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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支架式教学法包含确定最近发展区、选择学习任务、提供支架、创设情境、合作探究、效果评价等步骤。

本研究以最近发展区为切入点，基于教师支架的分类框架，以第十七届全国初中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

赛中的三节读写优质课例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与课堂观察发现，初中优质读写课中的支架类型多

样，使用频率较高，教学效果较好。授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预设支架，体现出了灵活机动的教

学智慧。本研究总结了优质课中支架使用的共性经验，并据此提出了提高支架式教学有效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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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ffolding teaching method comprises several steps,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selecting learning tasks, providing learning scaffolds, creating the learning 
context, engaging in collaborative inquiry, and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takes the ZPD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based on a framework for categorizing teacher scaffolds, examines three in-
tegrated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s from the 17th Nation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Competition.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it was found that 
in these high-quality lessons, the types of scaffolds are diverse, their frequency of use is high, and 
the teaching outcomes are satisfactory. The teachers flexibly adjust the presupposed scaffolds to 
accommodate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which demonstrates their resourceful teaching wisdom.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ommon features of scaffolds used in these lessons and, in view of the 
experiences, gives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affold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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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标志着课程目标进入了“核心素养”的

新阶段[1] [2] (陈则航，2023)。核心素养包含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四大要素。听、

说、读、写历来是语言能力培养的重点，但相较于其他语言技能，写作能力一直是我国学生的薄弱所在。 
最近发展区指学生现有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支架的构建旨在帮助学生达到潜在发展水

平。支架的搭建与逐步撤离，促进学生不断更新最近发展区，提高能力。优质课凝聚了优秀教师的教学

智慧，对新课程改革具有示范作用，也是探讨新兴教学理念的宝贵资源。因此，本研究基于支架式教学

模式和支架分类框架，以第十七届全国初中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的三节优质读写课例为研究对象，

探究优秀教师在教学设计和课程实施中的支架使用情况。 

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 

“支架”一词源自英文“Scaffold”，最初指建筑行业中用于楼房建设的临时性脚手架，随着建筑的

完成，这些支撑会逐渐撤去。1976 年，Wood 等人首次将“支架”引入教学领域，将其定义为：教师或其

他辅导者为学习者提供的教学支持，帮助其完成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促进技能和能力的

发展[3]。 
基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建构主义者进一步提出了支架式教学(Scaffold Instruction)，将其定

义为：更有能力的教师或父母为儿童、新手提供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达到在无支持情况下无法实

现的目标的过程[3] (Wood, 1976)。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支架指教学过程中教师提供的暂时

性教学指导，其目的在于拆解并降低复杂任务的难度。且与普通的教学支持不同，教学支架具有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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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暂时性，需根据学生现有发展水平和最近发展区的变化不断更新。 

2.2. 相关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支架式教学的内涵解读和分类框架已较为明确。例如，何克抗(1997)较早地运用隐

喻方法阐释了支架式教学的概念，指出教学支架与建筑脚手架的共性，即“临时性支撑框架”[4]。盛艳

(2011)根据支架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范例支架、问题支架、建议支架、向导支架、图标支架[5]。在实践

研究方面，已有研究针对写作教学揭示了支架使用的本质。例如，张国荣(2004)通过引导学生审题构思、

拓展段落、完成全文，将写作任务的大支架拆分为更小的支架，逐步引导学生完成写作任务[6]。 
当前，英语写作教学逐渐呈现出读写整合的趋势，部分研究探讨了在写作课中应用支架式教学模式

的方法。例如，薛静波(2016)针对高考读后续写题型，从阅读与写作的紧密联系出发，介绍了如何基于阅

读文本为读后续写搭建语言、内容、思维、情感等支架，进一步落实了读写整合教学[7]。张菡(2016)指出，

支架理论为英语写作教学提供了“以读促写”的新思路，其过程包括“阅读—从读到写—写作”三个阶

段[8]。然而，与传统课型相比，基于优质课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计划以体现读写整合理

