[5]之中遥 这种实践意义具有前逻辑和前反思的

特征袁因为身体并没有野完全把握冶世界袁尚不足以形成

反思性的意识袁而只能被身体识别尧接受并作出回应遥
其次袁在身体识别尧接受野实践意义冶的过程中袁世

界的意义也将发生某些变化袁呈现出各种模糊和不确

定的特性遥 为了搜寻或捕捉世界中的这些变化袁需要

身体不断地返回到自身的知觉上袁这使得身体与世界

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尧辩证式的尧类似野图形要背

景冶的可逆结构遥 正是在这种无穷变化的图形与背景

的互逆样式中袁 世界的意义不断地被体验和发现袁从
而使未来变成现在袁使模糊变成确定遥

三尧野在世存在冶身体论描画的教育技术

实践新景观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技术时代袁
野人作为技术性存在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袁以至于美

国技术哲学家唐窑伊德直言不讳地宣称袁野没有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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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至多是一个想象性的投影冶[12]遥 因而袁在这个

技术时代里袁野在世存在冶身体论是在野人渊身体冤要技

术要世界冶的结构中推动和深化的袁即技术作为野居间

中介冶构成了人的身体袁并调节着人类的身体经验和

意识感知遥在此视域中袁技术已非被动尧中性的客体对

象袁而是能动地参与了对身体的弥补尧增强甚至超越遥
具体到教育技术实践中袁移动互联网尧虚拟现实尧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正从不同方向侵入身体世界袁持续地塑

造着多种形态的身体袁进而彻底改变了机械身体论观

照下的身体景观遥
渊一冤学习者的图形化身院网络学习空间中的野缺

席在场冶
野身体在场冶的师生质疑问难一直被视为教育活

动的本真形式[13]遥 然而袁随着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兴起袁
教育发生的场景由线下转向线上袁致使野身体在场冶在
网络学习空间中被消解遥 在此情境中袁学习者试图通

过野图形化身冶来补偿真实身体的缺席袁以模拟面对面

交流的生动性袁从而达到野身体缺席冶的远程在场遥 野图
形化身冶 指的是袁野以数字的方式呈现的感知形象袁也
可以说是人为自己所选择的一种数字化的形象冶 [14]遥
在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发展过程中袁学习者的野图形化

身冶经历了多次迭代袁其主要展现于用户名和头像尧语
音和表情包之中遥

在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初期阶段袁学习者的野图形化

身冶 就是其在网络学习空间中自定义的用户名和头

像遥 通过用户名和头像袁学习者的身体野进入冶到了网

络学习空间袁宣示了自己的存在遥 网络学习空间不是

陌生人社交的空间袁而是物理学习空间延伸至网络空

间袁因此袁学习者的用户名通常就是自己线下的真实

姓名遥 更有甚者袁为了便于识别和对应学习者的线下

身份袁教育管理者将其线下的野学号+姓名冶预置成用

户名袁批量导入网络学习空间且无法修改遥 如果说学

习者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的用户名对应了其在物理学

习空间中的真实姓名袁那么袁他们在网络学习空间中

的头像并不一定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形象的镜像遥在网

络学习空间中袁头像是表征野在场冶的理想符号袁因而

自定义头像受到学习者积极的关注遥 通常情况下袁学
习者野依照日常情境尧情感尧兴趣爱好等原则袁采用镜

像尧美化尧个性与差异化的方式自定义头像袁从而传递

出个性与自我认同冶[15]遥 总而言之袁 通过用户名与头

像袁学习者塑造出自我的野图形化身冶袁将身份与个性

嵌入到网络学习空间之中袁 并以此成为积极的行动

者袁进而延展了物理学习空间中的教学交往遥
此时袁网络学习空间中的表达和交往袁只能以冷冰

冰的文字展开袁学习者内心的情感世界往往处于野孤
独的关闭状态冶遥但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袁在网

络学习空间中不仅增加了网络聊天的语音功能袁而且

网络聊天中的表情符号也在不断升级迭代遥 此时袁语
音和表情包作为学习者的野化身冶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着表达情感和身体语言的作用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网络学习空间野情感缺失冶的弊端遥 具体来说袁相较于

面对面的沟通袁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空间中进行野文字

对话冶时较难感知对方的状态或情绪袁而借助语音短消

息和表情包可以表达自己的语气语调尧 面部表情和肢

体动作袁 使得情绪表达和意义传播更直观袁 具有现场

感袁从而降低了双方沟通的成本袁缩短了社交距离遥
但总体而言袁尽管以上网络学习空间中的野图

形化身冶经历了很多迭代袁但学习者真实的身体与

虚拟学习空间是分离的袁他们野大都以文字账号或图

形化身的形态耶摇在爷于远处冶[16]袁通过键盘尧鼠标尧麦
克风与网络学习空间中的环境与其他学习者互动遥
也就是说袁真实的身体与其野图形化身冶仍然存在一

个清晰可辨的边界遥 正如凯瑟琳窑海勒所说的那样袁
野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袁再
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

