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集锦：思维技能框架  
布卢姆目标分类：换个角度看问题 

 
 
传统的思维过程分类 
1956年，布卢姆发表了教育目标分类法：认知领域 
。此后，他有关思维的六个层次的描述在大量的情境中被改造和使用。他的思维过程的分层是根据

从最简单的知识回忆，到最复杂的判断某个思想观点的价值观和价值组织起来的。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 (传统) 
 

技能 定义 关键词 

知识 回忆、唤起信息 识别、描述、命名、标注、认可、复

制、跟从 

领会 理解概念，并能解释 总结、转化、辩护、解释、说明、例

证  

应用 在新情境中运用信息或概念 建立、制作、建构、模仿、预测、准

备 

分析 为更透彻地理解，能分解信息或

概念， 
比较/对照、分解、甄别、筛选、分离 

综合 各种观点综合，形成新思想、理

念 
分类、归纳、重构 

评价 价值判断 评价、批评、判断、证明、说服、支

持   
 

当今世界与提出布卢姆目标分类的1965年的时代大有不同。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有了更多的了

解。人们认识到教和学不仅仅涉及到思维、学生和教师的感情和信仰，还有课堂的社会文化环境都渗透在教和

学之中。 
 
有几位认知心理学家的研究使思维技能分类的基本概念更准确、适用。在建立自己分类法的过程中，玛扎诺（

Marzano，2000）批评了布卢姆的分类法。他认为布卢姆的分类法从最低层次的知识到最高层次的评价的结

构并未得到研究的支持。这种分层次的分类法暗示，每一个较高层次的技能是基于其下位技能的；领会需要知

识，应用需要领会和知识，诸如此类。玛扎诺认为布卢姆的分类法中的认知过程是不真实的。  
 
创立这六个思维层次的布卢姆认为，复杂的综合问题可以贴上需要某个确定思维过程，而不是其他的思维过程

的标签。依据其理论，我们很难从根本上说某个任务就是“分析”或“评价”。教育工作者在运用布卢姆分类法对

具有挑战性的学习活动进行分类遇到的困难证明它是不符合事实的。安德森（Andonson 
，2000）认为，几乎所有复杂的学习活动都需要几种不同的认知技能。  
 
 
 
 



与所有的理论模型一样，布卢姆分类法有优点，也有不足。它最大的优点是直接关注了思维这样一个重要的主

题，并围绕它为实践者提供了可充分利用的思维结构。毫无疑问，用布卢姆分类法作为提问线索的教师比那些

不用者在鼓励学生进行高级思维方面做得更好。另一方面，依据布卢姆分类法，任何一个对一组问题和学习活

动进行分类的教育工作者都可以证明：对“分析”和“评价”这类看起来不证自明的术语几乎没有不同的看法。然

而，很多有价值的活动，比如基于真实的问题和项目的学习是布卢姆分类法所不能涵盖的。这样做的企图将削

弱其潜在的学习机会的特征 

 

 

布卢姆分类法的修订 
1999年，布卢姆的学生安德森（Anderson）博士和同事一起出版了布卢姆分类法的修订版，该版本考虑了

影响教和学的更广泛的因素。经过修订的分类法试图纠正原分类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与1956年版本不同的

是，该版本区分了“知道什么”（思维的内容）和“知道怎样做”（解决问题时采取的步骤）。 
 
知识这个维度是“知道什么”。它分为四大类：事实性知识、概念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事实性知

识包括独立的信息，如词汇的定义、有关细节的知识等。概念性知识由信息的系统构成，如分级和分类的信息

。 
 
程序性知识包括运算法则、动手探究或操作规则、技术、方法，以及何时使用这些程序的知识。元认知知识指

拥有关于思维过程的知识，以及如何有效地操控过程的信息。 
 
认知过程这个维度与布卢姆原分类法一样有六种技能。按照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顺序排列它们是：(a)记忆、(
b)领会、(c)应用、 (d)分析、(e)评价和(f) 创造。  
 
记忆 
包含认可和回忆长时记忆存储的相关信息。  
 
领会 
指从教育材料，如阅读、教师的解释中获得自己的意义的能力。这一过程的下位技能包括：说明、举例、分类

、总结、推导、比较和解释。  
 
应用 
指在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情境中使用已经习得的程序。  
 
分析 
指把知识分解，思考分解后的各部分与整体结构的联系过程。学生通过区分、组织和归类进行分析。  
 
评价 
它是原先布卢姆分类法中最高的一层。在经过修订的版本中它是第五层，包括检验和批评两种技能。  
 
创造 
是原分类法中没有的，在新的分类中是最高的一层。这个技能包括把事物综合到一起进行新创造。要完成创造

的任务，学习者需要归纳、计划和创作。 
 
依据这个分类法，每一个层次的知识与每一个层次的认知过程一一对应。因此当学生能够记住事实性或程序性

知识，理解概念性和元认知知识，或者分析元认知或事实性知识。正如安德森（Anderson）和他的同事所说

：“有意义的学习能够为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成功解决问题的知识和认知过程”。以下的图表列出了认知和知识

