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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支架式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本文通过将复杂的教学内容分解为简

单清晰、层次分明的概念框架，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为学生学习提供帮助，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合作

探究，建构自身知识体系。《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是一门理论内容极为庞杂的专业课，搭建支架可

将庞杂的内容“化整为零”，辅之以合作、探究、思维导图等学习策略，通过归纳总结实现知识的“零存

整取”，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推理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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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ffolding teaching is a kind of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desgin. In this study,
the teacher breaks down complex content into simply conceptual framework so as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fine
their learning objectives, provide help for students' learning, and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explore cooperatively to construct their own knowledge system. Clinic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Technology
is a specialized course with very complicated theoretical contents, which can break up the whole into parts
by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cooperation, exploration and mind
mapping. Finally, "installment fixed deposit" is realized by induction and summary. The scaffolding teaching
model promotes students'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alytical reasoning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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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新现和再现传染病的不断出现和

细菌耐药问题日益严重，微生物检验在临床的地位

愈加突显，对人才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学生为中

心培养能学习、会学习、学得好并具有一定创新开

拓精神的专业人才，成为医学检验专业《临床微生

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改革重点。本研究在理论课

教学中构建的“支架式教学”模式，结合合作学习、

探究学习、思维导图等学习策略，极大地激发了学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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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热情，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 支架式教学概述

支架一词源于建筑业术语“脚手架”，意为在学

习过程中，教师将复杂内容分解成逻辑清晰的概念

框架，明确学习目标，提供外部支持，帮助学生沿着

支架逐级攀升；然后再有序撤去支架，引导学生独

立探究、合作讨论，促进问题的理解和知识建构 [1]。

其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观。近年来随着教育信息化和现代教学技术的应

用，支架式教学与翻转课堂、雨课堂、微课等模式联

合应用，显示出较好的教学效果[2-4]。常用的支架形

式有图表支架、范例支架、问题支架、建议支架、向

导支架、工具支架、实验支架等，经典的教学环节包

括搭建支架、进入情景、独立探究、协作学习和效果

评价[5-6]。在教学设计中结合课程、学情选择合适的

支架类型，适当调整教学环节，形成各具课程特色

的支架式教学模式。

2 支架式教学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理论课

教学的契合性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且实践性极

强的专业课，理论知识极为庞杂，内容抽象枯燥，记

忆困难。面对众多章节的理论教学，采用传统的教

学方法，学生对一门新课最初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很

快消失，主动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就会缺失。在此情

况下，如果打破教材的章节界限，以关键词和问题

为支架构建概念框架的支架式教学，就会将复杂的

内容简单化、散乱的知识系统化，使表面看似杂乱

无章、缺乏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知识碎片变得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具体来说，就是教师根据微生

物的某种共性（如染色性、培养特性、致病性等）拆

分重塑课程内容，通过搭建学习支架引导学生进入

学习情境，再依据实际效果逐步撤离支架或引导学

生自行搭建支架。这样既可解决记忆众多知识点

的单调乏味，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主动探索

精神。可见，支架式教学与该课程的理论教学具有

极高契合度，在支架式教学的总体模式下辅之以多

元化教学策略，能有效消除学习倦怠感、提升自主

学习能力。

3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课程内容梳理

3.1 拆分重塑课程内容

为了更好地体现本课程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

整性和逻辑性，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构建系统知识

框架，在教学中打破了教材原有的章节界限，通过

提取共性元素将全部理论内容拆分重塑为基本检

验技术、细菌学检验、病毒学检验、真菌学检验 4篇
20章。基本检验技术篇是３大类微生物检验的基

石，囊括了微生物检验所有的必备“工具”。理论教

学中最复杂、最易混淆也最易使学生产生厌倦心里

的是细菌学检验篇。不同细菌既有共性又各有特

性，本篇主要以传统的细菌形态结合革兰染色性来

进行章节重塑。其中，革兰阴性杆菌检验一章最为

复杂，厌氧菌由于培养条件特殊，故单独列为一章

（图1）。
3.2 开展支架式教学的内容安排

鉴于任何单一的教学方法都难以贯穿课程始

图1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理论内容拆分重塑

1.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

2.形态学检查技术

3.培养与鉴定技术

4.非培养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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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本研究以临床任务为导向，选择微生物检验的