中产生冶[17]遥
渊二冤学习者与 VR 技术野融合共生冶院虚拟现实学

习空间中的野知觉在场冶
如果说野图形化身冶只是学习者真实身体的某些

维度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的映射袁学习者的真实身体实

际仍处于野在屏幕外冶的状态袁那么袁虚拟现实环境中

身体和可穿戴设备构成一个 野学习者要VR 技术冶系
统袁进而提供野置身于其间冶的空间感袁让学习者产生

野在屏幕里冶的幻觉遥在这里袁野学习者要VR 技术冶构成

了一个闭环回路 [18]院首先袁学习者的身体动作渊如转

动尧抓尧讲话等冤通过输入附件渊如数据手套尧跟踪检测

设备 尧 麦克风等 冤 输送到虚拟系统处理器 渊VR
Engine冤曰接着袁虚拟系统处理器通过编程尧建模和渲

染的方式袁精确野计算冶或野制造冶出一个与学习者的身

体动作相匹配的虚拟情境袁并通过输出附件渊如 HMD
音频尧HMD 视频等冤传送给学习者袁并进一步引发学

习者做出新的身体动作遥
虚拟现实学习空间对学习者而言袁只是野光影形

声叠加冶而形成的对象性的外在空间袁但它为什么能

够为学习者带来一种野在屏幕里冶的临场感呢钥这是因

为 野人的身体原初地就具有一种空间性的知觉结构袁
他才能够去把握并理解一切对象性的外在空间冶 [19]遥
这种身体空间的基础不是 野长宽高三维冶袁 而是 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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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要背景冶或野点要视域冶的知觉结构遥 对此袁梅洛-庞
蒂予以了明确说明袁野身体空间是景象的明晰所必需

的室内黑暗袁动作及其目的在上面清楚显现的昏暗背

景或不确定能力的保留袁明确的存在尧图形和点能在

它前面显现的非存在区域冶[8]遥 也就是说袁身体空间是

作为背景或视域而存在的袁它是一切具体事物从其中

野站出来冶的必要条件遥 因此袁虚拟现实学习空间中的

位置跟踪及动作捕捉等设备袁通过不断获取学习者的

身体状态袁从而实时改变其身体空间袁保证了他所获

得的体验具有野第一人称被给予性冶遥 也就是说袁学习

者并不是作为旁观者野介入到冶虚拟现实学习空间之

中袁而是基于野第一人称冶视角野存在于冶这一空间之

中遥 此时袁学习者的身体与 VR 技术的交互形成一种

持续流动的整体性知觉体验袁 因而学习者获得的是

野我在体验冶而非野我在观看冶的确证遥
另一方面袁在野学习者要VR 技术冶所构成的知觉

回路中袁学习者的身体动作与虚拟情境之间建立了实

时沟通与反馈的机制袁 形成了一种可持续进行的尧富
有弹性的野试探要回应要再回应要再试探冶的对话过

程袁进而野扩张学习者的经验世界冶[18]袁野赋予学习者增

强的认知能力冶[20]遥 为了理解这一点袁我们必须回到梅

洛-庞蒂的野身体与世界的意向关系冶的经典命题遥 根

据梅洛-庞蒂袁身体之所以具有意向性袁是因为野它被

自己的各种任务所吸引袁 它朝向这些任务而生存袁它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汇聚于自身冶[8]遥 同时袁身体的意

向功能主要表现在身体能够在它的周围投射出或筹

划出一定的生存境域遥因此袁在虚拟现实学习空间中袁
学习者的身体并非机械的感官接受器袁而是具有一定

的意向性和能动性袁这类意向性常常是本能的尧反射

的尧无意识的遥 换句话说袁学习者在一个特定时间内袁
并不能知觉到虚拟现实学习空间中的所有事物袁而只

能与其中的一部分事物建立耦合关系遥 然而袁只有那

些被感知的事物袁 才能帮助学习者构造有意义的世

界遥不过袁随着学习者的身体空间不断地向外投射袁新
的事物也将不断地纳入其中遥 于是袁学习者的身体动

作和虚拟情境之间的互动生成了一个不断孕育尧变化

的知觉场袁并以此面向未来遥
渊三冤虚拟数字教师/学习者院孪生数字学习空间

中的野分身在场冶
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袁国内外教育工作

者和研究人员都予以了密切的关注和积极的回应遥按

照一种理解袁 传统教育发生在有明确物理边界的空

间袁而教育数字化转型则是通过野建立物理学习空间

映射而成的孪生数字学习空间冶[21]袁 实现物理学习空

间和数字学习空间的连接和交互袁从而统筹两个空间

的教育教学元素袁建构教育教学新范式遥 这势必意味

着袁 作为教育构成的关键主体要要要教师和学习者袁他
们的数字孪生体的构建便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遥
不同于 野图形化身冶 的本质是学习者身体的 野远程在

