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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式教学模式，指的是在教学中通过情境的创设和

支架的搭建，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各种障碍，使学生的认

知发展不断地穿越“最近发展区”，从现有发展水平提升到

更高的潜在发展水平。物理学科强调通过概念、规律的探究

过程，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

学生的科学素养，可以见得物理教学特别注重学生主动性的

发挥，运用支架式教学理论进行高中物理教学恰能满足促进

学生自身能力发展以及挖掘其潜能的要求。因此，研究如何

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有效地应用支架式教学模式具有价值和

必要性。

流程

支架式教学模式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有助于学

习者获取预期知识和技能，但这样的模式不能直接套用，而

是要根据教学主题，与教学内容进行融合，从而发挥其特色。

在物理教学中应用支架式教学模式需要在遵从学科特色、基

于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适时让学生沿着

教师搭建的支架牵引拾级而上，从而逐步达成学习目标。基

于此，制定了如下的支架式教学流程图，以“课前准备—创

设情境—提出问题—独立探索—协作学习—教学评价与反

思”为主线，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支架以

帮助学生进行思考、建构知识、习得能力。

应用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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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

的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实际的发展水平”是指学生现

有的身心成熟程度，“潜在的发展水平”是指在成人的指导

下或与更有能力的人合作时，能够获得的新的解决问题的能

力。教学不仅决定着学生发展的内容、速度、水平，也不断

地创造着“最近发展区”，使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此，

教师要想准确地为学生提供支架，使之实现能力的跨越，首

先要把握好“最近发展区”，在教学中形成良好的动力系统 [1]。

明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可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方

面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技能储备和学习任务之间的差距确

定“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从“实

际发展水平”着手，将学生的学习任务划分成多个阶梯向上

的层次，从而逐步接近“潜在发展水平”。以《全反射》为例，

可以搭建如下的整体支架。

整体支架见图 2。

通过初步分析搭建以上的整体支架，便于明确教学过

程的脉络，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进行有的放矢的教学。

学物理的目的在于用物理，而物理知识的运用离不开

情境。在创设情境，引入新课环节，设立情景支架是引导学

生进入物理环境的常用方法之一。教师可以通过故事、事例、

实验、现象等途径建立支架，调动学生内驱力，唤醒学生思

维，也可以通过设疑、问题、矛盾等方式建立支架，引发学

生认知冲突，激发学生探索欲望 [1]。以《电磁感应现象为例》，

可以搭建如下的情景支架。

情境支架见图 3。

在该例中，利用了多种情景支架的建立方式，引发了

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是随着教学过程的推进而不断

变化的，我们最开始依据“最近发展区”搭建的整体框架是

一个大致的轮廓，不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需要将最近发展区进一步分解，从而提供清晰直观的支

架引导学生完成知识的建构。教师需要熟练掌握范例支架、

建议支架、工具支架、图表支架、实验支架、问题支架等六

种支架的搭建方式，灵活地给予学生帮助 [2]。

支架的构建要与学生的能力相适应，依据教学内容及

进程选择合适的支架，放置在恰当的位置也尤为关键。需要

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教师要把握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方式、技能

储备，更要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仅在学生需要的

时候提供支架。

第二，创建动态、渐撤的支架 [3]。支架逐渐减少，教

师所提供的帮助也逐渐减少，此时，学习的管理权和主动权

将逐渐移交给学生，从而使学生逐步习得自主学习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直到最终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学习任务。

评价既包括对教师教育的评价，也包括对学生学习的

评价。新课程改革提出要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从多个维度、

用发展的眼光进行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对于学生，不仅要

关注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效果，还要关注其学习过程中思

维能力、综合素质等的变化和发展。对于教师，要反思“最

近发展区”的判断是否准确、支架的选择和搭建是否合适、

支架的放置是否恰当、是否达成了预期教学效果。通过对教

学的评价和反思，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总之，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始终以学习者

为核心，其最终目的就是使支架消失，让学习者独立，进而

提高其知识、能力和核心素养。因此，在教学的不同阶段，

应基于学生个性化差异搭建不同跨度的教学支架，以提高教

学有效性，打造高效课堂，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整

体推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的层级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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