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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支架理论自诞生以来在科学教育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它在帮助教师科学教学改进、促进学生科学学习

上积累了许多积极的实证结果。本文基于支架理论对经过严格遴选、具有较高质量的 10 份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

进行分析发现：教师始终围绕幼儿要探究的科学主题，灵活采用提问、反馈、解释、指导、暗示、示范等策略，

以促进科学活动的有效实施；进一步指出基于支架理论的科学教育活动具有以问题驱动幼儿展开自主探究、以

获得科学知识经验为目标导向、注重情绪情感激励、以外在手段有效辅助等特征，这对幼儿园科学教育实践提

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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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科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学前儿童处

于人生启蒙阶段，在这一阶段对他们进行适

宜有效的科学启蒙教育，能够为其终身科学

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因此，科学教育活动

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作为幼

儿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科学

教育的水平直接关系幼儿科学素养的水平 [1]。

我国《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明确

指出：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

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然而

现实情况是不少教师科学素养不高、观念落

后、内容方法陈旧，其开展科学教育的有效

性亟需提高，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质量令人

担忧。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支架理论作为一

种有效教学模式在西方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

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为

我们提高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

新视角。

支 架（scaffold 或 scaffolding）， 中 文 又

译为脚手架、鹰架 , 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教育

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杰瑞·布鲁纳（Jerome 

Bruner）团队作为支架理论的先锋，首次于

1975 年将支架初步描绘为家长限制儿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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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完成的过程中无法自控的自由程度，即

