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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本分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分类观——也许为许多读者所初见，但它却是一个使用了近半
个世纪的分类框架的修订版。
本前言为那些不熟悉《手册》的读者提供一些关于原版编写以及本书修订过程的背景情况。
　　1948年，一群高校的考试负责人出席了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们认为，一个将预期
的学生学习结果分类的标准框架可以促进测验试题、测验步骤以及测验理念的交流。
这些考试负责人分别负责为自己学校本科各课程的综合考试出题、施测、评分和报告结果。
　　由于开发好的选择题十分耗时，因此，这些考试负责人希望通过推动试题交流来大大节省试题开
发的劳动。
他们提议确定标准术语，以清楚地表明试题的测验意图。
这些标准化术语的含义来源于一套严格定义的类别及其亚类别。
任何教育目标，任何测验试题都可以归纳到这些类别和亚类别中，因此任何测验题都可以被归类。
起初，这一分类框架仅限于将主要的教学、认知目标分类。
　　原版编写小组始终认为该分类框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它既不完美，也不是最终结果。
实际上，最初只有认知领域的框架被开发出来，情感领域的框架则是后来才开发的（Krathwohl
，Bloom，andMasia，1964）。
尽管辛普森（Simpson，1966）和哈罗（：Harrow，1972）提出过动作技能领域的框架，原版编写小组
却从来没有提出过。
　　此外，原版编写小组成员普遍担心分类体系会导致思想僵化，窒息新框架的发展。
《手册》出版以来，大量相异分类框架的出现表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本书完整版中的第十五章 汇集了19种这些相异框架。
　　大约在1971年，布卢姆在一张备忘便条中写道：“理想情况下，每门主修科目的领域都应该有符
合该领域语言的目标分类系统——它更详细，更接近于该领域专家的独特语言和思维，恰当地反映该
领域的教育分支和水平，在合适的情况下，它可以具有新的类别及类别的合并与删除。
”［一张布卢姆手写的便条指引读者去查阅由布卢姆、黑斯廷斯和马达斯撰写的著作（Bloom
，Hastings，andMadam，1971），该著作说明分类体系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适应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期望，至今仍然期望，当教育发展了，当不同领域的教育者使用分类体系时，
当新知识为修订分类体系提供了基础时，就应当对分类体系作相应的修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修订版是迟到的，但也是预期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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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手册》被认为是20世纪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4本著作之一。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对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估按24个目标单元进
行分类，构成了72种分类结果。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的完成，表明知识分类学习论思想已被课程、教学和评估专家接受
，是科学心理学与教学相结合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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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生涉及学习者表征问题并提出满足特定准则的假设或解决方案。
问题最初的表征方式经常暗示可能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重新定义或表征问题也许提示不同的问题
解决方案。
当产生超越先前知识和现有理论的范围或约束时，产生就涉及发散思维并且构成所谓的创造性思维的
核心。
　　产生这一术语在本章中的使用是狭义的。
理解也要求产生的过程，如在解释，举例，总结，推断、比较和说明认知过程中都包含产生的过程。
然而，理解的目的大多是收敛的（即为了获得单一意义）；相反，属于创造类别的产生其目的则是发
散的（即为了获得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产生的同义词是假设。
　　目标实例及其测评题在产生这一认知过程中，学生必须针对给定的问题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例如，在社会课中，目标可能是学会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多种实用方案，与之对应的测评题是“提出
尽可能多的，确保人人都有适当医疗保险的方案”。
为了测评学生的回答，教师应该建立一套与学生共同使用的准则，这些准则也许包括备选方案的数目
，各种方案的合理性、实用性等等。
在科学课中，目标可能是学会提出解释观察现象的假设，与之对应的测评要求学生写出尽可能多的假
设，用以解释草莓长得特别大这一现象。
同样地，为了判断学生回答的质量，教师应该建立起明确定义的准则，并把这些准则交给学生使用。
最后，在数学课中，目标可能是能够产生出获得某个结果的各种方法，与之对应的测评题为“你可以
使用哪些方法找出那些乘积为60的整数？
”上述每一项测评都需要明确的、师生共同使用的评分准则。
　　测评题型测评产生通常采用构答题，题中要求学生生成备选方案或假设。
构答题的两种传统方式分别是结果试题（consequencestasks）和用途试题（usestasks）。
在结果试题中，学生必须列举某一事件的所有可能结果，例如“如果个人收入税率是固定单一的而不
是累进的，结果会怎样？
”在用途试题中，学生必须列举某一对象的所有可能用途，例如，“互联网有哪些可能的用途？
”选择题型几乎不可能用于产生认知过程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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