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7), 545-55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199 

文章引用: 高小涵. 支架视角下初中英语课堂教师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的作用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7): 545-553.  
DOI: 10.12677/ae.2024.1471199 

 
 

支架视角下初中英语课堂教师追问对学生 
语言输出的作用研究 

高小涵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2024年6月7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0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17日 

 
 

 
摘  要 

本文基于支架视角，采用课堂观察法和会话分析法，对八节初中英语课堂中教师追问的使用情况及对学

生语言输出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 在初中英语课上，不同教师使用支架类追问存在显著差异，

常用类型为标记关键位置、提高学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2) 支架类追问能增加学生

口语输出，要求学生提供线索更能引发学生的简单句、复杂句输出，标记关键位置更能引发学生的词汇、

词组输出。本文提出两点建议：教师应增强支架意识，灵活运用追问；调整追问策略，促进语言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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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caffolding, the author uses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meth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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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use of teachers’ questioning and its effects on stu-
dents’ language output in 8 middle school English class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use of scaffolding questioning by different teachers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classes and the commonly used types are marking critical features, inviting participation, 
reduction in degree of freedom, and inviting students to contribute clues; 2) Scaffolding question-
ing can increase students’ oral output. Inviting students to contribute clues can trigger students’ 
output of simple sentence and complex sentence, and marking critical features can trigger stu-
dents’ output of vocabulary and phrase. This paper offers two suggestions: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scaffolding and flexibly use questioning; adjust the questioning strategy to promote languag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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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Vygotsky 提出社会文化理论(Social Cultural Theory)以来，支架理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1]。20
世纪 90 年代，支架理论对二语习得的影响逐渐引起二语习得研究者们的关注。教师追问是课堂话语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英语教学中师生交流的常用途径。因此，对课堂追问行为的观察与研究，有利于提高

英语教学活动的有效性，进而培养学生更高层次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然而，笔者经过梳理和归

类后发现国内外关于课堂与支架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的课堂层面[2] [3]，也有少部分关注课堂提问

等研究[4]，专门探讨教师课堂追问对支架建构和学生语言输出作用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以初中

共 8 节英语优质课为例，拟通过课堂观察法和会话分析法分析优秀英语教师利用追问构建支架的情况，

为英语教师优化课堂追问、提高学生语言输出质量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 

(一) 追问的定义 
追问是指为了使学生弄懂，对某个内容或某个问题穷追不舍，一问之后又再次提问，直到学生能正

确解答为止的教学行为[5]。追问一般对同一个学生进行提问，这样有利于对话深入展开，也能保证学生

的思维不被打断。在学生的答案正确但不充分的情况下，教师有必要要求学生提供其他的信息，以便得

到更好、更完整的答案，这对提升学生思维深度和拓展学生的思维广度，对培养学生的思维深刻性、敏

捷性、创新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6]。 
(二) 支架的定义与分类 
Vygotsky 在《社会中的心智》一书中提出“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概念，即学

生从现实水平向潜在水平发展的过程区间，教师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为学生提供支架(Scaffolding)帮助学生

从现实水平向潜在水平过渡[1]。Wood、Bruner、Ross 等人首次使用“支架”一词来描述互动中他人提供

的帮助，认为学习发生在互动中，更博学的人引导学习者的认知和理解[7]。Rosenshine 和 Meiste 于 1992
年给出了支架的定义：支架是老师(或其他学生)提供的一种支持形式，帮助学生在他们目前的能力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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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之间架起桥梁[8]。支架可以是一般的辅助工具，例如建模或视觉辅助，也可以是用于教授策略的特

定工具。 
对支架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 Wood 等提出的能力较强者对能力较弱者给予的帮助，通

常可以实现如下 6 种支架功能：引起兴趣(Recruitment)、简化任务(Reduction in degree of freedom)、维持

既定目标(Direction maintenance)、标注关键位置(Marking critical features)、控制挫折感(Frustration control)、
示范(Demonstration) [7]；第二种是 Roehle 和 Cantlon 在研究建构主义课堂中提出 5 种成功的教师支架：

提供解释(Offering explanation)、提高学生参与度(Inviting participation)、澄清学生理解(Clarifying student 
understanding)、规范行为示范(Modeling of desired behaviors)和邀请学生提供线索(Inviting students to con-
tribute clues) [9]。本文结合 Roehle & Cantlon 和 Wood 等的两种分类建立分析框架，探讨课堂师生互动中

教师支架。 
(三) 教师课堂追问在语言输出方面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研究关注教师课堂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的影响。Haytham 在探讨语法课上的课堂互动语篇对