儿童在完成任务中获得什么时，所必须保

持的目标稳定、不被分心”[2]。之后，伍德

（David Wood）、 布 鲁 纳、 罗 斯（Gail Ross）

在研究家长指导 3~5 岁幼儿使用积木搭建金

字塔时，进一步将支架定义为“一种使儿童

或新手解决问题、执行任务或实现超出自身

努力能够达成的目标的支持过程”[3]。用支架

这一比喻解释了与儿童一起解决问题时成人

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将支架的作用明确为

唤起、减少自由度、方向维持、关键点梳理、

挫折控制、示范等。在探寻支架的理论基础

时，多数学者认为支架是对苏联心理学家维

果斯基（Lev Vygotsky）所提出的最近发展区

理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的

具体实施 , 有效的支架要求教师首先注意到学

生实际的发展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搭建起

支架，接着引导学生自己建构新的能力，最

终达到潜在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支架是教

师有效教学的概念化隐喻，支架能够引导学

习者“参与更多高级的思维以及问题解决活

动，这些活动是他们在没有帮助下无法完成

的”[4]，支架需要教师的主导，但它有别于

传统教学形式中教师主导的“预设知识与技

能的简单传递”[5]，它高度强调学生在学习

中的主体地位，其核心主张是教师应该以合

作者、共建者的身份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

中去，唤起学生自主、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

为培养其终身学习的良好品质打下基础。在

把握支架核心特征的同时，也要明确支架并

不是僵化的技能、方法，教师的支架表现为

随着教学的动态过程而做出的即时反应，所

以支架的具体方法是变化的、丰富的，荷兰

学者范德伯尔（J.van de Pol）[6] 将已有研究

得出的支架方法、手段等具体内容归类总结

为 反 馈（feeding back）、 提 示（hints）、 解

释（explaining）、 指 导（instructing）、 示 范

（modeling）、提问（questioning）六种基本类

型，有利于系统地、全面地认识和分析教师

的支架方法与策略。

支架自诞生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

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就是科学教育，研究者

强调了支架对于科学教育的价值，认为支架

为学生提供了引发科学探索的结构化经验，

为学生创造围绕科学问题的探索而进行社会

性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帮助他们搭建起持续

追踪研究问题中重要概念的平台 [7]。许多实证

研究表明，支架教学对促进科学教育、提高

科学学习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8]。基于支架理

论，我们认为对幼儿园科学教育来说，如果

能够从现有的优秀科学教育活动中提炼出支

架策略、总结出特征，就能够为更多幼儿园

开展有质量的科学教育实践提供启发。因此，

本文基于支架理论对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进

行分析，归纳科学教育活动的支架策略，总

结其基本特征，以期为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实

践提供启发。

2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的 幼 儿 园 科 学 教 育 活 动 案 例 来

自《学前教育教师研修课程资源》，这是由

中央电教馆、陕西省教育厅联合编制，电子

教育音像出版社于 2012 年正式出版发行的

一套 DVD 资源，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为依据，具有系统性、权威性、针

对 性、 实 践 性、 参 与 性 等 特 点。 整 套 资 源

包括“学前教育课程改革：回顾与展望（2 

碟）”“学前教育基础理论（2 碟）”“教育活动

设计主要策略（8 碟）”“区角环境设置应用策

略及案例示范（5 碟）”“健康类活动案例示

范与评析（10 碟）”“语言类活动案例示范与

评析（10 碟）”“社会类活动案例示范与评析

（10 碟）”“科学类活动案例示范与评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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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艺术类活动案例示范与评析（10 碟）”

等。在这些资源中，“科学类活动案例示范与

评析”包含了 10 份经过严格遴选、具有良好

教学质量的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视频，是本研

究的分析对象，这些教学视频在 13~43 分钟

不等，涵盖小中大三个年龄班，幼儿探究的

主题内容涉及了生物科学、物质科学、数学

等多个方面的科学知识与经验，具体见表 1。
表 1  科学教育活动案例基本信息

活动名称
生日礼物

排一排

好玩的陀螺
水的心情
有趣的蚯蚓

亲亲泥土

妈妈肚里的宝宝

小小调查员

小木工

快跑，兔妹

案例时长
13 分 50 秒

27 分 07 秒

26 分 50 秒
25 分 38 秒
20 分 02 秒

22 分 32 秒

29 分 11 秒

32 分 31 秒

27 分 51 秒

42 分 42 秒

年龄班
小班

小班

中班
中班
中班

中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幼儿探究的问题
小动物给小兔子送了几个生日礼物
怎么按规律给事物（形状、动物、男孩女孩）
正确排序
怎样让物体像陀螺一样转起来
水为什么变脏了，怎样保护水资源
蚯蚓生活在哪里，蚯蚓长什么样子
在哪里可以找到泥土，泥土有什么特点，
可以用来做什么
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是怎么生活的

体育器械的种类有哪些，数量分别是多少

有哪些木工工具，如何使用木工工具修理
家具
兔妹被困在高高的城墙上 , 怎样剪出足够长
的绳子解救她

科学知识与经验
数数；用数词描述事物

按规律排序

物体的结构特点
人与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
生物的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

物质与材料的特性

生物的生长发育及其基本条件
计数；用简单的记录表、统计
图等表示简单的数量关系

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运用数学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 2  支架策略分析框架

定义
教师直接评价幼儿的行为
教师向幼儿交代事物变化的原因、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教师直接告诉幼儿以何种方式采取行动
教师用含蓄、间接的语言、动作或者制造出某种情境、气氛，促使幼儿领会完成任务的方法
教师自行做出一个可供幼儿模仿的行为
教师通过提出问题引起幼儿积极思考，引导其逐步完成任务

支架策略
反馈
解释
指导
提示
示范
提问

2.2 研究方法

Baker 等人指出录像分析技术已经成为课

堂以及其他社交场合研究的主要方法 [9]，这种

方法可以完整地呈现教学活动，凭借其可视

化、复现性、情境性等独特的优势在众多国

际教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0]。在录像分

析技术上，编码表的编制占据重要地位，编

码表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能依据不同研究方

向与目的灵活设计，满足研究的差异化需求。

为此，研究者基于范德伯尔对教师支架策略

的划分及其定义，建立了包括反馈、提示、

解释、指导、示范、提问六种支架策略的分

析框架。由研究者对 10 份科学活动案例中教

师的教学言语、行为进行编码分析，教师每

运用一次支架就在相应类型的策略上记录一

次，对教师运用不同支架策略的频次进行统

计，并进一步分析和总结其主要特征，由此

得出一些结论和启示。

3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应用支架策略的分析
尽管 10 份活动在教学目标、教育内容、

活动流程、组织形式等均有不同，但究其内

核，这些活动均紧紧围绕科学探究的主题，

由教师为幼儿不断提供支架，支持幼儿的科

学探究过程，促进科学活动的有效实施。可

以说，支架保证了幼儿园科学活动实施的有

效性。

3.1 幼儿园科学活动中应用支架策略的总体情况

教师的支架策略包含了提问、反馈、解

释、指导、提示、示范等六种，在应用频次

上有较大差异，教师使用最多的策略是提问，

共 197 次，其次是反馈策略，达到 148 次，而

使用最少的策略是示范，共有 17 次。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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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活动中的教师不一定使用所有的支架策