场冶袁也有别于学习者身体与 VR 技术的野融合共生冶袁
在扩展现实尧数字孪生尧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持下袁教
师/学习者的数字孪生体则与其映射的教师/学习者的

真实身体完全分离袁是以教师/学习者野分身在场冶为目

的而构建的独立于教师/学习者的数字化存在遥
1. 教师与其数字孪生体的身体关系

虚拟数字教师作为真人教师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袁
其生产建构的第一步是对真人教师进行数据采集袁因而

这一环节需要真人教师的野身体在场冶遥 具体包括院
一是身体建模与渲染遥 当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院

首先袁 真人教师穿戴内置多个传感器的智能紧身衣袁
完成丰富的身体参数采集曰其次袁计算机结合身体参

数及实时重建算法袁以基础模型为根底建立虚拟数字

教师的人体模型曰最后袁对虚拟数字教师的身体模型

进行实时渲染袁使其更趋向真人教师的逼真效果遥 二

是动作捕捉遥 一般是在特定空间中袁要求真人教师开

展专业化的教学活动袁展现其独特的教学风格袁从而

对其身体动作尧面部表情尧眼神追踪和手部动作等进

行精准采集遥 同时袁借助大数据尧人工神经网络尧情感

计算等技术袁虚拟数字教师拥有了开展教学活动应具

备的专业性与人格化特征遥 三是声音采集遥 即建立真

人教师的语音包袁使得虚拟数字教师的声音和真人教

师一致袁产生类似于野明星语音导航冶的效果遥
以上分析让我们看到袁虚拟数字教师不是技术与

想象所建构的野空中楼阁冶袁而是与物理学习空间中真

人教师的野身体在场冶保持着密切关系遥一方面袁真人教

师的身体数据尧面部表情尧语音包等为虚拟数字教师提

供了生物学特征和社会身份遥另一方面袁在动作捕捉阶

段真人教师的野身体在场冶袁实际是从其在长期教学实

践中所形成的身体经验渊如教学机智尧教学风格等冤出
发袁与相关技术携手构建虚拟数字教师的野拟主体性冶遥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袁经过野身体在场冶的数据

采集阶段之后袁真人教师与虚拟数字教师之间的身体

关系将会步入野分身在场冶阶段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院一尧虚拟数字教师作为一种数字分身袁成为其原型

教师的象征性代理袁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或扩展了真人

教师的身体价值遥 同时袁这种数字分身赋予真人教师

野不朽冶的身体袁在全息技术尧扩展现实尧5G 等技术的

辅助下袁实现真人教师在物理学习空间和数字学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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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之间野来回穿梭冶袁开展类似混合教学尧翻转课堂等

形式的教学创新遥 二尧虚拟数字教师后续的教学行为

可能并非隶属于其原型教师袁更多情况下野其身体仅

仅是一副工具性尧物质性的躯壳袁用以承载其他主体

的行动冶[22]遥 例如袁在虚拟教师智能合成系统中袁野在指

定虚拟教师形象并为其设置脚本文本尧 授课素材后袁
系统将合成形象尧语音尧语调尧口型尧动作尧讲课内容袁
实现以虚拟教师为主讲人的授课视频冶[23]遥

2. 学习者与其数字孪生体的身体关系

物理学习空间与其孪生数字学习空间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勾连与多种维度的互动袁而数据是勾连与互

动的重要纽带遥 从这一角度讲袁通过收集物理空间中

真人学习者的身体数据袁 再与其他相关数据相结合袁
经由智能算法动态映射而镜像生成的数字孪生体袁就
是虚拟数字学习者遥 换句话说袁虚拟数字学习者是与

真人学习者等价的虚拟模型袁其核心是凭靠数据来模

拟真人学习者在物理空间中的全学习过程袁并借助全

息投影尧扩展现实等技术在终端呈现遥在教学实践中袁
基于该虚拟模型袁真人学习者能够更加立体尧客观尧形
象地认识自身的学习状态袁教师则可以对学习者的学

习过程进行仿真分析尧优化尧诊断和决策遥 在此过程

中袁从真人学习者与虚拟数字学习者身体关系的意义

上来说袁至少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院
其一袁真人学习者的身体数据不仅支持着虚拟数

