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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期刊 26 (2009年5月）

你所教的有成效嗎？一一
教學目標及內容的設定

呂煒安

一教學是藝術，也是科學

長久以來，許多人都強調教學是一種藝術﹔因為教師必須投入

個人的情感（emotions）和價值觀（values）。這似乎都難以作系統性

的評估，更是超乎科學領域之外。 I 教學是一種藝術，沒有一定的

規則可循。古今中外，有許多偉大的教師，他們各有不同的風格與

迷人的魅力。

教學活動是一個複雜和連續不斷的歷程。當中涉及教師、學

生、學習、環境、課程、教材、教學方法、評估等元素在內。這些

元素彼此相互影響，它們之間的關係密切，所產生的互動作用，衍

生出難以完全掌控的情境和果效。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須表現出

多種的教學行為，這些行為應用了各種教學的技巧。教學的果效與

這些教學中技巧的發揮成正比例。故教學之所以被視為一種藝術，

其理在此。

除了藝術的才幹，教學這項複雜而吃力的工作也需要科學的知

識。優秀的教師是具有創造力的，他們發明各種教學方法和教材，

來更有效地傳達教學信息，以及解決學生的問題。教育作為一門科

1 Gilbert High仗， TheArt of Teaching (New York: Vintage, 1957), 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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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可利用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人種學、生物學、醫學

和許多科學的學科來發展有效的教學。在過程中，教師採用眾多的

科學方法，如假設（hypothesizing）、實驗（experimenting），和觀察

結果（observing outcomes）等。 2

要教學能以產生良好的果效，科學和藝術的才幹要相輔相成。

事實上，良好的教學應該是利用科學所產生的知識和技能，以補充

教師身為教育藝術家的技巧，就如同畫家為了創造出藝術結晶的作

品，而運用由科學上所引出的光、影和透視畫法等三種原理。可見

教學的本質既是藝術’亦是科學。教師必須利用各種科學的知識與

技能，再注入自己的情感、價值觀等，追求有效的教學。對於教育

工作者的要求，中國的「身教、境教、言教」和西方教育所強調的

教學技巧與人格特質並重，兩者大同小異。所謂教育是百年樹人的

事業，是許多人塑造自我的開始，在授受的過程中，師生間的互動

應存在更多的尊重。 3

下表詳列教師在提升其教學品質時，可以依循的規準

(criteria）﹔及在準備、實施，與評估教學活動的歷程中，可參照的

不同策略與指標。

2 Daniel Lenox Barlow,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 Teaching Lear,且ing Process 

(Chicago: Moody, 1985), 15 21 

3 從教學既是藝術也是科學的觀點出發，教師的多重角色大致可以分為兩個主
要的類別．「人師」（人際互動面）和「經師」（教育專業面）。「人師」類的角

色包括輔導員（counselor）、、活化生命的人（person）、人際關係專家（human relations 

specialist）、菌丁（gardener）和模範榜樣（model）等，而「經師」類的角色則包括教

學計畫者（instructional planner）、決策者（decision maker）、班級管理者（classroom

m組ager）、評鑑者（evaluator）、科技學家（technologist）和研究者（researcher）等。參看

Shirley F. H巴仗，＆ C. Ray Williams, The Complex RoJ，目。f的。 Teacher （中譯： 《教師

角色》，台北：桂冠，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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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品質規準 參照黨略與指標

