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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具身认知理论在高职学生写作创造力开发中的应用研究，具体以《红楼梦》

为例进行分析。通过深入分析具身认知视域下的写作创造力理论，结合《红楼梦》的独特魅力

和文学价值，提出通过“四步一体层级式”教学范式，探讨设计有效的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

写作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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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riting Creativ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Taking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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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in developing the writing
creativity of vocational student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y thoroughly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writing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unique charm and literary value of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study proposes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riting creativity through the "Four-Step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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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社会，创造力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

不仅在科学技术、艺术设计等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也在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极大的价值。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写

作能力不仅体现在基本的语言表达，更体现在思维创新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上。写作创造力不仅体现在文字表达的创新

上，还包括在写作过程中进行独立思考和打破常规的能力，

这对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潜能，是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尤其是培养高职学生的写作创造力更是至关重要。然而，

传统的写作教学方法常常注重语法、句型和格式的训练，强

调正确性和规范性，却忽略了学生在写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学生因此在写作中感到受限，缺乏表达自我和探索新想

法的空间，导致他们缺乏写作的激情和创新能力。研究表明，

传统的写作教学方法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培养，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写作创意潜能的释

放。

一、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潜

力

具身认知理论是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和教育学领域中兴

起的一种新的认知观念，个体通过身体感知、运动和情感体

验来理解和处理信息，这种过程被称为“具身认知”。具身

认知强调身体在认知的实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经验对认知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至关重要，因此在教育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传统的课

堂教学模式主要依赖教师讲授和学生听讲，这种被动的学习

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和创造力。随着具身认知理论

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通过身体参与和实际体验促进认

知过程的潜力在教育领域愈发受到重视，这为教育实践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将身体活动融入学习过程，学生能

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抽象概念，激发创造性思维，进而在写

作中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具身认知视域下的写作创造力研

究，着眼于个体的身体感知和体验，探索个体在写作过程中

的心理活动和创造性思维，为写作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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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楼梦》写作教学中的“四步一体层级式”

创造力培养策略

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写作强调创作者内在情感和原型意

象的自然流露，因而是一种创作者通过语言表达进行的本体

论意义上的创意活动。《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

之作，不仅在文学价值上无与伦比，其丰富的情感描写、复

杂的人物关系为写作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仅依靠

传统的文本分析和主题讨论，难以充分挖掘《红楼梦》中蕴

含的创作潜力和教学价值。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新的教学

方法，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的文学内涵，同

时在写作中展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四

步一体层级式”教学范式，即“引入体验—分享体验—优化

体验—拓展体验”，结合具身认知理论来进行《红楼梦》写

作教学的创新尝试。

（一）引入体验

通过直接的身体和感官体验，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和感受

《红楼梦》中的情境和人物，从而为后续的写作活动提供灵

感和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环节通过角色扮演、情境再现、

互动活动等方式，将学生带入《红楼梦》的情境中，使他们

不仅仅是通过阅读文字来理解作品，而是通过全身心的投入

来体验角色的情感、行为和心理状态。

教师首先需要从《红楼梦》中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和丰

富情感的场景，如宝玉和黛玉初次相遇、元妃省亲的盛大场

面等。这些场景应当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并为写作提

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在课堂上，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和情境再现，将《红楼梦》

的场景在课堂中重现。通过表情、动作、语言和互动，听觉、

嗅觉、视觉等多种感官的调动，学生不仅仅是“演”出角色，

更是“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在学生角色扮演和情境再现

结束后，教师可以引导其讨论他们的体验和感受。学生可以

分享他们在扮演角色时的情感体验，如某一刻感到的悲伤、

愤怒或喜悦，以及这些体验如何影响了他们对角色的理解。

这一讨论环节不仅有助于学生反思他们的体验，还能够通过

互相交流获得新的灵感和视角。通过讨论，他们反思黛玉为

何如此悲伤，她的情感与身份、处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

体验如何激发他们的写作灵感。

通过“引入体验”环节，学生不仅能够通过身体和感官

的参与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中的情感和人物，还能够激

发他们的写作灵感，使他们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能够更加自

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一教学策略不仅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写作创造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情感共鸣和文学素

养，使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加游刃有余。

(二)分享体验

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他们能够分享自己的体验和

初步写作成果，从而在互相学习和反馈中进一步深化理解和

提升写作能力。在这一环节，学生通过分享他们在引入体验”

中获得的感受以及初步创作的内容，获得来自同学和教师的

反馈。这种分享不仅有助于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还能够激

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并在互相启发中获得新的灵感和改进

建议。

教师将学生分成 4至 6人的讨论小组，这种形式的讨论

能够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发言，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一

