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念 驱 动 的 理 论

CHAPTER 1

1

布鲁姆教学 
目标分类办法

2

各学科指南的
修订与发展

3

以概念为本的
课程与教学

第
一
章 



2

国际文凭组织一贯坚持建构主义的教育思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原则。本

着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学以致用的能力，把已

经学过的知识事实灵活运用到新的学习情景当中。因此，国际文凭组织把“要注

重对概念的理解”作为一项主要的教学原则。

说明

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 · 怀特黑德主张学生应把课本中的思想观点转化

为自己的想法，主动在学习和生活中应用这些思想观点。大学预科项目从其

创建之初就采用了建构主义的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法，强调学习的关联

性和与时俱进，将学生学习与当地和全球背景建立联系。这些思想观点至今

仍是国际文凭教育的核心所在。1

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当中强调概念，围绕着概念实施教学、进行评估是非

常有效的概念教学方法。为发展学生的概念性理解，国际文凭组织出版了一系列

的教学资源来指导我们实施概念教学，例如大学预科项目教学单元计划表。具体

到语言 A课程，《语言 A教师参考资料》提供了几份单元教案样本。

说明

单元教案样本中的概念性理解

（1）	 单元概述 ：指出单元学习的主要内容、关键技能将会涉及哪些核

心概念；

1	 国际文凭组织：《大学预科项目的教学与学习方法》，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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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究 ：制定教学单元的目标，从三个方面明确本单元可迁移的学

习目标，分别是关键的理解、迷思 / 误解、探究问题；

（3）	 行动 ：通过探究开展教学和学习，确保无论是教学还是评估，都

在发展、深化和考察学生的概念性理解；

（4）	 反思：考察教学计划、过程以及探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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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办法

把教学目标分为内容、技能和概念三个方面体现了教育学理论漫长的发展历

史。1956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 ·布鲁姆在芝加哥大学提出了教学目标分

类办法。他把教学目标分为三个范畴，分别是认知范畴、技巧范畴和态度范畴，

对应的是学生的知识、行动和情感。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知识、技能和学习

态度。每一个范畴都包括从低到高的一系列目标。布鲁姆希望教师在教学当中都

能够兼顾这三个方面的目标，达到全面的教育效果。 

认知范畴包括六个方面由低到高的目标，分别是知识（记忆）、理解、应用、

分析、评估和创造。最下面那层“知识”，等同于我们记忆学科内部的事实性知

识，特指对知识的复述。在知识这一层往上的五个目标，都是对知识更为复杂的

理解、应用、分析、评估和创造。

2001 年，曾经与布

鲁姆共事的教育心理学教

授大卫 · 克拉斯沃尔和洛

林 · 安德森合作出版了一

部新的教育学研究专著，

名为《学习、教学和评估

的分类学：布鲁姆教育目

标分类学的修订》。两位

学者修订了布鲁姆原有的

教育目标分类体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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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维度的分类框架。

第一个维度是关于认知过程的纬度，这包括

原有的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

记忆代表着最低层次的认知或者思考能力，创造

代表着最高层次的认识或者思考能力。这是按照

从简单到复杂的认知程度来排列的，也是按照由

低阶到高阶的认识水平排列的。

第二个维度是关于知识的维度。知识被分为四大类别，分别是事实性知识、

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后设认知）。这四种类型的知识是按照具

体到抽象的顺序排列的。

这两个纬度代表着教育目标的动作和对象方面的区别。他们认为：

� 认知过程纬度的教育目标与认知行动有关，在分类体系中以动词的形式

存在；

� 知识纬度的教育目标与知识本身有关，在分类体系中以名词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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