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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皮亚杰的构建主义学习观和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是支架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脚

手架”教学模式由搭脚手架、进入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效果评价等五个环节组成。笔者通

过在口语教学改革的实践中运用搭建“脚手架”教学模式,为学生搭建英语口语教学实践的支架,促进

学生在使用和教授英语口语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自行搭建“脚手架”,从根本上提升学生口语习得和

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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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Scaffolding" Teaching Model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r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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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aget’s constructive  learning view and Vygotsky’s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 theory a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scaffolding teaching model. The "scaffolding" teaching mode consists of five links: 

scaffolding, entering the situation,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effect evaluation. The 

author uses the "scaffolding" teaching model in the practice of oral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to build a scaffold for 

students' oral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promotes students to build "scaffolding" by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and teaching oral English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acqui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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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双减政策的实施,各大院校的外国

语学院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根据

我国的一项就业调查显示,外国语学院

的毕业生是培训行业的主力军,随着该

政策的实施,学校和在校大学生都感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因此很多学校都

开启了课程改革模式,笔者所在的院校

从2020年进行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口语教

学实践改革,目的是探索如何有效地提

升英语专业学生地口语交流能力。该项

目是以成果为导向进行设计、实施,参与

项目化教学的学生在为期一年的实践中,

通过师生共同体进行学习,再转换成教

员的身份进行实践,在学习和实践的过

程中提升自己的综合应用能力。通过实

践,笔者发现支架教学模式可以较好地

服务于目标的达成,参与项目化教学的

学生,其口语表达、演讲能力和教学实践

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基于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探讨支架教学模式

(Scaffolded instruction)在提升学生

口语交际能力的实际运用,通过搭建支

架、独立探索和协作探讨等步骤,积极寻

求与创新提高学生口语交流水平的教学

模式,促进学生口语知识与技能的自我

构建,从根本上提高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效果。 

1 支架教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支架(scaffolding)概念源于瑞士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的构建

主义理论和俄国心理学家(L.Vygotsky)

维果斯基的“ 近发展区”理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简称ZPD)[2]。构建

主义理论“是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是学

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

的进一步发展,是与素质教育相吻合的、

西方教育心理学的 新理论”。 

1.1构建主义学习理论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的获取

过程即是学生自我构建的过程,学习者特

定的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在教师和学

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

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反复的、双向

的相互作用来形成自己的经验结构[2]。

也就是说构建主义强调学习的主动性,

认为“学生是自己认知结构的搭建者,

而不是空着脑袋走教室的被动的信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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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教学不是传授课本知识,而是应该

帮助学生在个人知识经验的构建逐步深

化知识技能结构”[1]。因此构建主义学

习理论强调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学会

留给学生充足的学习自我构建空间,而

不急于“告诉”学生不懂的知识。 

1.2 近发展区理论 

维果斯基把“ 近发展区”定义为

“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受到能力

较强同伴(老师)协作时所提升的能力间

差距”[3],也就是实际发展程度和潜在发

展程度之间的差距。维果斯基还认为,

“‘发展’和‘学习’是两种不同的过程,

学习走在发展之前,两者之间的差距就

是 近发展区,而唯有良好的学习才能

推进认知发展,其内涵包括协助、展示、

引导问题等”[4]。 

1.3支架教学模式 

支架(scaffold)本意是建筑行业中

使用的脚手架,这里用来形象地说明一

种教学模式：教师引导着教学的进行,

使学生掌握、构建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

能,从而使他们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

动[2]。支架式教学强调“以 近发展区”

作为老师介入的时空,学生的“学”就是

在老师搭建的支架的协助下,从实际发

展水平向潜在发展水平跨越。因此,在学

生有能力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时,老师就

可以适时拆卸支架,创造机会,培养学生

独自学习。支架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在支架式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和促

进者。要求学生充分利用老师搭建的手

脚架,即老师所提供的学习的资源,顺着

老师的引导方向,积极主动地完成任务,

不断内化要学的知识再进行自我构建,

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技能。支架教学由以

下几个环节组成：搭脚手架、进入情境、

独立探索协作学习、效果评价。 

2 支架教学模式在口语项目化

教学中的应用 

项目化口语实践教学,是以学生为

中心,成果为导向的实践类教学活动,

后的成果是学生可以自己独立完成2个

学时的口语教学任务。老师为学生搭建

“脚手架”,通过示范授课、师生协作、

学生模仿、实践教学、形成自己交流特

点等一系列的协作活动, 后可以顺利

拆除该“脚手架”,让学生独立行走。 

2.1搭建脚手架 

口语实践项目组的六位老师,一位

老师负责授课部分,其他五位老师担任

学生角色,共同搭建一个成型的授课“脚

手架”,学生处于观察位置。第一次课程

的主题是“Who am I really?”,课程目

标是,通过示范,让参与项目教学的学生

了解一个完整的课程都包含那些部分,

如何设置课程目标、如何实施课程内容、

如何与学生进行互动、如何评价学生表

现、如何布置合适的作业。同时,示范课

的授课过程中还引入了“有声思维”这

一方法,如在课程导入环节,通过“If 

you were a drawer, you are going to 

draw yourself a portrait,what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convey?”老师提完