略，教师会考虑不同的活动情境、幼儿的不

同反应灵活运用各种支架策略。例如，“有趣

的蚯蚓”活动中教师没有使用示范策略，就

是考虑到幼儿有能力自主进行对蚯蚓外形特

征和生活习性的探究；而“排一排”中为了

让幼儿理解“按规律排序”这一重难点，六

种支架全部得到了应用，这体现了支架的情

境性和即兴回应的特征。具体见表 3。

3.2 幼儿园科学活动应用支架策略的具体情况

研究者进一步从六种支架策略入手具体

分析了其在科学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

3.2.1 提问

提问是教师使用频次最高的支架策略。

提问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提出问题引起幼儿积

极思考，引导其逐步完成任务。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通过观察幼儿的反应、倾听幼儿的

回答，洞悉幼儿非预期行为背后的原因，接

着教师会以直接提问的方式，激发幼儿在关

键问题上的思考，最终引导其自己找到问题

的症结并加以解决。在这些科学活动中，教

师的提问具有几个特征：首先，提问经常与

“反馈”共同出现，构成了“教师提问 + 幼儿

反应 + 教师反馈 + 教师进一步提问”的师幼

互动模式，这种互动十分紧密地链接在一起，

用来创设一种问题情境或者解决一个问题。

例如，在“排一排”活动中，教师为了让幼

表 3  幼儿园科学活动使用支架策略的总体情况

活动名称

生日礼物
排一排
好玩的陀螺
水的心情
有趣的蚯蚓
亲亲泥土
妈妈肚里的宝宝
小小调查员
小木工
快跑，兔妹

支架策略

反馈
7
23
8
23
8
29
9
14
9
18
148

解释
0
8
0
2
1
0
1
5
4
4
25

指导
4
11
6
8
5
18
5
9
5
6
77

提示
6
13
0
6
1
5
2
5
1
5
44

示范
2
3
8
1
0
0
1
0
1
1
17

提问
21
50
11
16
6
24
11
26
18
14
197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计

儿感知规律，把红、绿、红、绿按规律排列

的小珠子串起来，放在不透明的瓶子里，一

个一个往上拉，教师和幼儿的对话如下：

教师：瓶子里是什么颜色的小珠子啊？

幼儿：绿色的。

教师：好，接下来会是什么颜色呢，猜

一猜。

幼儿：黄颜色。

教师：黄颜色？什么颜色啊？红颜色？

接下来会是什么颜色，猜一猜。

幼儿：绿颜色。

教师：绿颜色啊？为什么？好，我们来

看一看是什么颜色（把串珠向上拉）。

幼儿：绿颜色。

教师：哦，绿颜色，再接下来是什么颜

色（把串珠向上拉）？

幼儿：红颜色。

教师：红颜色啊？猜对了没有？对了。

好，再接着往下猜，什么颜色？

幼儿：绿颜色。

教师：绿色下面什么颜色？

幼儿：红颜色。

教师：然后呢（把串珠一颗一颗向上拉）？

幼儿：绿色，红色，绿色。

在对话中，教师提问幼儿接下来是什么

颜色，然后“反馈”幼儿的回答，再继续提

问，通过反复运用“提问”策略，推动幼儿

积极思考，引导幼儿感知事物的规律。

其 次， 提 问 的 开 放 性 程 度、 对 幼 儿 思

维的启发性程度不同。一种是封闭、启发性

低的提问，幼儿一般不太需要思考就做出回

答，主要用来调动幼儿的情绪。如“大家同

意吗？”“你们想不想试试？”等。第二种是

封闭、启发性高的提问，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但幼儿需要思考才能回答。如“小小调查员”

中教师问：“哪种器材的数量是最多的？哪两

种器材的数量是一样的？”就属于这一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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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三种是开放的、启发性高的提问，答

