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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姆认知目标分类学（修订版）的
国外应用研究*

王小明

摘要 布卢姆认知目标分类学（修订版）自 2001 年发布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教育工作者的
关注，他们运用其知识与认知过程相结合的核心思想，对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价以及
三者的一致性进行描述和设计，揭示了相应教学要素的特征。 应用过程中既呈现出两种明确
的应用模式，也出现了一些误解。 国外学者开展的应用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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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布卢姆认知目标分类学（修订版） 是指由安德森（L.W.Anderson） 等人于
2001 年对布卢姆等人在 1956 年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所做的修
订。 布卢姆等人 1956 年提出的分类学由知识、领会、运用、分析、评价、创造六个
有累积性层次关系的类别构成。 安德森等人提出的修订版将原分类学的一维改
成了两维，分别称之为知识维度和认知过程维度。 知识维度由事实性知识、概念
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元认知知识四类知识构成；认知过程维度涉及记忆、理解、
运用、分析、评价、创造六类渐次复杂的类别。 相较于原版分类学，修订版在如下
几方面做出了改动：一是将知识类别单列成一维；二是重新命名了原版分类学
的几个类目，“知识”被重新命名为“记忆”，“领会”被改成“理解”，“综合”改为
“创造”并与“评价”交换了位置；三是取消了原版分类学中规定的六个类别之间
的累积性层次关系， 而是认为修订过的六个认知过程类别只是复杂程度不同，
而且不同类别之间可以有所交叉和重叠。［1］

布卢姆的原版分类学是针对教育测评人员而编写的，修订的分类学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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