学生口语输出的影响时发现学生的口语输出较差，是“起始–反应–反馈”结构在教师提问类型和学生

回答等因素中的负面影响所致[10]。Gibbons 和 Hammond 强调教师可以通过寻求澄清、阐述、解释等方

式搭建支架，将话语权交给学生，延长学生语言输出的时间，引发师生共同构建知识体系[11]。 
国内学者大多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相关实证研究。黄倩、王光明基于顾沛先生对“电话计费问题”课

例的评析，分析数学课堂中追问的类型和特征，指出数学课堂中的有效追问的特征表现在灵活性、时效

性、合理性和情感性四个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的交流意识和表达能力[12]。蔡雅媚以讲授型课堂和活动探

究型课堂下的“锋与天气”为研究内容，从追问频次、追问层次水平、追问与初次提问的关系以及追问

时机四个方面对教师课堂追问历程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教师可以通过追问，提醒学生完善回答，增加语

言输出[13]。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从第 13 届全国初中英语观摩大赛中选取八节课为研究对象，授课教师分别来自福建、新疆、

黑龙江、广西、江苏、浙江、上海和北京，学生来自 S 省一所初中名校，班级为平行班。本文旨在探究

初中英语课程中具有支架作用的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所产生的作用，具体研究问题为： 
1) 初中英语课堂中引发学生语言输出的支架类教师追问的类型分布如何？ 
2) 初中英语课堂中具有支架作用的教师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的影响程度如何？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Table 1. Cod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caffolds 
表 1. 各类支架的编码 

支架功能 提供解释 提高学生参与度 澄清学生理解 规范行为示范 要求学生提供线索  

编码 0E IP CSU MDB ISCC  

支架功能 引起兴趣 简化任务 维持既定目标 标注关键位置 控制挫折感 示范 

编码 R RDF DM MCF FC D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课堂观察和会话分析系统探讨英语课堂中教师

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的影响。分析框架结合 Roehle & Cantlon 和 Wood 等的相关研究对教师课堂追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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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进行分类和编码(见表 1)；之后使用 C 单位统计法分析教师课堂追问后学生的语言输出量和复杂度。

C 单位是指在一定语境中可以表达交流意义的单个完整句子、词或短语等话语[14]。因为口语互动中通常

会伴随大量省略句，所以 C 单位是分析口语比较理想的方法[15]。 

4. 研究数据与分析 

(一) 初中英语教师引起学生语言输出的支架类追问的类型分布 
本文结合 Roehle & Cantlon 和 Wood 等的相关研究建立分析框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

现具备支架功能的教师追问话语片段共 108 个，归纳得出 6 种支架类教师追问，具体使用情况见表 2 和

图 1。 
 

Table 2. Table of the use of scaffolding questioning by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induce students’ language output 
表 2. 初中英语教师引起学生语言输出的支架类追问使用情况表 

Type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SUM AVERAGE 

MCF 2 4 5 5 3 3 11 1 34 4.25 

IP 2  4 4 8  3 2 23 2.875 

ISCC  1 2 10  4 1 1 19 2.375 

RDF  1 6 7 4 1 2  21 2.625 

CSU     1   1 2 0.25 

R       1 8 9 1.125 

SUM 4 6 17 26 16 8 18 13 108 13.5 

 

 
Figure 1. Figure of the use of scaffolding questioning by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induce students’ language output 
图 1. 初中英语教师引起学生语言输出的支架类追问使用情况分布图 

 
表 2 显示，初中英语教师引起学生语言输出的支架类追问中，教师的追问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T1 追问提供支架最少，对学生进行了 4 次追问，包括 2 类支架。T4 追问提供支架最多，对学生进行了

26 次追问，包含 4 类支架。本研究还发现：标记关键位置在每堂课中均有出现，使用频率最高，属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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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用的追问类型。其次按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提高学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

引起兴趣和澄清学生理解使用较少。教师平均使用支架类追问的次数为 13.5 次，大多教师追问使用次数

接近或大于平均数。此外，T7 标记关键位置的使用次数远大于该支架使用平均次数；T4 教师要求学生

提供线索的支架使用次数远大于该支架使用平均次数。综上，初中英语课堂中不同教师支架类追问的使

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归纳得出的六种支架类教师追问中，常用的支架类追问为标记关键位置、提高学

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 
(二) 初中英语教师的支架类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利用 C 单位计算教师课堂支架类追问所引发的学生语言输出量和复杂度。表 3 和图 2 显示教

师追问共引发学生语言输出 117 个 C 单位。 
 

 
Figure 2. Figure of students’ language output induced by teachers’ questioning 
图 2. 教师追问所引发学生语言输出量统计图 

 
Table 3. Table of students’ language output and complexity induced by teachers’ scaffolding questioning 
表 3. 教师支架类追问引发学生语言输出量和复杂度统计表 

支架类型 支架使用数量 学生语言输出量 
(单位 C) 