案没有正确与否，主要是为了调动幼儿的思

维。如“妈妈肚里的宝宝”中教师问幼儿：

“（刚刚你们摸了陈老师的大肚子）你们有什

么问题想问老师吗？”幼儿就此提出了“宝宝

会哭吗？”“宝宝在肚子里怎么吃饭？”等问

题，教师做记录，为幼儿接下来的探究奠定

了基础。

3.2.2 反馈

反馈是幼儿教师经常使用的一种支架策

略，一般是在教师提问、幼儿做出回答或行

为后，教师给予反馈。在这 10 个活动中，教

师的“反馈”会呈现不同的方式或者层次：

一种反馈是，教师以鼓励、肯定为主的评价。

例如，“真棒！”“画的真漂亮！”“你再去试试

吧，相信你会成功的。”等，主要起到情感激

励功能。二是，重复或进一步解释幼儿的回

答。如“有趣的蚯蚓”，教师提问：“你发现

了蚯蚓的什么特征？”幼儿回答：“它变成了

波浪。”教师反馈：“哦，你发现了蚯蚓身体变

成了波浪形。”三是，给幼儿一些新的方法、

途径或思考角度，帮助幼儿更好地完成任务。

如“小木工”活动，一名幼儿分享了自己修

书柜的经验，教师反馈：“最好是几个小朋友

一起做啊 ?（哦，2 个），如果一起合作，你会

完成得更好。”再如“小小调查员”活动，在

统计好不同运动器械的数量后，教师问把统

计表放在什么地方最好用。一名幼儿提出不

同意见，要把统计表贴在每个班活动的地方，

教师反问：“每个班的运动器械一样吗？大四

班的贴到大一班，统计表有作用吗？”让幼

儿自我调整问题的答案。总的来说，在科学

活动中，反馈这一支架策略主要起到纠错和

肯定功能，一方面能够及时中断幼儿的错误

行为，避免幼儿将精力浪费在无谓的尝试上，

另一方面，教师的反馈也是当幼儿做出正确

行为后的积极肯定，可以让幼儿获得成就感，

并为任务的最终完成奠定情感上的基础。

3.2.3 指导

指导是由教师直接告诉幼儿以何种方式

采取行动，毫无疑问，这种支架策略的教学

效果最为直接、显著，可以让幼儿立即按照

正确的方式开展任务。本研究发现，在这 10

次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的“指导”一般都

是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所以使用次数并不是

非常多。一是，教学环节过渡，组织开展下

一步的教学，例如“有趣的蚯蚓”，教师在幼

儿画出蚯蚓的特征后，说：“现在画完的小朋

友，请你把画贴到展示板上。”二是，用来布

置具体任务，如“小小调查员”活动，教师

提出：“我们知道该怎么数数、怎么记录了，

现在你可以选 3 种器械数一数、记一记。”三

是，指导幼儿清楚活动规则。如“快跑，兔

妹”，教师的要求是不把纸剪断，剪出最长

的纸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活动中，幼

儿教师的指导不是以权威身份强迫幼儿执行，

而是将具体的任务、要求以幼儿能理解的方

式表述出来，从而更好地让幼儿接受。所以

指导的本质是教师将具体的任务、要求以委

婉的方式陈述出来，若幼儿不理解、不接受，

就会收效甚微，甚至会引起幼儿的反感。

3.2.4 提示

在科学活动中，教师进行“提示”主要

是在幼儿的思维停滞不前时，通过一些引导

性的语言、动作，提供一些近似的情况或是

关键线索，从侧面去诱发幼儿思维的灵感。

例如，在“小小调查员”活动中，教师问幼

儿：“一个一个地数和两个两个数都可以把数

数清楚，只是两个两个数要更怎样？”幼儿回

答：“更快。”教师运用合理的引导语言，提

示幼儿思考一一点数和按群计数的区别。在

“生日礼物”中，教师问幼儿“兔宝宝过几岁

生日”时，将鼠标移动到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上，引导幼儿观察，并进一步语言提示：“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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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上有几根蜡烛呀？”通过这一关键线索让

幼儿自己观察、思考、得出问题的答案。教

师进行提示的目的，是促使幼儿以自己的思

考解决问题，促使幼儿领会完成任务的方法，

而不是直接告诉幼儿该怎么做。

3.2.5 解释

在科学活动中，教师的解释一般是在幼

儿经历探究过程之前或之后，由教师向幼儿

交代事物变化的原因、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

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主要是起到帮助幼儿奠

定经验基础、梳理提升经验的作用。例如，

在“水的心情”中，教师在活动开始时通过

视频讲解水污染的故事让幼儿明白水污染的

原因，以及水污染会导致人生病等知识，为

接下来幼儿保护水资源奠定经验基础。在

“快跑，兔妹”中，两名幼儿用了同样的螺旋

方法剪纸后，出现了一个长、一个短的情况，

教师请幼儿回顾了自己的方法，并解释了原因：

“如果我们螺旋形的剪纸，螺旋的圈数越多，

剪的就越长。螺旋的圈数越少，剪的就越短。”

