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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提出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问题解决能力作为学生核心素养的

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也备受重视。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支架式教学和STS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教育理念与问题解决能力之间的关联性，构建了STS教育理念融入支架式教学的模式，并进行案例设计

应用，以期为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提供新的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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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is proposed to be cultivated, and the prob-
lem-solving ability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tudents’ core accomplishment is also attached 
importa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integrating STS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education idea into scaffolding teaching, and applies the case design to provide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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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aradigm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Keywords 
Scaffolding Teaching, STS Educational Concept,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eaching Model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不是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而是人们灵魂的教育。若要贯彻我国在《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提出：“教育的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1]。关键要有规范合理的课程知识体系、智慧的教

育方式等。而在支架式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教师提供的支架穿越“最近发展区”，培养了学生的问题

解决能力。STS 教育是一种融合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新型教育理念，既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主观能

动性，又可以使学生具备适应社会需要的科学态度和创新能力[2]。鉴于此，结合中职教学的办学目标，

将 STS 教育理念渗透到支架式教学过程中，并以数字移动通信与网络优化课程教学为例进行案例设计，

以期为培养有问题解决能力的智慧型学习者和具有科学态度的社会责任者提供策略。 

2. 支架式教学和 STS 教育理念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Fischer、Wirth & Klieme 等学者都认为[3] [4]，问题解决能力是一个人在没有昭然若揭的方法时，能

够找出解决方法用于达到目标的能力。也就是表征和解决各种不同领域问题的能力。PISA (2012)将其过

程分为：探究和理解能力、表征和表达能力、计划和执行能力、监控和反思能力。 
Pressly 认为支架式教学是当学生学习遇到困难时，教师对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当困难解决后，再

撤去帮助的过程。1997 年，何克抗深入分析了搭脚手架、进入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以及效果评价

的支架式教学的五个环节。Lucas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使用多种支架形式，例如图片、图

表、书面说明和数学表达式，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5]。Matsuda 将支架式教学应用于数学课上，

经过实践发现，学生解决方程式方面的能力明显提高[6]。潘星竹以 Scratch 课程教学为例，构建了“支架

+”STEM 教学模式，利用 NVivo 质性分析高阶思维行为表征，验证其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高阶

思维[7]。朱龙构建的面向翻转课堂的问题支架，应用在小学信息技术课堂，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和

问题解决能力[8]。STS 教育理念是切合人才培养和提升科学素养的一种教育新范式[9]。STS 教育理念更

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将科学技术立足于实践应用，帮助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的学科知识内

容，进而解决实际问题[10]。吕宏将 STS 教育理念渗透到物理教学内容与目标及教学实践中，提升了中

职物理教学质量与水平[11]。 

3. STS 教育理念渗透支架式教学模式应用框架的构建 

基于文本内容的分析发现 STS 的教学理念以及支架式教学模式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基于此，本研究将 STS 教育理念融入何克抗教授定义的支架式教学的五个环节，分别从教学的环节、教

学活动(学生活动与教师活动)、搭建支架、教学评价(效果评价)、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出发，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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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所搭建的支架有多种类型。按照支架的作用不同把支架分为资源支架、问题支架、和工具支架等。

不同的支架具有不同的功能，在使用过程中要运用不同的策略。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情境将支架互相结

合，穿插使用。本研究尝试构建 STS 教育理念渗透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具体可从“课

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理解该教学模式的实施流程。 
 

 
Figure 1. Teaching model of STS educational concept permeating scaffolding teaching 
图 1. STS 教育理念渗透支架式教学模式图 

3.1. 课前阶段 

课前阶段的教学环节为“STS 知识选取，学情诊断”，该教学环节旨在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具体教学流程为：1) 打破传统的按章节进行教学的模式，深入分析教材，

确定本节课所涉及到的 STS 知识并进行分析，梳理出本节课相关内容的知识要素，并将其组织为结构图，

然后将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几个概念框架，在概念框架内搭建支架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提高问题解

决能力。2) 教师通过如智慧教学平台支架，向学生推送数字资源和预习测验题等导学资料；学生借助支

架开展自主预习，完成测试，并根据测验结果发现和思考学习问题。3) 教师基于智慧教学平台支架反馈

的学习诊断结果分析学情，继而调整教学内容与策略。 
课前主要是诊断性评价，即借助智能分析技术，诊断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基于学生学情进行精准