语言输出复杂度(单位 C) 

词汇、词组 简单句 复杂句 

MCF 34 36 24 8 4 

IP 23 24 15 7 2 

ISCC 19 24 6 13 5 

RDF 21 22 18 3 1 

CSU 2 2 1 1  

R 9 9 5 1 3 

总计 108 117 69 33 15 

百分比 100.00% 58.97% 28.21%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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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语言输出的复杂度看，词汇、词组输出频率最高，其次为简单句，复杂句输出频率最低。这

表明：绝大部分学生倾向于使用较为简单的词句回答具有思维深度的问题，学生的语言输出质量偏低。

从支架类型看，标记关键位置得到学生语言输出量最多，多为词单位输出；澄清学生理解引发学生语言

输出量最少。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支架类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的影响，本研究从 8 节优质课中选取典型的支架类追

问片段进行案例分析。 
要求学生提供线索这一支架类追问引发学生输出的单位按复杂度由高至低排列依次为简单句、词汇

词组、复杂句，且简单句和复杂句均是各支架类追问中输出频率最高的。这表明要求学生提供线索需要

学生运用较为复杂的语言加以解释，对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要求较高。具体教学片段和分析如下： 

教学片段一 

T: Time is up. Turn it over. So what is this information sheet about? Anyone can tell me. You, please.  

S4: How to stay healthy and strong. 

T: How do you say, how do you know that? ISCC 

S4: Um… in the first paragraph, Um… you will learn how to stay healthy and strong. 

T: So you think that is the first paragraph.  

该教学片段选自 T4 执教的 How to be a healthy child。教师在该会话片段中首先向学生提问“what is 
this information sheet about?”，学生给出应答“How to stay healthy and strong.”。教师在学生回答后，要求

学生提供线索证明自己的观点，学生利用复杂句解释了“如何得知”。在本案例中，教师运用要求学生提

供线索这一支架进行追问，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提升思维层次，从而促进了学生课堂语言输出。 
表 3 还显示，标记关键位置引发学生词单位输出频率最高，句单位输出频率也较高。教师使用这类

追问时，通常是旨在确认学生是否理解该词汇或语言知识点，通过对该知识点进行提问来标注关键位置，

让学生意识到其重要性，明确该问题的答案。由于该类追问大多提问整个班级，大多数学生倾向于简短

回答或用课本原句回答。具体教学片段和分析如下： 

教学片段二 

T: Thank you. Thanks for their performance. Ok. So what does she buy? What does she buy? MCF 

A hat? How much is the hat? MCF 

S15: Thirty dollars. 

T: Thirty dollars’ Right? Yeah. 

该教学片段选自 T7 教师所执教的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在该会话片段前，教师给学生创设三个

不同的购物情境，鼓励学生自己创设一个情境，引导学生使用目标句型进行口语输出。在一组学生完成

了情境表演后，教师为确保学生听懂，首先向学生提问“what does she buy?”，在学生应答后，教师重

复话语，随后继续提问，“How much is the hat?”，想进一步让学生应答本课单词教学的重点。在本案

例中，教师运用标注关键位置，将一个关于情境理解的问题拆分为两个关于物品价格的追问，降低了问题

难度，不仅有助于启发学生在以后进行类似的情境对话时，注意对重点的关注，而且也有助于帮助学生

加深对相关情境对话的理解，真正学会用英语与人沟通交流，从而实现英语这门语言的实用性和交际性。 
而提高参与度和简化任务引发学生词单位输出频率较高。提高参与度一般出现于课堂导入阶段，为

后续课堂师生互动中学生的积极语言输出打下基础。但教师如果在追问中使用过多此类话语，会导致学

生输出较简单的话语。简化任务通常通过将问题范围缩小、利用问题提示等方法为学生搭建支架启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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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层层导入，渐入主题，鼓励学生增加语言输出。 
具体教学片段和分析如下： 

教学片段三 

T: He has a round face. Round face. Yuan Longping has a round face. Anything else? IP  

Ss: And small eyes. 

T: Small eyes. Ok, and anything else? IP 

Ss: He doesn’t wear the… 

T: Yeah, he wear glasses. We can also describe whether he wears glasses. Right, ok. Yuan Longping has a round face. 

And any other words to describe face. Do you remember Yao Ming? Does Yao Ming has a round face? RDF 

Ss: No. 

T: No, but he has a… 

Ss: 方……方的 

T: Yes, right. Ok, in Chinese…ah…in English, Yao Ming has a square face, right. 