另外，解释也有纠正错误的作用。同样在“快

跑，兔妹”活动中，一名幼儿剪纸总是断，教

师让幼儿思考为什么，然后解释：“你画的两

条线离得太近，剪刀咔哧咔哧这样剪过来，

很容易剪断。”也就是说，当幼儿的行为不在

预期范围内时，教师不是立即、直接给出幼

儿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跟幼儿说明出

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让幼儿在明确问题的

症结后，采取相应的措施自行加以解决。

3.2.6 示范

在 10 次科学活动中，教师运用示范策

略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教师在提供示范时是

将有待完成的任务中的每个主要环节加以全

面展现，从而保证幼儿可以顺利地加以模仿。

如“小木工”活动，教师示范了怎样顺着茅

草的边缘轻轻摸的动作，既能让幼儿感受到

锯齿的锋利，也能保证幼儿安全、不受伤；

在“排一排”活动中，教师示范了怎样按照

男孩、女孩、男孩、女孩的顺序排成小火车

的方法，然后由幼儿继续向后排队。已有研

究指出，教师的示范能够帮助幼儿习得完成

任务的具体动作、方法，同时，由于自己见

证了教师完成任务的全过程，幼儿会获得更

多自信、获得更积极的情感支持 [11]，对接下

来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充满信心。

4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应用支架策略的特
征及启示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中应用支架策略体

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对这些特征的总结可以

启发幼儿园教师更加有效地开展科学教育活

动，提高科学教育质量。

（1）以问题驱动幼儿的自主探究。

本研究发现，提问是幼儿教师使用最多的

一种教学策略，教师的有效提问是支架学前儿

童不断深入学习的重要保证。由于学前儿童主

要是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的方

式进行学习，传统的以讲授形式灌输知识的

方式显然不适于幼儿的学习，因此，现代科

学教育强调以幼儿的探究为核心。探究式学

习强调以问题为驱动，幼儿需要针对问题作

出预测，并经过实际的调查收集信息，获得

证据，最后得出结论以验证自己的预测 [12]。

例如，在“快跑，兔妹”活动中，教师提出

问题“怎样剪出最长的纸条？”，让幼儿边思

考边在纸上画出剪的方法，贴到展示板上，

然后让幼儿猜测“哪种方法可以剪出最长的

纸条？”，教师加以记录，之后请幼儿动手

验证自己的猜测，经过多次尝试、对比，幼

儿最终发现，螺旋的圈数越多，画出的线就

越长。在探究过程中，教师需要围绕探究任

务，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以支架幼儿的

深入探究，而不是直接告诉幼儿相关的知识

或答案，让幼儿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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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好地激发幼儿的科学思维。因此，本研究

认为，在幼儿科学教育中，我们倡导教师围绕

探究的问题，多向幼儿提出“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样”等问题，以支架幼儿的主动探