问题后,通过有声思维,让观察的学生知

道,在这里需要引导课堂上的学生理解

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点是message,比如学

生可以把自己刻画成山、云朵、小动物

等事物,“山”可以传递“坚韧不拔”的

信息,“云朵”可以传递“自由”的信息,

小动物的形象可以传递个性,这样就可

以避免上课的学生惯性地认为这道题就

是要描述如何画自画像。通过这样地有

声思维,帮助学生更好地抓住要点和难

点,降低学生在理解过程中地门槛。 

2.2进入情景 

前期地示范结束后,每位老师会负

责9名学生,每位学生分别以个人和小组

的形式进行模仿授课,这时学生需要借

助之前老师为其搭建的“脚手架”依样

画葫芦,但是在这个环节中,身份建构是

非常重要的环节。指导老师会通过“班

主任”身份模拟,让学生以班主任的角色

进行自我介绍,那么这个环节可以帮助

学生更好地进入“老师”这一角色。通

过观察,学生们普遍通过身份建构进入

了角色,大家在声音、肢体语言、教学形

态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2.3独立探索 

在独立探索协作学习的环节中,独

立可分为“大独立”和“小独立”,大独

立指的是学生以自我感受和习得为中心,

通过自我实践、评价和反思进行独立实

践,而小独立指的是学生3人一组,小组

之间分工明确,如信息搜集、PPT制作、

提供观点等工作,小组成员一起学习探

讨,理解课程之后开始进行分工,每一位

同学都会得到相应的任务,独立完成任

务后再次进行探讨、修改、优化,这样就

类似认知“脚手架”之后的重构部分,

也是为了之后拆除脚手架,学生们独立

思考做准备。 

2.4协作学习 

协作实践是项目化教学的关键,也

是评价学生的关键所在。三名学生负责

20-30名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语公共课,

他们需要通力协作,每学期完成8周,16

学时的授课任务,整个课程包含了开课

介绍、正课授课、期末评价,同时每组学

生还需要完成每周至少三天的线上口语

打卡活动,活动内容也是学生也老师讨

论后自行设计。在实践教学环节,项目组

学生相互配合,通过模仿示范课程,设计

自己的授课内容和程序,相当于模仿项

目组老师已搭建的“脚手架”开始自行

搭建自己的“脚手架”,在这过程中,老

师发挥指导作用,但是不再上手帮忙搭

建,而是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

问题,进而形成自己较为牢固的体系,为

下一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打基础。 

2.5效果评价 

该项目化教学进行成果导向评价和

形成性评价,成果导向型评价的方式是

在参与教学实践的学生中开展讲课比赛,

于此同时会邀请该地区中小学的英语老

师担任评委,以他们的自身的教学经验

对学生进行评价,这样评选出来的优秀

学生是经得起社会考验的。与此同时,

每周学生都要撰写教学日志和反思日志,

与此同时,实践导师会为学生建立成长

档案,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记录学生的

成长。课程结束后,还需要参与上课的非

英语专业学生给这些“授课老师”打分,

撰写评价。这样通过实践导师、项目组

学生和非英语专业学生一起形成三维立

体的评价体系,对效果进行整体的评价。 

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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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脚手架”教学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一学年的项目化教学实践,老师和

学生形成了良好的搭建和拆除的工序,

学生通过观察、模仿、尝试搭建、自行

搭建、形成自己特点等一系列的教学实

践活动,在师生共同体的帮助下,逐渐成

为一个独立行走的个体, 终成果是在

没有老师的指导下,这些学生也可以凭

借自己在一学年的锻炼所习得的理论和

技能迅速地搭建属于自己地脚手架,牢

固且兼具个性。因此相较于传统的授课

形式,脚手架式的授课形式和实践更加

有助于学生习得口语,提升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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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数据库简介： 
CNKI介绍 

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

识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

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

进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

与知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点，

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

志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

识创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