教学，实现因材施教。 

3.2. 课中阶段 

课中阶段的教学环节包括“创设 STS 情境、问题驱动”“独立探索、问题初探”“协作学习、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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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变式训练、STS 知识迁移应用”“总结反思、认知升华”。 
“创设 STS 情境、问题驱动”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发现、理解问题的能力，教学流程为：1) 教师搭

建源于生活、具有现实意义的情境支架，借助多媒体播放微课导入真实情境任务，引发学生进行思考；

2) 教师创设问题支架，引导学生将情境任务细化为具体问题和知识点，帮助学生认识、理解知识。 
“独立探索、问题初探”环节旨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操作流程为：1) 教师搭建简单的

问题或任务支架，鼓励学生自己独立思考；2) 学生独立思考，进行头脑风暴，完成任务。 
“协作学习、疑难突破”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推理问题的能力、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主要操作流

程为：1) 教师借助智慧教学平台支架发布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任务支架，并搭建同伴支架，组织学生开

展小组合作探究；2) 教师通过巡视课堂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搭建建议支架，为学生答疑解惑；3) 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展示探究成果，教师搭建元认知支架、评价支架进行剖析点评和组间、组内互评。 
“变式训练、STS 知识迁移应用”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迁移应用能力，教学流程为：1) 教师根据教

学目标和学生学情，借助智慧教学平台支架发布一题多变等类型的随堂检测；2) 学生在完成随堂检测的

过程中，巩固所学知识，提升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3) 教师搭建交互支架，借助课堂互动工具组织教学

活动，引导学生发现一般规律，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讲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迁移内化。 
“总结反思、认知升华”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和科学素养能力，主要操作流程为：1) 教师

搭建可视化支架，引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等工具梳理所学内容，建立学生对新旧知识的联结；2) 学生回

顾反思课堂学习过程，自查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学习活动的参与情况；3) 教师进行课堂小结，梳理回

顾课程核心知识，总结重要的思想方法，巩固课堂教学成果。 
课中主要是过程性评价，即依托智慧教学平台支架，跟踪记录学生的课堂学习全过程数据，对学生

的认知、情感、态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伴随式评价，为教师随时调整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提供参

考。 

3.3. 课后阶段 

课后阶段的教学环节为“练习辅导，拓展提升”，侧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拓展能力，教学流程为：1) 教
师通过智慧教学平台支架推送个性练习，并适时发布综合实践任务；2)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建立模型支

架，完成个性练习或综合实践任务，以巩固学习和拓展实践；3) 教师借助计算机精准教学系统，分析学

生的完成情况，并据此推送相应的数字资源，实现个性辅导。 
课后主要是终结性评价，即对学生在阶段学习的过程的质量，做最终评价，为下一步学生学习需求

与学习目标的制定提供参考。 

4. 教学设计案例 

以数字移动通信第五版第二章覆盖的内容为例，采用 STS 教育理念渗透到支架式教学的模式进行理

论和实践课的设计。在课前，通过对教材的分析将第九章网络优化的方法融入本节课，确定本节课的 STS
知识点。在学习通发布覆盖相关内容和材料供学生进行学习，并让学生搜集生活中的各种覆盖现象。 

在课中(如图 2 所示)，教师运用微课导入某小区的电梯信号较差的视频，影响了用户的感知。引发学

生思考覆盖问题给生活带来的影响？教师搭建概念和策略支架，将学生经验与新知建立联系，讲解覆盖

的类型、产生原因、优化办法并将情景任务细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生明确弱覆盖优化的问题并进

行思考分析怎么制定问题解决方案。教师搭建计算机支架，学生登陆网络优化虚拟仿真平台实施优化方

案，仿真平台提供实验指导步骤且具有纠错提示功能，任务以游戏化形式呈现且融合真实情景，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巡视课堂，搭建建议、策略支架、同伴支架解答学生疑惑。教师搭建评价及元认知

支架，对学生展示的作品进行多元化评价，教师在虚拟仿真平台发布产生弱覆盖问题的另一案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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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练习巩固并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总结数据采集、覆盖判断方法及优化办法等，完成知识的迁移内化。

教师对所学内容进行梳理，学生反思学习过程及目标完成情况。 
 

 
Figure 2. Teaching flow chart in class 
图 2. 课中教学流程图 

 
在课后，教师在学习通发布任务，提交弱覆盖问题诊断及优化方案的报告，建立学生档案袋，采用

质性分析方法判断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制定下一步学习计划。 

5. 结语 

以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为导向，构建 STS 教育理念融入支架式教学模式，将 STS 知识转移到生活情

境下，解决生活难题，开拓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未来竞争

力，这已成为一种新的教学范式，特别对基础教育改革和智慧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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