念的优质课为研究对象，总结其中的支架使用经验。 

2.3. 理论基础 

本研究采用六阶段的支架式教学模式进行分析，具体包括：(1) 确定最近发展区；(2) 选择学习任务；

(3) 提供支架；(4) 创设情境；(5) 合作探究；(6) 效果评价(整合自鲁子问，康淑敏，2008；嵇敏，2010；
朱永举，2013) [9]-[11]。在支架分类方面，本研究的分类框架具体包括：问题支架、建议支架、范例支架、

图示支架(背景知识、文化知识、文体知识、语言知识)、图表支架等。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通过筛选，在第十七届全国初中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的诸多课例中，本研究最终确定了 3 节较

好体现读写整合理念的优质课作为分析对象，探究其中的支架使用情况。具体课例概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n overview of the lesson samples in this study 
表 1. 本研究课例概况 

课例 授课教师 年级 教学内容 

C1 T1 七年级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 

C2 T2 八年级 Unit 8 A green world: Going green 

C3 T3 八年级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课堂观察法开展分析。课堂观察，就是通过观察对课堂的运行状况进行记录、分析和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学生的课堂学习、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12] (崔允漷，2012)。在观察课堂师生行为

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将结合教师的教学设计、学生学案，围绕其中支架的设计开展研究。 

4.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将从教师支架的具体分类框架出发，介绍支架的具体机制与使用原则，并基于师生互动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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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馈，分析优质课中教学支架的实施情况和教学效果，总结教学经验。本研究涉及的支架式教学模式

包含六大步骤。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选择学习任务”等环节一般在课前完成，大致对应教学内

容、学情、目标、重难点等方面的分析；“提供支架”“创设情境”“合作探究”“效果评价”等环节一

般在课中呈现，且需要综合考虑学生反馈来进行调整，体现教学支架的动态性。 

4.1. 确定最近发展区 

支架的构建必须基于最近发展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学生群体不同，所处学习阶

段不同，都将影响学习现状的分析和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前，应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

础上，准确分析学生的学习现状和需求，据此确定教学目标与重难点。除了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之外，

教师还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背景知识、语言储备，以及学生的心智特点与兴趣爱好等。 
一方面，教师需要分析学生的学习现状。例如，T2 对学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授课对象为八年级学

生，具备一定的信息获取、问题解决和同伴合作能力；但因教材版本不同，背景知识储备可能有差异；

大部分学生在英语表达和自我评价方面较薄弱。T2 以发展的视角，准确把握了学生目前所处的阶段，并

从语言能力、学习能力等维度进行分析，同时以动态的视角，准确捕捉到了教材差异带来的潜在影响。 
另一方面，教师需要结合教学内容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例如，T2 基于内容解读和学情分析确定了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具体表现为教学目标设置与重难点分析：获取有用信息，探究演讲稿的结构、内容

与题材特征；了解国家绿色发展理念，探讨更多低碳生活的方式，正确利用所学结构和表达写一篇环保

演讲稿；根据写作评价表分析与评价自己和同伴的任务。以上教学目标涉及学习理解、内容产出、成果

评价等不同层次的要求，体现出教学支架的上升性与动态性。 

4.2. 选择学习任务 

在最近发展区的指导下，教师需明确授课的核心任务，并将其拆解为可行的活动设计。例如，课例

C1 的课时任务是写一篇关于 Best friend 的介绍性文章；课例 C2 的课时任务是围绕 Going green 这一主

题，写一篇关于绿色发展的演讲稿；课例 C3 的课时任务则是以 Hometown 为话题，介绍自己的家乡或曾

到访之地。这些核心任务是教师准确理解授课文本、灵活处理教材内容后提炼出的课时教学重点。授课

时，教师以核心任务为主线，引导学生逐个完成子活动，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4.3. 提供支架 

支架式教学的基础在于，构建有助于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概念框架。在学习任务的引导下，教师设

计教学环节，并利用不同类型的教学活动和教学内容进行填充。《课程标准》对语言技能进行了分级解

读，要求学生在写作方面能够拆解、重构、整合写作要素，并最终成文[1]。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大多着眼

于词汇句型、问题结构等语言知识，即图示支架的呈现。但随着四大核心素养的提出，意味着英语教学

不仅局限于词汇、语法、句型等语言知识，还需将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素养融入语言学习

