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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 支架式教学!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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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支架式教学是建构主义重要的教学模式之一。在英语教学中, 运用支架式教学模式,

可以促进认知主体积极进行建构, 帮助学生实现有意义的发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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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主义 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也称为 脚手架式教学!或 支撑点
式教学!, 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下目前发展得比较成

熟的教学方法之一。这种教学思想源自于前苏联著

名心理学家列∀斯∀韦格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和他的 最邻近发展区!理论。[ 1] 所谓 最邻近发展

区!指的是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
差距。在最邻近发展区里, 当教师和学生共享文化

工具时会促成认知的发展, 学生将这种由文化中介

促成的互动进行内化, 认知的发展就产生了。在这

种交互作用中, 学生不是被动地获得文化知识,也不

需要自动化地或精确地对事件进行反应。学生对社

会互动有自己的理解, 并将这些理解与自己在具体

情境中的经验整合起来, 从而构建自己的思想。

在支架式教学中,教师的作用是支持、引导、协

助,而不是包办、代替、灌输,教师是促进学生主动建

构意义的指导者、帮助者,而非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知

识传授者;学生在教师的支持、引导、协助下逐步建

构、内化那些能使其从事更高层次活动的思维能力、

技能以及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 是学生主动地建构

意义的过程,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而非受

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支架式教学模式基于学生

的最邻近发展区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在支架式

教学中教师提供支架和支持以帮助学生主动发展,

这些支架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来内化新的知识。[ 2]

二、建构主义 支架式教学!的作用

学生本身的主体性构架。学生在支架式教学

中,参与学习,互动、探知、解惑能力得到提高。教学

也打破传统的以 接受性!、 结论性!为特点的活动

方式,让学生在 探究!、 发现!中主动学习、自我教
育、全面发展,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和主体,教师作

为知识的拥有者、传递者的作用大为减弱,而作为学

生学习指导者、活动设计者的作用逐渐增强。

学生之间的互动性构架。支架式教学中学生的

学习,不再以盲目地进行题海战术、单纯地为得高分

为目的,而是以追求学习的能力、追求对知识的不断

建构与创造能力为目标。学生在彼此的参与中互

动,使学习交流空间宽松、和谐, 情感与心灵、知识与

能力互动、升华、提高, 这样的学习形式更具开放性、

创新性、生动性和个性化的特征,更加符合新时代的

要求。

教师教学的指导性构架。在支架式教学中, 教

师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协助者和指导者, 通过设计

问题情境,重新确定教学目标, 重组教材内容,并对

知识进行整合, 指导学生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

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答疑者, 及时解答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问题; 同时还是学习活动的协调者, 帮助

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难题。

班组交流的协调性构架。支架式教学中的协作

学习是将学生个体间的学习竞争关系改变为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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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学习,将传统的师生之间单向或双向交流改变成

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交流,激烈的碰撞更能产生思

维的火花,同时教师也能得到启发,真正做到教学相

长。它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对学习的自

我控制,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也促进了学生间良好

的人际合作关系。

三、建构主义 支架式教学!的实践

第一,搭脚手架, 寻找最邻近发展区。在教学

前,教师应围绕当前的学习主题, 寻找最邻近发展

区,准确找出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

搭建合理的教学支架, 从而在这种支架的支持下帮

助学生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要对学

生和教材作一番研究分析, 以求在这个概念框架中

寻找某一最佳切入点。设计教案时,应抓住学生和

教材的特点,以朋友的身份走进他们,以基础的语言

启发他们,以轻松的谈话开始,愉快地展开交流。

第二,进入情境,提出问题与假设。为了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引导学生进入情境, 提出问

题与假设,为学生的独立探索及协作学习做好铺垫。

在这个环节中, 教师的任务是恰当地创设高质量的

情境。情境创设越新颖, 越具有强烈的对比度,学生

的注意力就越容易被吸引,从而产生探索的愿望。

第三,启发引导,独立探索与合作学习。探索开

始时要先由教师启发引导,再让学生独立分析。教

师可以依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及课文内容, 要求学生

快速阅读课文并回答如下问题:

What w as the purpose of the 1st

Earth Summ it held in Stockholm in 1972?

What does the  big three! mean?

Why do people call the  big thr ee!?

What are the three bigg est kil lers in

the w or ld?

在整个过程中, 教师要适时加以提示解释,帮助

学生在概念框架中逐步构建对知识的综合性、整体

性认识。接着老师要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问

题,也是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的问题, 通过小组协

商、讨论,能共同完成的问题。最后老师提供一些开

放性话题,以达到在真实的语境中用英语进行交际

的语言输出的目的。

最后,解除支架, 提交效果评价。撤除教学支

架,提交评价总结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最佳

途径,也是学生对自主学习效果的最全面的体现。

在这一环节我们可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 就中学某

一具体课文(如 SEFC 1B U nit 14 F esti vals)提出如

下问题:

What # s pre reading, w hile reading

and post reading ?

Po st r eading w ork is not directly

connected w ith the tex t, but usually  grow s

out! o f it. H ow do y ou deal w ith the tex t in

pre reading stag e?

Please w rite dow n w hile reading ac

t ivities of the tex t .

这些问题要让学生在主动探究、互动合作的环

境中自主完成。先由每组推荐一位同学演示具体过

程,然后组织学生观看同一课文的教学实况录像,最

后通过学生自我评价和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评价评

选出最佳获胜者。当然, 评价要做到总结性评价和

过程性评价相结合, 包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态度以

及对小组协作学习所作的贡献等。

参考文献:

[ 1]钟启泉.教育方法概论[ M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崔春梅.支架式教学的教师评价指标初探[ J] . 教育技术通讯,

2007( 3) .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 mail: yeliro ng @ 126. co m

∀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