核心技术和临床感染常见、检出率高或内容杂乱的

章节为代表进行支架式教学（共26学时）。目前，各

类微生物中，对病原学诊断依赖程度最高、检出率

最高、鉴定最为复杂同时也是教学难点的是革兰阴

性杆菌检验，其次是革兰阳性球菌，而各类细菌检

验的核心技术是培养与鉴定。因此，选择基本检验

技术篇的培养与鉴定技术、细菌篇的球菌检验和革

兰阴性杆菌检验为典型代表设计支架式教学。此

外，厌氧菌和“四体”检验由于涉及的菌种较多，也

与支架式教学相契合。

4 支架式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实施对象为本校 2018级医学检验技术本

科班学生 136名。在实施教学前，首先向学生介绍

支架式学习的基本流程和采用本模式的学习章节。

4.1 搭建学习支架

采取循序渐进的三梯次分级原则搭建学习支

架。第一梯次教师搭建，第二梯次师生合作搭建，

第三梯次生生合作搭建。从教师主体➝师生共建➝
学生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以学

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在每个“支架”下，创设学习

情境，采取合作、探究、思维导图等学习策略 [7]。每

一梯次先搭建总体（一级）支架，再在总体支架下以

问题为导向搭建次级支架（二级、三级……），逐级

分解复杂知识。分级层次取决于内容的复杂程度。

第一梯次完全由教师搭建。纳入本章所有学

习内容，找出知识点间的联系及隐含其中的层次与

逻辑性。第二梯次师生合作完成。通过第一梯次

的讲解和示范，学生已经熟悉了支架的搭建思路。

教师先搭建主要支架，再引导学生完成次要支架的

搭建，在教师的指引、启发下学生通过完善学习支

架，渐进性获得了逻辑思维能力，掌握支架式学习策

略。第三梯次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8~10人/组）课

后完成，并在课上讲解学习思路。三梯次支架层层

递进，学生从“看着做”到“跟着做”再到“自己做”，

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构建逻辑清晰的知识体系，从

“学会”到获得“会学”的能力。

例如，在球菌检验一章，教师以葡萄球菌属为

代表设计第一梯次支架，师生共建第二梯次支架

——革兰阴性球菌，生生合作搭建第三梯次支架

——链球菌属和肠球菌属（图2）。革兰阴性杆菌检

验以肠杆菌检验为代表搭建第一梯次支架，师生共

建苛养革兰阴性杆菌检验支架，生生合作搭建非发

酵革兰阴性杆菌检验支架（图3）。厌氧菌以梭菌属

为代表搭建第一梯次支架，师生共建厌氧菌检验第

二梯次支架，生生合作搭建无芽胞厌氧菌学习支

架。第一梯次内的分级支架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第

二梯次教师提供病例资料和学习资源，第三梯次教

师只提供病例资料。各梯次的一级支架内再依据

内容复杂程度搭建次级支架，实现知识点全覆盖。

4.2 教学组织过程

采取“课前、课中、课后”三段式教学秩序（图

4）。课前和课中通过搭建支架分解教学内容，将知

图2 球菌检验学习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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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化整为零”。课中除搭建次级支架外，教师还要

以“织网”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知识关联。课后再

通过绘制思维导图进行总结归纳，完成知识的“零

存整取”，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 [7-8]。教学过程中教

师的主要任务是以知识传授为载体，引导学生主动

学习，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应用能力。

4.3 考核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理论和实验两部分，理论占 70%
（终结性考试 50%、平时 20%）。终结性考试结课后

闭卷机考，平时成绩采取对学生学习过程监控的形

成性评价，包括教师评（10%）、小组评（5%）和自评

（5%）。教师评重要的量化指标有阶段性测试和作

业，其次是到课率、听课状态、讨论回帖等。阶段性

测试进行5次，重在关注学生的进步（如分数持续上

升，则记录最后 1次分数），促使学生在整个课程的

学习中持续努力，彻底扭转开始兴致高、中间懈怠、

结尾硬背的虎头蛇尾式学习。作业以小组为单位

记录成绩，重点培养学生的组织、沟通、交流等职

业能力。小组互评中，学生更关注个人对小组的

贡献，有效带动了所有学生参与讨论和完成小组

作业的积极性。

5 教学效果

本模式在 2018级检验本科班的教学实践中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习气氛浓厚，师生、生生

图3 革兰阴性杆菌检验学习支架

图4 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教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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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活跃，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得到明

显提升，团队凝聚力增强。通过总体支架搭建，学

生对微生物检验知识先有了概述性的宏观认识；再

通过纵深或横向搭建分级支架，建立了知识点关

联。从而构建了“从面到点”再“由点连面”的知识网

络，促进了知识的内化和自我生成。以往学生最难

理解的细菌生化反应和肠道选择培养基的呈色原

理及菌落特征，通过逐级搭建支架进行知识的拆分

与整合，再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绝大部分学生牢固掌

握了理论知识，强化了分析、推理、判断能力。具体

表现为：大部分学生能熟练利用细菌的呈色原理，

以细菌为画笔、培养基为画布进行绘画创作，实现

了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凸显“强能力、重应用”的医

学检验人才培养目标[9]。

结课后，采用Likert量表设计问卷（分为非常同

意、比较同意、同意、基本同意和不同意5个等级，分

别赋予 5到 1的分值，3分及以上统计为同意该观

点），调查师生对支架式教学的态度和接受程度。

结果显示，92%（125/136）的学生认为支架式教学更

有利于系统知识体系的构建；74%（100/136）的学生

认为与传统教学相比增加了学习难度，更具挑战

性；但有 11%（15/136）的学生由于学习难度增加更

愿意回归传统教学。调查结果从侧面说明，本教学

模式符合当前倡导的“两性一度”本科课程建设要

求。调查中100%（7/7）的任课教师认可这是一种提

升学习效果的理想教学模式，但同时57%（4/7）的教

师表示由于科研压力难以持续投入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完成教学改革。

此外，由于目前教学改革的广泛开展，学生每

学期均有多门课程参与各类改革。虽然手段各异，

但主旨之一都是强调自主学习，占用学生大量课余

时间，课程不同、要求各异，部分学生往往手忙脚乱、

疲于应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这也是众多教学改革实践面临的难题之一。

6 结语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的课程特点和极强

的临床实用性，决定了其教学在学生的岗位能力、

发展潜能及提高感染性疾病诊治方法等方面的巨

大价值。教学目标任重道远，需要顶层的政策支

持、教师的倾情投入、学生的努力配合。只有3方通

力合作，才能打造高素质的微生物检验人才，使其在

控制感染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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