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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语课堂互动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近研究表明在二语课堂互动中除了教师支架之外,同伴支架也能促进学习者的

二语学习。本文旨在围绕二语课堂互动中同伴支架的含义、实证研究、不足以及对我国二语课堂教学的启示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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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动作为课堂信息输入和输出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二语课堂教学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课堂互动包括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两种。从互动人数方

面来看,生生互动包括结对互动与小组互动。结对互动和小组互动相关研

究的出现是社会文化理论里的支架这一概念被应用到了同伴互动活动中

的具体体现。早期的二语课堂研究往往聚焦于教师支架,强调教师作为专

家为语言学习者提供协助；而 近二语课堂研究越来越关注同伴支架,强

调学生在生生互动中为同伴提供帮助。 

1 同伴支架的定义 

“支架”(scaffolding)起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社会文

化理论中的“ 近发展区”(ZPD),但维果斯基却从来没有使用过“支架”

这一词,而是强调“中介”的作用,后来支持维果斯基观点的布鲁纳等学

者在“支架”和“ 近发展区”之间建起了真正的联系,并基于“ 近

发展区”提出了支架这一概念,即在儿童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潜在水平

里他人对儿童所提供的协助被称为支架。支架被运用到了二语课堂教学

中,成为了一种比较受欢迎的教学方法—支架式教学,但以强调教师支

架为主。学者Donato(1994)通过一项口语研究发现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了

同伴支架(peer scaffolding)这一概念。同伴支架指的是在课堂互动中

拥有新手和专家两重身份的学习者为同伴搭建支架以共同解决同伴互

动中所遇到的无法通过一己之力解决的问题,而且其在促进学习者二语

学习方面得到了不同理论的支持,其中包括合作学习理论,社会文化理

论和情感过滤假说。 

2 实证研究 

同伴支架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国外学者Donato(1994)通

过微观分析法研究三名母语为英语的法语学习者的口语互动发现同伴学

习者在口语互动过程中,彼此互相搭建支架,不断地尝试以达到形式和意

义的正确表达。在另一个类似的研究中,Ohta(2000)通过分析两名受试者

使用交际性的任务来学习日本语法的口语对话发现,一位受试者在另一位

受试者的帮助下,通过彼此互动,渐渐地能将日语语法规则内化并且将其

灵活运用,从而完成语法任务,学会了日语语法。这也说明了不同水平的学

习者互相搭建支架能促进流畅的语言输出。Storch(2007)在开展的写作任

务中观察受试者的同伴互动话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伴互相搭建支架

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多使用目标语交流和输出的机会,目标语输出的机会

越多,目标语输出地越流畅。 

近年来,国内的实证研究开始重视并且证实了同伴支架对英语课堂互

动中学习者二语学习的积极作用。李玲(2015)在研究了四名高考英语笔试

成绩相当口语成绩不一大一新生的口语练习及以小组互动的形式开展的

口语对话后发现这四名学习者在彼此互相搭建的同伴支架的互动过程中

能纠正彼此目标语中出现的错误,增加学习者表达目标语的机会,从而提

高学习者正确表达目标语形式的能力。徐锦芬(2016)开展了一项关于非英

语专业大一的学生在英语课堂小组互动中给同伴搭建支架实验研究后发

现同伴支架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参与度、提供词汇、提供观点、纠正错误

表达、简化任务、维持既定目标、控制挫败感七个具体方面。张秀芹和贺

玉珍(2018)进行了一项为期十周的大学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网络文本互动

和英语课堂互动的对比实验后发现在两种试验中同伴支架均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且在纠正错误表达和提供词汇方面课堂互动中的同伴支架数量比