字学习者的构建袁也强化了真人学习者与虚拟数字学

习者之间的映射关系遥相比过去以野图形化身冶方式实

现的网络学习空间的互动袁 虚拟数字学习者能更真

实尧直接地反映真人学习者的身体状态尧身体行为等

现实化存在遥 一言以蔽之袁野它们不是思维的产物袁而
是身体这一耶物质爷实体的产物冶[24]遥 概括来讲袁这些身

体数据大致包括院渊1冤通过视频监控尧智能录播尧情感

识别尧电子标签和物联网感知等技术袁采集学习者学

习过程中的行为数据尧情感数据和状态数据曰渊2冤利用

多种传感设备袁实时采集心电尧脑电尧肌电尧皮电尧视线

移动等生理数据袁从而感知学习者的情绪尧注意力和

大脑兴奋度等曰渊3冤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空间尧虚拟现实

学习空间尧 孪生数字学习空间中留下的数据足迹袁以
及这些空间的运维日志与用户日志数据袁包括点击次

数尧搜索足迹尧课程资料的选择尧视频的观看时间尧反
复观看的频率尧暂停的次数及其位置尧跳转的次数及

其位置等数字化学习行为数据遥

其二袁虚拟数字学习者会反过来影响现实空间中

的真人学习者袁对其身体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遥这突出

地表现在院渊1冤增强了真人学习者身体行动的野反身性

控制冶遥 当真人学习者通过虚拟数字学习者来了解自

身的学习状态时袁真人学习者既是被观察者也是观察

者遥当真人学习者发现其野被量化的身体冶与数据指标

之间存在目标差异时袁便反过来促使自己不断调整身

体行为遥 例如袁野AI 课堂专注度冶以时间顺序记录了课

堂上真人学习者专注力变化的整体趋势袁以及哪个时

间专注度最高袁哪个时间最低遥 这数据能帮助他们发

现自身的问题袁 进而及时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学习行

为遥 渊2冤与身体相关的各种数据被引入虚拟数字学习

者的构建之中袁意味着真人学习者的身体在孪生数字

学习空间中的意义得到强化遥 在这里袁真人学习者的

身体成为连接物理学习空间及其孪生数字学习空间

的直接线索袁它打破了虚实之间的壁垒袁引导和保障

真人学习者在两个空间之中自由交互袁实现两个空间

的深度融合遥
四尧余论院从身体议题看教育技术学的

理论抱负

本文尝试引入机械身体论与野在世存在冶身体论

作为分析工具袁进而突破以野刺激要反应冶身体模型为

分析框架的局限袁把教育技术实践中的身体问题扩展

到具有深刻野身体要技术冶特征的野切身体验冶之中遥 整

体而言袁这一工作在以下两个方面彰显出教育技术学

的理论抱负院第一袁随着可穿戴设备尧虚拟现实与增强

现实尧全息投影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袁教育技术实践

中出现了野多种身体形式与多重在场方式冶袁而且这些

形式与方式仍在持续演变之中遥 但是袁新技术使得现

有理论渊如野刺激要反应冶身体模型冤的解释力颇为不

足袁无法应对教育技术实践中的野身体景观冶遥 因此袁教
育技术学必须置入新的身体观念渊如野在世存在冶身体

论冤袁并构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尧解读这些被新

技术所野激活冶的林林总总的身体遥 第二袁在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袁关于身体议题的研究已相当丰富袁但是袁鲜
有研究者从教育技术学的角度对野身体冶进行充分而

深入的探讨遥 值此境遇袁教育技术学就有必要将身体

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袁 从而发现新的经验事实尧
结晶成新的概念并构建出新的身体研究知识体系袁以
在当今的身体研究热潮中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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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Descartes' Mechanical Body Theory, the earl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actice presents the body landscape of "passivity" and "reparability". The "passivity" makes
the learner's body invisible, while the "reparability" is committed to seeking the universality and
abstraction of knowledge, which alienates the learner 's life experience. Merleau-Ponty 's pioneering work
has led to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he "Being-in-the-world" Body Theory in the whole field of thinking,
and has been driven and deepened by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ody) -technology -world"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In this context,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picts a new picture of "multiple
body forms and multiple modes of presence", including "absence presence" based on learners' graphical
avatars in cyberspace, "perceptual presence" of "integrated symbiosis" based on learners and VR
technology in virtual reality space, and "separated presence" based on virtual digital teachers / learners in
twin digital space.

[Keywords] Mechanical Body Theory; "Being-in-the-world" Body Theor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actic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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