维度的每一种技能的一些例子。 

 

 



认知过程维度 

认知过程  举例  

记忆——从记忆中得出正确的信息。  

识别 • 在一个有多种不同的两栖动物图片中识别青蛙。  
• 在环境中，找出一个等腰三角形。  
• 回答对错题，或多项选择题。  

回忆  

• 说出三位19世纪的英国女性作家的姓名。  
• 写出繁殖的有关事实。  
• 写出四氯化碳的化学方程式  

领会——从教育资料和经验中获得意义。  

说明 • 把一个应用题转化为代数方程式。  
• 绘制消化系统图。  
• 解释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  

举例 • 画一个平行四边形。  
• 找到一篇意识流范文。  
• 说出当地的一种哺乳动物。  

分类 • 标明奇数与偶数。  
• 列出当代非洲国家中的政府类型。  
• 为本国动物作物种分类。  

总结 • 为段落添加标题。  
• 列出网站中得到赞同的最重刑罚的要点。  

推断 • 阅读两个角色人物之间的一段对话，推断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  
• 在某个情境中领悟一个新术语。  
• 观察一个数列，预测后面可能出现的数字。  

比较 • 解释心脏为什么与水泵类似。  
• 写出一段自己与西部开发拓荒者相似的经历。  
• 用维恩图来说明两部狄更斯作品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解释 • 画一幅气压影响天气的示意图表。  
• 列出法国大革命发生原因及其必然性的一些细节。  



• 描述利息是如何影响经济的。  

应用——执行程序  

执行 • 添加一个２位数的列。  
• 朗读一段外语文章。  
• 自由抛掷一个物体。  

实施 • 设计一个试验，观察植物在不同土壤中的成长过程。  
• 校对一篇文章。  
• 编制一个预算。 

分析——将概念分解并描述各部分与整体的联系  

区分 • 列出有关数学问题的重要信息，剔除出不重要的信息。  
• 画一幅图表展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  

组织 • 对教室里的图书进行分类。  
• 采用经常使用的比喻手法制作一张图，并解释效果。  
• 画一张图，说明身边的植物和动物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抓特征 • 替编辑阅读者来信，确定写信者对当地某件事情的观点。  
• 确定一部小说或短篇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的动机。  
• 看一个政治候选人的宣传册，猜测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评价——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判断。  

检验 • 加入一个写作小组，就一个论据的组织和逻辑给同伴反馈。  
• 听一段政治家的演讲，列出他讲演中的矛盾之处。  
• 重新审视一个项目计划，确认没有遗漏所有必要的步骤。  

批评 •  为某个项目合作制定评价量后，判断项目与标准的契合程度。  
• 选择解某个复杂的数学题的最好方法。  
• 判断支持或反对占星术的论据。  

创造——将零散的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东西，或者把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结构。  

归纳 • 参照给定的原则，列出学校改善种族关系的可参考的选择。  
• 归纳几种解释植物需要阳光的科学假设。  
• 考虑经济和环境的因素，提出一些减少对矿物燃料依赖性的建议。 
• 基于一定的原则，提出假设。  



规划 • 为一份有关昆虫的多媒体演示文稿制作一个故事情节。  
• 就马克•吐温关于宗教的看法写一份研究报告提纲。  
• 设计一个科学研究计划，检验不同类型的音乐对母鸡产蛋的影响。 

生成 • 从一位盟军士兵的视角写一篇日志。  
• 为当地水禽建立一个栖息地。  
• 根据读过的小说中某一章节，编一出戏剧。 

 
表 2知识维度 

事实性知识——基本信息 

专业术语的知识 专业词汇、数学符号、音符、字母表  

具体细节和要素的知识 食物金字塔的构成成分、国会议员的名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主要战役 

概念性知识——有相互关联的内部结构，便于各部分功能的发挥。  

分级和归类的知识  动物的种类、不同论据、地质年代 

原理和一般法则的知识  文学作品中冲突的类型、牛顿运动定律、民主的原则 

理论、模型和结构的知识 进化论理论、经济学理论、DNA模型 

程序性知识——如何做某事  

学科特定技能和实施法则的知

识 解二元方程式的步骤、油画颜料的调配、打排球 

学科特定技能和方法的知识 文学批评、历史文献的分析、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 

确定何时使用恰当程序的基本

原则的知识 
适合不同类型实验的方法、应用于不同情境的统计数据分析程

序、不同写作流派的标准 

元认知知识——思维的基本知识和个性思维的知识  

策略性知识 记忆事实的方式、阅读理解策略、编写一个网页的方法 

认知任务的知识，包括恰当的

情境性和条件性知识。 
阅读教材和小说有不同的需求；在使用电子数据库之前先有所

思考；在写电子邮件和商务信函时有所不同。 

了解自我的知识 需要绘制图表或图形帮助理解复杂过程；在安静的环境中能够

更好地理解；在写文章之前需要与他人讨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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