1 且教學目標的訂定

學科課程實施的研
2. 教學進度的安排

3 教學方法的選擇
擬與規劃

4. 教學（學習）的目標

5. 教師對學生學習之要求

1 教學內容難易適中

教材的選擇、熟 2回教材選用與教學目標相符

習，並依需要有所 3. 課程設計合宜

組織與補充 4. 教學進度切合學生需求

5回教學時闇掌握得宜

1 回教學活動的設計

依教學（學習日
2. 教學活動的組織與安排（觀摩、討論、小組分

標）研訂教學計劃
工、校外參觀、實務操作演練）

3. 有關教學資源的規畫（︱

4. 學習評估方式的設計

1 .內容本位教學法（ content based teaching ）：如

講授法、問答法、闇讀法、編序／電腦輔助法、

視聽教學法、個別化法等。

各種教學方法的彈 2. 互動本位教學法（︱「it巴「active-based teaching) ：如
性運用 研討法、實驗法、專家討論／辯論法、協同教學

法、個案研究法、模擬法、實務演練法等。

3回學生本位教學法（student based teaching）：如輔

導／自主學習法、合作學習法、實地實習法等。

1 回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

2回學習動機與興趣的維繫（如運用有效的方法激勵

學生的學習動機）

3. 思考學習的敢導（如討論﹔善用發問技巧，激發

教學／學習情境 學生思考）

（歷程）的掌握 4. 理論與實務（生活經驗）的結合

5. 小組動力的善用（如小組合作學習）

6 學習策略的指導

7回教學／學習歷程的管理（如學生出缺席狀況的掌

喔，了解學生的個別需要，提供必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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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品質規準 參隕叢略與指標

1 了解學習者相關基礎能力

2. 教學技術

教學技術的熟練 3. 輔助教學媒體的認知和運用

4. 學生反應的掌握

5. 個別指導

1. 設計不同形式的習作，以適應不同學習取向的學

習作／練習的設計 生

與指導 2. 讓學生可以選擇配合其學習取向的形式去完成習

作要求

1 學習評估符合教學目標和內容

教學學習成效的評 2 學習評估結果為指導學生學習之依據

估與結果的運用 3. 學習評估結果為教學改進之參照

4. 學習評估多樣化

整個教學的過程包括了事前準備活動（prepar a ti on），例如事

先了解學生的背景資料、設定教學的目標、研擬教學計劃、思考

可能採用的教學方法，及教材的閱讀與準備。實際的教學過程

(implementation）則包括了組織和傳達教學的內容，動機注意力的

激發，教材內容的呈現、表現、討論、實驗，或探究發問等活動﹔

活用不同的方法引導學生的參與，而班級教室的妥善管理更是使教

學順利和有效的關鍵。在教學活動即將完成時的評估（evaluation)

結果，則可以改善和促進教學，及作為下一階段教學活動的重要依

據。

下載自〈建道基督教中文期列索引〉(http://journal_index.ab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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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教學計劃的推行步驟

重新分析或改變 • 1 

問時設定評量標準

修正 否

J
F

可見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需要處理的與教學有關的活動和

事情極多。其中主要的可以歸納為下列八項： 4

（一）教學前必須完成的活動

(1）決定教學的目標

(2）決定教學的方法

(3）設計教學的計劃

(4）準備教學所需用的教材

（二）在教學進行中的活動

(1）激發學習動機

(2）班級教室經營管理

4參林寶山：（教學原理與技巧﹜（台北：五南， 1998 ），頁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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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教學中及教學籠進行的活動

(1）紀錄學習情況

(2）評估學習結果

三教學目標的相闊論述

（一）字詞辨正

申標準、目的、目標

雖然很多人會把標準（standard）、目的（goal）、目標（objective)

這幾個字詞交替使用，以之為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詞，但事實上這

三個字詞是有著明顯的差異。

「標準」這個字詞的基本意義大概包括規格、規範、水準、

平均質量和熟練程度等。「標準是對於我們所擁有的價值觀的一般

性表達，這些價值觀通常都是指帶給我們方向的價值觀。」 5 香港

政府在1999年9月發表〈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的教育目標〉中，概

括說明學校教育要達致的目標。文件指出學校教育的基本目標，是

「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

展，使其一生能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

信，台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民主和法治不

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教育目標首要達致的重點

是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6 筆者

5 Gary D. Borich, Eβective Teaching Methods, 5th ed. (Englewood Cliff且， NJ. 

Prentice Hall, 2003）〔中譯﹒（有效教學法〉（台北五南， 2007 ）〕，頁99 ° 

6 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的教育目標（ 1999年9月2日修訂草擬本），下載自
<http://www.e-c.edu.hk/online/on4 lstl.html> (12/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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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上述的教育目標應修正為教育標準’所描述的是帶給教育事業