究和学习。支架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幼儿独立、

自主地完成任务，从而实现其学习与发展。

（2）以获得科学知识经验作为明确的目

标导向。

研究发现幼儿教师会综合使用不同支架策

略，但是这些支架都是指向科学活动的预设目

标，也就是说，教师的支架都是为了达到预定

的教学目标，帮助幼儿得出结论、获得科学知

识经验。具体来说，教师支架的目标导向体现

在以下方面：第一，为活动提供清晰的方向，

教师清楚地知道幼儿经历教学活动之后要实现

一种怎样的发展，当然，幼儿实现这种发展意

味着需要克服一些障碍、面对一些挑战，这种

挑战具体表现在幼儿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不足。

而教师做的事情就是，为弥补这一缺口而提供

一个又一个刚刚好的支架 [13]，支架帮助幼儿找

到了一种可以达成目标的路径，但又不是由教

师直接告诉幼儿实现目标的路径。第二，在幼

儿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师不断地重复目标，

不断进一步明确幼儿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让

幼儿始终专注在任务上。第三，为了让幼儿聚

焦在活动目标上，教师会通过提问、解释、示

范等支架为幼儿提供一些资源，让幼儿知道完

成任务的途径和方法，保持幼儿学习的积极

性。例如，“快跑，兔妹”活动中围绕“如何把

一张纸剪出足够长的纸条（绳子），帮助小兔

子从城墙上滑下逃跑”这一任务，教师让幼儿

多次思考、改进，前后进行了四次剪纸，幼儿

始终保持着参与任务的热情，这与执教教师目

标导向的“支架”能力是分不开的。总之，教

师的支架始终是目标导向的，它引导着幼儿不

断探索并最终确定能够达成目标的行为，当目

标不断靠近时，幼儿的内在动机就会不断增

加。因此，我们认为，幼儿教师必须心中始终

持有教学目标，时刻了解、掌握幼儿的学习过

程和遇到的挑战，不断地向其提出更富有挑战

性的目标，然后为幼儿提供实现目标的机会与

条件，引导幼儿最终实现学习目标。

（3）注重情绪情感激励。

本研究发现，教师使用支架不仅是为了

达成幼儿对科学知识、技能的学习，而且通

过反馈、提问、解释等支架也在主动回应着

幼儿的情绪情感，让幼儿在愉快的情绪中发

展好奇心、探究欲和自信心。例如，在“亲

亲泥土”活动中，教师听完一名幼儿的回答

时说：“你的发现真有趣，快把你发现的分享

给大家吧！”，通过这种积极的反馈给予幼儿

良好的心理体验；在小班活动“生日礼物”

中，教师创设了给小兔子过生日的情境，教

师问幼儿：“小兔子要过生日了，你要送给小

兔子几个……什么礼物 ?”，在掌握手口一致

点数技能的同时，幼儿也感受到数学的有趣

和有用。在“好玩的蚯蚓”活动中，当幼儿

挖到蚯蚓时，教师跟着幼儿一起激动地叫起

来。已有研究指出，“知识的增长是不能与情

绪情感教育分离的”[14]，根植于社会文化理论

的支架教学是一种高度强调“由他人指导的”

社会互动，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教师对幼

儿积极情绪的唤起和消极情绪的调节是一个

重要的特征。由此，我们认为，教师在开展

幼儿科学活动时，应注意唤起幼儿的积极情

绪，通过提问、设疑等方式激发幼儿的兴趣、

好奇心和探究欲，伴随着幼儿学习的深入，

教师也要对幼儿提出更有挑战性的任务，将

学习的主导权让步给幼儿，让幼儿能一直专

注地、动机强度较高地参与学习。而在消极

情绪的调节方面，幼儿有时会不敢尝试、有

时会因长时间内都不能完成任务，而产生挫

败感，此时，教师就需要调整任务难度，回

应幼儿的消极情绪，并鼓励其坚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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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教师支架的理想状态是让每一名

幼儿都能在积极主动的情绪中完成任务并实

现自身的发展。

（4）外在手段的辅助。

研究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会有

意识地采取特定的支架策略、方法，也经常

会借助一些外在的教学辅助手段来帮助其达

成教学目标。阿里巴里（Alibali, M）认为，

线索卡、概念与思维导图、案例、解释、讲

义、提示物、问题卡片、题干等辅助物品都

能作为有效的视觉支架（visual scaffold）[15]。

在这些科学活动中，教师们同样运用了相当

丰富的外在支架物，来辅助教学活动的实

施。例如，在“妈妈肚子里的宝宝”活动中，

教师提供了妊娠妈妈的挂图，以此作为直观

的提示物，帮助幼儿提出与学习目标相关的

问题，引导幼儿围绕问题展开探究；在“排

一排”活动中，教师运用透明的排序卡作为

有效的区域标记，便于幼儿按照规律摆放图

形；在“快跑，兔妹”活动中，教师用图示

和展板记录了幼儿的剪纸方法，帮助幼儿观

察、对比不同方法产生的效果，自主发现哪

种方法可以剪出更长的纸。尽管有研究指出，

这些外在支架物只是辅助教学活动实施的手

段而已，教师在教学中的行为才是最核心的。

但是，幼儿具有直觉行动、具体形象等思维

特点，如果幼儿教师在科学活动中能有意识

地运用一些具体、形象的外在手段，帮助幼

儿进行观察、比较与分析，就能够为幼儿的

科学探究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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