网络文本互动高。 

3 同伴支架的局限性 

首先,学习者二语水平不够会影响学习者在生生互动中有效地给同伴

搭建支架,具体体现如下：(1)学习者在生生互动过程中对同伴的表现所给

出的反馈大多是二语的形式或语义的表面反馈,缺少实质意义上的纠正性

反馈,因此有时很难达到反馈的预期效果；(2)学习者在二语课堂中有时不 

征,反映人物在短时间内的垂直发展。如《崤之战》中的秦穆公,作者从他

进攻郑国写起,通过拒谏、叱骂赛叔以及向师悔过,反映了他在大战前后的

性格变化。秦穆公身上有着刚惶自用、忌恨贤臣和勇于改过自新等特点,

表现出了性格的复杂性。然而从《东周列国志》中看,《崤之战》中对秦

穆公描写只是人物性格发展史的一个环节。《东周列国志》还写了秦穆公

举贤任能、讲究礼义和称霸西戎等事情,在很长时间和众多事件中,写出了

秦穆公的性格发展史,类似还有晋文公、郑庄公等。他们的性格,既有在《东

周列国志》中的垂直发展,也有在战争中的横向展示。有些人物经常出现

在几个相邻的战斗中。通过不同的描写,可以看到他们性格多方面的变化。

其他如楚子玉、晋吕特、苟林父等人,也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从他们在不

同战争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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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理地使用同伴支架以致无法维持既定目标,极其容易被同伴的观点带

偏离,少有如教师提供支架一样能有效地维持既定目标,启发同伴独立思

考(李丹丽,2014)。 

其次,在生生互动中,当个别表达能力强的成员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占

据主导地位时,剩下的成员会因为表达能力稍弱或不够自信而无法参与到

小组互动中,从而不太可能为表达能力强的成员提供较合适的同伴支架,

表达能力强的成员相应得到相应的建议会少,整个互动过程是缺乏协商的

低效率互动,这会限制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Mackey,1999)。 

后,在二语课堂互动中,学习者有时由于受“面子”问题的影响而假

装理解(Rost & Ross,1991),从而对同伴在互动中遇到的问题不能提供针

对性的建议,搭建有效的同伴支架,削弱了同伴支架在二语课堂互动过程

中的积极作用,不利于学习者二语水平的发展。 

4 对我国外语课堂的启示 

鉴于同伴支架存在的不足,为了更好地促进二语课堂教学,英语教师

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第一,虽然在同伴互动中,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但教师在同伴互动过程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被忽视。首先,教师应选择适当的互动话题,设计能

考虑学习者个体差异性的互动任务,合理地设置任务难度,使所有的学习

者都能积极参与到同伴互动中,在同伴提供的同伴支架下获得语言各方面

的发展；其次,由于学习者有限的二语水平,学习者在同伴互动中有时无法

识别目标语的正确形式,为同伴提供无效的支架。因此,在任务开始前,教

师可以给学习者提供一些有关该任务的重点单词、短语及句子的表达,充

当资源提供者,促进学习者有效互动；再次,由于缺乏自我监控和自我约

束的能力,学习者在同伴互动过程中有时不能有效地维持既定目标,这

时教师应加强对学习者含蓄地引导,使学习者能通过自我调节聚焦在既

定目标上。 

第二,教师要积极探索使同伴互动优化的方法和途径。例如,教师可以

通过创建合作课堂文化来支持同伴支架在口语、写作等课堂的开展,在课

堂中根据小组成员的个体差异性进行科学地分配任务角色,激发小组成员

倾听的积极性。或者教师可以在学习者同伴互动前对学习者进行互动策略

培训,使学习者在教师的帮助下渐渐地掌握并独立运用这些互动策略为同

伴搭建有效的支架。相关研究表明,互动策略训练可以提高小组互动的质

量(徐锦芬,寇金南,2011)。 

5 总结 

本文对二语课堂互动中同伴支架的含义、实证研究、局限性及其对二

语教学的启示四个方面进行了探析,旨在引起国内英语教师对英语课堂互

动中同伴支架作用的重视,鼓励英语教师努力挖掘和充分利用同伴支架价

值,改变“唯教师支架”的观念,在英语课堂互动中,采取“教师支架”和

“同伴支架”相结合的模式进行教学,提高教学能力,为在我国英语课堂互

动中如何充分发挥同伴支架的作用提供有益的指导。虽然同伴支架对于英

语课堂教学来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在国内关于同伴支架的研究仍

占少数,而且在这少数研究中,主要以研究英语课堂中大学生的同伴支架

为主。关于同伴支架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值得广大学者和一线教师去探索,

例如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朝着丰富和发展英语课堂中同伴支架尤其是中小

学生同伴支架方面的方向进行,只有不断地去探索,丰富同伴支架的相关

研究成果,才能够不断地为教师在英语课堂互动教学中搭建同伴支架方面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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