个支持性和开放的学习环境。学生可以谈论他们在角色扮演

或情境再现中经历的情感变化、对角色的理解、以及他们如

何将这些感受转化为写作的灵感。这一分享环节不仅帮助学

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体验，学生不仅能够通过倾听他人的观

点来获得不同的视角，还可以在分享感受后，展示他们根据

“引入体验”所完成的初步写作成果。这些作品可以包括重

新改写的《红楼梦》片段、人物独白、情感抒发，或是扩展

性的创作，如续写故事或改编情节等。通过展示，学生不仅

能够向同伴展示他们的创造力，还能够在实际创作中应用所

学的知识和体验。

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负责改写《红楼梦》中“宝

玉和黛玉初次相遇”这一场景。学生首先分享他们在“引入

体验”中扮演角色时的感受。例如，扮演黛玉的学生可以谈

论她在见到宝玉时的复杂情感，既有初次见面的羞涩，又有

对未来命运的预感。而扮演宝玉的学生可能会分享他对黛玉

的第一印象，以及他内心对“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

矛盾。

在分享体验之后，学生展示他们的改写内容。一位学生

可能选择从黛玉的视角出发，用第一人称描述她见到宝玉时

的心理活动，细致描写她的紧张、好奇和隐约的情感波动。

另一位学生则可能从宝玉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话和内心独白

表现他对黛玉的特殊感受，以及他对这场相遇的深刻记忆。

小组成员对展示的写作成果进行反馈。通过这种互动，

学生能够获得新的写作灵感，并发现自己作品中的潜在问

题。教师在小组讨论结束后，对学生的改写进行点评。

“分享体验”环节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不仅巩

固了他们在“引入体验”中获得的感受和理解，还通过展示

初步写作成果和同伴反馈，帮助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改进

和提升。通过这种开放的学习环境，学生能够在互相启发中

激发新的灵感，并在写作中展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和表达能

力。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写作技巧，还培养了他们的

批判性思维和合作能力，为后续的“优化体验”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三）优化体验

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反思，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写作

水平。学生在此环节中，不仅要根据之前获得的反馈进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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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修改，还要通过再次的具身体验，进一步深化对文本的理

解，确保改进后的写作更加生动和准确。

在优化体验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他们

需要帮助学生深入思考反馈中的关键点，并引导学生通过重

新体验文本中的场景或角色，感受和理解这些情感和情境变

化，从而优化他们的写作表达。这一过程强调学习的反思性

和体验性，帮助学生在写作中更精准地传达情感、思想和人

物特征。

教师首先帮助学生总结他们在“分享体验”环节中获得

的反馈，包括同伴的建议和教师的指导。教师应鼓励学生多

角度角度反思他们的写作，如情感表达是否到位、人物刻画

是否生动、语言使用是否得体等。接着，学生需要明确的是

下一步写作中需要改进的具体目标。例如，学生可以再次扮

演《红楼梦》中的角色，体验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和行

为，并将这些体验融入到写作修改中。这种重新体验不仅帮

助学生反思他们之前的理解，还能通过新的体验激发他们的

创造性思维。

学生根据新的体验，开始对他们的写作进行修改。学生

可能会增加对黛玉动作和表情的描写，如“她轻轻捡起花瓣，

仿佛捧着一缕易逝的生命，泪水无声地滑落，浸湿了她手中

的花朵”。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进一步

展现黛玉对命运的哀叹和无助：“这花儿如我一般，盛开时

无比美丽，凋零时却只能归于尘土，命运何其相似。”在此

过程中，教师提供个别指导，建议学生如何通过文字更好地

强化情感表达，并通过细节描写使情感更富有张力。

对于如何通过修改来增强作品的情感表达，则需要教师

适时的示范。例如，教师可以这样展示，“花瓣在风中打着

旋儿，最终轻轻落在黛玉脚边，她的心如同这落叶般破碎”，

告诉学生如何增强情感的渲染效果。通过这样的示范，易于

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如何通过修改来提升写作的质量。在讨论

中，学生可以分享他们在修改过程中的感受和发现，例如探

讨如何通过重新体验来提升他们的写作，并反思这种体验式

学习对他们写作能力提升的作用。

“优化体验”环节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反思，帮助

学生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改进和优化。通过重新体验

和深入理解，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文本中的情感和人物特

征，从而在写作中展现出更高的表达能力和创造力。这一过

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写作技巧，还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和自我反思能力，为最终的“拓展体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拓展体验

“拓展体验”是将学生所学的写作技能和创造性思维应

用到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写作任务中。在这一环节中，学生

需要跨越传统的文本边界，将他们在《红楼梦》中的学习经

验和情感理解转化并应用到不同的背景或情境中，如现代社

会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创作。

拓展体验不仅仅是对已学内容的简单复述，而是要求学

生通过创新性思维，将传统文本中的主题、情感或人物关系

等元素进行再创造。这一过程有助于学生在新的写作任务

中，灵活运用他们所掌握的写作技巧，并激发更深层次的创

造性表达。

教师首先需要设计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写作任务，这个任

务应能促使学生将《红楼梦》中的核心主题、人物关系或情

感体验应用到新的情境中。例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红

楼梦》中的故事背景转化为现代都市生活，或将其中的角色

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而探讨这些主题在新环境中的表

现形式。接下来，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思维。通过小组

讨论或头脑风暴，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探索如何将《红楼梦》

中的元素与新的背景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更好

地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创造性融合。

“拓展体验”环节通过跨时代或跨文化的写作任务，帮

助学生将所学的技能和创意思维应用到新的情境中。通过这

种体验式学习，学生不仅能够深化他们对文本的理解，还能

够培养他们在不同背景下的写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具身认知视域下《红楼梦》对高职学生写作

创造力开发的探讨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具身

认知理论为高职学生写作创造力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基础。结合《红楼梦》等文学作品，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情感表达能力和文学表达能力，促进其写作创造力

的发展。第二，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不仅展

现了深厚的情感和命运的无奈，还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巧

妙的情节安排，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启发。

本文强调了具身认知视域下《红楼梦》对高职学生写作

创造力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对经典名著《红楼梦》的深入分

析和教学实践的探讨，可以为高职院校的写作教学提供新的

思路和方法，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从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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