该教学片段选自 T5 执教的 What does he look like。在该会话片段中，教师首先向学生提问袁隆平的

外貌特征，通过询问“anything else?”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增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帮

助学生汲取新知的同时也保护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积极性和自信心，而且通过学生的应答自然而然地推

进本堂课的重点词汇和语言知识点。之后，教师通过利用反义词追问从而简化任务，帮助学生一步步建

立认知支架，拓展反义词“square”，有利于提升学生思维层次，促进学生更好地参与课堂活动。 

5. 研究发现与结论 

一方面，优秀高中英语教师的阅读课堂上都会使用追问，根据支架功能可大致分为 6 类：标记关键

位置、提高学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引起兴趣、澄清学生理解，六种支架类追问使

用情况存在差异。其中，标记关键位置、提高学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这四种支架类

追问在师生互动过程中使用较多，引起兴趣和澄清学生理解这两种支架类追问使用较少。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支架类追问对学生语言输出的影响有所不同，各类追问所引发学生的语言输

出复杂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在英语阅读课堂上教师发起的追问引起学生即时口语输出增加的概率存在差

异，其中标记关键位置、提高学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四类支架类追问更能引起学生

即时口语输出增加。标记关键位置引发学生语言输出量最多，有利于完善学生的观点，促进知识意义的

建构；要求学生提供线索输出的简单句和复杂句均是各支架类追问中最多的，有利于学生更加准确地回

答问题，提升对文本的理解，即时口语输出随之增加；提高参与度有利于提升学生英语学习的自我效能

感及课堂参与感，为后续课堂师生互动中学生积极语言输出打下了基础；简化任务通过降低问题难度，

为学生建立认知支架，提升思维层次。 
综上，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初中英语课堂中不同教师支架类追问的使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常用

的支架类追问为标记关键位置、提高学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支架类追问能引起学

生即时口语输出增加，但对学生语言输出和复杂度的影响有所不同，要求学生提供线索更能引发学生的

简单句、复杂句输出，标记关键位置更能引发学生的词汇、词组输出。 

6. 研究启示与教学建议 

(一) 增强支架意识，灵活运用追问 
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地利用有效的教学时间，运用不同支架进行课堂追问，因势利导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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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达到最佳效果。首先，在课堂的导入阶段，教师可以使用提高学生参与度类追问激发学生的语

言输出热情，营造浓厚的课堂交流氛围，拉近师生距离。其次，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追问应该要

创设坡度，通过一个个充满逻辑的问题，让学生的思考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而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拓展思维。因此，笔者建议教师通过标记关键位置类追问促使学生反思和完善自己的答案，建立认知框

架；通过要求学生提供线索类追问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思考，用不同的思维方式阅读文本，促进学

生高层次思维的语言输出，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如果问题较为复杂，学生听不懂问题或未能及时回答

时，教师最好不要立刻进行教师代答或转问，而是从文本特点出发，抽丝剥茧，把握精髓，灵活运用简

化任务等支架类追问抓住重点，降低问题难度，逐步引导学生给出满意的答复，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积

极性。 
(二) 调整追问策略，促进语言输出 
吴和贵老师认为，只有教师观念得到彻底转变，支架教学才具有可行性，才能够实现有效教学[16]。

英语的学习重在其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学生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必备技能。因此，英语课堂应以学习者为

主体，教师应通过支架类追问提高学生语言输出量。 
就认知要求来看，教师在课堂互动时，要结合学生认知能力和新知识的性质搭建支架，在学生的“已

知”与“未知”之间设问，如标记关键位置、要求学生提供线索等追问，使学生根据自身经验展开思考，

引领学生突破最近发展区，从而确保学生的语言输出，提高课堂协商互动质量。教师也可以通过提高学

生参与度类追问点评学生的回答或引起学生的兴趣，有助于提高课堂互动效率，增加学生积极学业情绪，

实现支架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双重功能。 
就情感需求而言，英语教师构建的支架类追问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对目标语言和技能的认知，更要关

注学生的情感需求，注重培养其积极的学业情绪。教师在课堂互动中利用追问搭建支架的同时，也要营

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氛围，从而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动机。此外，教师要关注学生学业情绪变化，如

果学生误答或无法顺畅回答，可以通过简化任务等支架类追问降低问题难度，保护学生自尊。 

7. 结语 

本文对第 13届全国初中英语观摩大赛中 8节课的不同类型追问支架的分布情况及其对学生语言输出

的影响进行了观察与分析。本研究发现初中英语课堂中不同教师支架类追问的使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常用的支架类追问为标记关键位置、提高学生参与度、简化任务、要求学生提供线索。进一步研究发现，

支架类追问能引起学生即时口语输出增加，但对学生语言输出和复杂度的影响有所不同，要求学生提供

线索更能引发学生的简单句、复杂句输出，标记关键位置更能引发学生的词汇、词组输出。基于上述研

究发现，本文提出两点建议：教师应增强支架意识，灵活运用追问；调整追问策略，促进语言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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