过程。本研究将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将写作教学中的支架划分为以下类型：问题支架、建议支架、

范例支架、图示支架、图表支架。 

4.3.1. 问题支架 
问题支架是学习过程中最常见的支架类型之一。在英语学科中，大部分课型主要通过教师提问和师

生互动来推进。在不同的读—思—写学习阶段，教师根据具体的学习情境，通过提问促进学生对学习材

料的思考。例如，在课例 C1 中，教师首先展示了学生熟悉的四组动漫形象，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接

着，教师通过词语选择的形式构建了问题支架，要求学生在具体语境中帮助动漫人物“介绍自己的朋友”。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268


方玫璎 
 

 

DOI: 10.12677/ae.2025.152268 506 教育进展 
 

学生在自己熟悉的背景信息中，回忆并练习了与“friend”相关的主题词汇。这不仅激活了学生的图示，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预备状态，也为写作任务提供了内容支撑。另一种典型的问题支架是“Brainstorm”，

引导学生对核心问题进行发散性思考。例如，在课例 C3 的小组活动环节，教师通过头脑风暴帮助学生梳

理介绍性文本的写作思路，为后续的写作任务搭建框架支撑。由此可见，预设支架的内容状态，会随着

教学进程的推进而发生改变，且环环相扣，体现出动态性的特点。 

4.3.2. 建议支架 
建议支架主要体现在学习策略和思路引导上，表现为教师在学习任务各环节所提供的恰当建议，包

括任务前指导、任务中答疑、任务后总结。任务前指导，例如，课例 C2 的第二个教学环节要求学生获取

并梳理文本信息。教师在任务开始时提供了寻读思路，指导学生从步骤和示例两个维度寻找文本信息，

增强了学生自主阅读的目的性。任务后总结，例如，课例 C3 的教学活动 2 要求学生关注文章中的写作句

型。教师引导学生在梳理文本信息的基础上，总结文本的评价维度，如主题、内容、结构、语言等，进一

步加深学生对写作思路的理解。 

4.3.3. 图表支架 
图表支架将复杂的信息进行可视化，通过图表等形式帮助学生梳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常用的图表

类型有思维导图、流程图、时间轴、鱼骨图等。例如，课例 C3 中的活动四(Consolidation 环节)，教师利

用流程图构建写作练习框架，引导学生从主题、内容、语言、结构等维度构建自身的写作成果。这与课

例 C3 的教学活动 2 (见 4.3.2.)中的建议支架维度相一致，体现出支架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性延续。 

4.3.4. 范例支架 
范例支架通过呈现示例，为学生学习新知识提供借鉴和参考，帮助学生明确任务方向。本研究涉及

的三节课例在实施过程中，较好地体现了读写整合的理念。三位教师均遵循“阅读—思考—写作”的读

写整合逻辑，将学生的写作产出建立在对范例文本的信息获取与结构拆解之上。课程围绕核心的范例支

架，先后完成“呈现–拆解–迁移”等学习任务，在推进教学环节的过程中实现了教学目标。 

4.3.5. 图示支架 
图示支架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图示支架涵盖背景知识、文化知识、文体知识和语言知识，分

别对应阅读和写作技能的不同维度。对于初中生而言，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经验不足，对世界整体的认

知建构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由于缺乏背景或文化知识而遇到理解与

表达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接触英语时间较短，学生在语言知识，尤其是文体知识方面存在认知障碍。

鉴于此，图示支架能有效弥补学生认知储备的不足，帮助他们克服理解障碍。因此，在读写整合课程中，

图示支架在不同环节中起到的作用会发生动态性变化，对学生学习具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背景知识图示支架：在导入环节，教师 T2 展示了垃圾分类的相关图片，引导学生理解相关词汇，这

属于背景知识图示支架。教师能够结合学生反馈了解学生的现有水平，进而明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文化知识图示支架：在导入环节，教师 T3 向青岛学生介绍家乡重庆，通过口头描述和地图、景点图

