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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架式教学的概念界定

不同的学者对支架式教学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概念的

表述上都是有着不同的见解。例如：在具体的教学中，需要对

学习者提供一种明晰的概念框架，学习者可以借助这一概念来加

深对问题的理解度，所以对于已有的学习任务需要一步一步进

行，从而加深学习者对问题的理解。学者潘梅红在《支架式教

学在高中思政课中的运用研究》中指出，“将支架式教学运用

到高中思政课中有利于改变传统的教学观，使教师逐步建立新型

的因材施教观，使学生在问题的探究、解决过程中学习，激发

学习兴趣，减少学习的挫折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此

外，支架式教学还能提高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从而能够

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如：判断能力，从而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如何更好地运用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有五个基本的操作步骤，这五个基本的操作步骤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支架式教学。

2.1搭建“脚手架”

教师根据学习地最终目的，根据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

区”，分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为一个一个小任务最终建立一个概

念层面的支架。教师在开始具体的教学活动之前，会根据教学的

目标规定学生所必须掌握的能力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从而来为

学生安排合适的学习计划与学习要求以及教学条件的准备，为选

择适合的支架类型做好准备。

2.2创设问题情境

创设问题情境，其实就是教师通过一些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技

术，设置一个特定的情景，从情景当中向学生提问题，当学生面

临这种特定场景时，根据已有的知识或经验不能加以解释，导致

认知失衡，从而产生困惑，且又急于消除这种困惑的一种心理状

态。情景不是漂亮外衣，重在促进学生思维，明确思维方向，提

供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以及提供认知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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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独立探索

这个环节中，学生要先确立目标；其次要以学习的主要知识

为基础，较好的为学生准备一个供参考的概念性框架，让学生具

有一定的对概念和理论知识的掌握，并慢慢进入学生的认知结构。

第三，要能够启发与引导学生，比如通过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提问，

并为学生提供问题解决的原型。

2.4协作学习

我们不仅要激发学生独自探索、独自解决相关问题的自主性，

“支架式教学”还通过有关情景活动来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

互动、协作以及彼此之间的沟通，在具体的交往互动当中，尤其

强调学生们的表现、讨论等，对学生形成知识结构的重要性。“支

架式教学”的评价主体、评价方式以及评价内容是多样的，包括

多个群体与多个方面。

支架式教学给高中思政课的教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以及启示

意义。高中思政课不仅是教师的课堂，更应该是学生主动参与课

堂，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的师生共同发展进步的和谐课堂。支架

式教学的运用，正逐渐改变以往传统理论讲授的课堂模式，而是

学生积极主动建构知识的一个过程，将管理学习任务渐渐地由教

师转移给学生自己，这对学生不仅是思维能力，而且行为能力都

得到了质的提升与飞跃，进而促进学生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也

有效提高了高中思政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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