片，使学生直观感受到了南北地缘差异，这属于文化知识图示支架。补充文化知识可激发学生兴趣，为

后续写作任务奠定基础。 
文体知识图示支架：在写作环节，教师 T2 总结演讲稿文本特点并以文字框架呈现，这属于文体知识

图示支架。总结文体知识有助于学生归纳建构本节课所学，为写作任务奠定基础。 
语言知识图示支架：在写作环节，教师 T1 总结人物介绍文本中的相关语言表达并以文字框架呈现，

这属于语言知识图示支架。总结可用的语言表达有助于学生理解所学，为写作任务奠定基础。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268


方玫璎 
 

 

DOI: 10.12677/ae.2025.152268 507 教育进展 
 

4.4. 创设情境 

教师通过呈现和解读支架，帮助学生构建了输出任务所需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教师创设新情

境，引导学生将所学的语言知识和写作技巧应用于新情境中，实现知识与能力的迁移。 
例如，在课例 C2 的拓展写作环节，教师首先介绍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明确写作任务；随后教师播

放视频，引导学生了解低碳生活方式；接着组织学生分组讨论，结合生活实际探讨低碳生活的可行方法；

最后，学生整理笔记，为后续写作任务做准备。在这一环节，教师先利用视频素材使学生直观感受低碳

生活，拉近情境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促进学生将所学内容迁移到实际生活，实现学以致用。 

4.5. 合作探究 

在合作探究环节，学生分组交流，开展写作思路指导和写作成果展示。教师可从示范和提示两方面

搭建支架，助力学生有效合作探究。示范方面，教师在写作前需重申框架，并通过例句片段等现场演示

写作思路的应用与迁移。提示方面，教师在提供情境后，引导学生观察情境要求，思考文章主题和体裁，

再开展写作任务，避免造成偏题。 

4.6. 效果评价 

支架式效果评价环节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首先，在时机选择上，教师可根据课程时间灵活安排：

若课堂时间充足，可在学生完成习作后立即进行成果展示与交流；若时间紧张，可将习作评价作为课后

作业进行。其次，在评价主体方面，《课程标准》倡导“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强调评价主体的多元

化[1]。在读写课中，教师可通过提供 Checklist 形式的评价标准，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以

增强学生的自主、合作与探究能力。 

5. 结论和启示 

5.1. 结论 

本研究基于支架式教学在读写课中的应用模式，选取第十七届全国初中英语教师基本功大赛中的三

节优质课作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优质课中教师支架的使用具有以下特点：在设计层面，教师运用了

多样化的支架，表现出显著的支架设计意识，涉及的支架类型多样。此外，教师还为学生提供了框架式

的导学案，这不仅提示了教学进程，还增强了学生对支架的直观感知，从而提升了教学效果。 
在实施过程层面，支架理论指导下的读写课教学将主线任务分解为连贯的小任务并逐一实施。在实

施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反馈，将大支架拆解为不同层次和维度的小支架，以促进学生的语言知识掌握

和能力发展。在实施效果方面，教师支架的使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不仅根据特定的教学目标

进行支架预设，还充分发挥了教学智慧，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反馈，灵活调整预设支架。 

5.2. 思考与启示 

5.2.1. 树立良好的支架使用意识 
本研究和现有研究成果均表明，支架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具有显著效果。鉴于我国提升教学质量的

教育改革需求，教师需要在教学实施中对支架的使用加以重视。 

5.2.2. 掌握有效的支架建构方法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支架类型的理论划分依据多样，其使用还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论与技巧。支架

的缺失或滥用均会抑制学生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需要学习支架式教学模式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方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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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何在适当时机以合理方式呈现有效的教学支架。 

5.2.3. 适当转移的支架监控过程 
我国课程改革倡导“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强调学生主体地位与过程性教学的重要性。教学是

师生双边互动的过程，支架建构与使用需要学生配合参与。当班级规模限制教师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

支架时，教师可在阐释支架使用方法与评价标准后，适当将评价权转交给学生(如写作成果同伴互评)。 

5.2.4. 本研究局限性与研究展望 
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选取的课例数量相对校对较少，且集中于

读写课型；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在不同课型之间选择更多的样本进行观察与分析。另一方面，课堂观察与

教学活动解读可能存在主观局限，后续可由不同研究主体对相同样本进行观察，提高分析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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