方向的價值觀。

「目的」一般是由標準衍生出來，「特定具體的指引我們甚麼

是必須被實現的、誰應該去實踐一些事或任務，使得標準得以被達

成。」 7 目的是讓參與教育事業的主要有關人士，確認哪些是必須

教導和學習的。以上文所引述的教育標準為例，其衍生的教育目的

可以這樣表達：

教育是培養青年人：

(1）應該在德、智、體、群、美等方面的全面發展﹔

(2）能夠中英兼擅，且講流利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3）具備自學能力和求知好間的態度﹔

(4）勇於肩負起對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責任﹔

(5）既可以吸收現代科技及思想，又重視中國傳統﹔

(6）具備堅強意志、勤奮進取的精神和應變能力﹔

(7）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亦尊重法治。

有了標準和目的確實給予我們明確的教學方向，幫助我們懂得

回應「為何要教這些課題內容」等問題。然而，它們對於在個別課

堂上該教些甚麼，以及應該探用哪些教學技巧和活動等，卻無法提

供清楚的指標。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學習訂定每一課堂的「教

學目標」。目標向學生傳達了「必須達成甚麼特定行為、必須展

現此行為的情況、此行為應達到何種精熟程度」。 8 下表顯示出標

準、目的、目標之間的區別。

7 Borich: ｛有效教學法》’頁99 ° 

8 Borich：《有效教學法〉，頁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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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目的 目標

帶給我們方向的價值 確認那些是必須教導和 傳達必須達成甚麼特定

觀。例子 學習的。例于 行為、展現此行為的情

1 .讓學童的潛質得以發 1 學生應該在德、智、 況、此行為應達到何種

展，日後成為有獨立 體、群、美等方面的 精熟程度。例子已

思考能力和關注社會 全面發展。
1 .當討論男女戀愛時，

事務的成年人。 2. 學生應該能夠中英兼 學生能夠表達聖經對

2 教育要達致的重點是 擅，且講流利的粵 婚前性行為的立場。

培養學生樂於學習、 語、普通話和英語﹔ 2 基於對耶穌的吩咐．

善於溝通、勇於承 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 「愛你的仇敵」’哥

擔、敢於創新。 時亦尊重法治。 林多前書十三章，和

約翰一書四章7至 1 0 

節的研究，學生能夠

綜合神愛的士種特

性。

安德信（Lorin W. Anderson）與克拉涯爾（David R. Krathwohl) 

在修訂「布林姆認知目標分類」（Bloom＇日 Taxonomy）的時候，用

以下的方式來釐清標準、目的、目標的分別。他們棄用三個不同

的字詞，指出目標是有層次之分，可以區別為國家（global）、教育

(educational）和教學（instructional）等三個層級。 9 下表整合不同目

標層次的比較：

目標層灰 國家（global) 教育（巴ducational) 教學（inst「uctional)

內容範疇 廣泛 中度 狹隘

適用時間 一年或多年 數週或數月 數小時或數天

目的／功能 提供願景 設計課程 規劃教案

應用方式 設計多年期課程 設計教學單元 設計每日教學活動

9 Lorin W. And巴rson, and David R. Krathwohl，已由， ATtaxonomy for Lear且mg,
Tteaching，組d Assessing: A R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出

(New York: Longman 20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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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目標的定義

「目所注視之處，即活動目的之所在也。」這是《辭海》就

目標所下的定義。網上〈維基詞典》為目標這個字詞作出如下的解

說：（1）可為目力的標準或日力能注視的地方﹔（2）工作或計劃中擬

訂要達到的標準﹔（3）軍事上運用軍隊所望達成的最終目的，或攻

擊行動所望殲滅的敵軍或攻估的地區或地點。 10 明顯地，以上的定

義都有一個共同的元素，就是目標關注的是一個明確而特定的焦點

(focus）。

教學日標（teaching objective I instruction objective）是針對教學

而制訂和調校的教學焦點，這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預期要達到的

學習成果（intend巴d learning outcom巴）。這是教師為要達成教學的任

務，學生為要實現學習的目的而必須明瞭的方向和指標﹔就是學生

在完成編訂的課程內容後，在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s）、

和技能（skills or abilities）等方面所應具備的行為描述。教學目標通

常是以具體的、可以觀察到的，及能夠評估的形式來說明「單元教

學活動完成以後，所預期的學生學習表現」。這種屬於由教師決定

的教學目標是教學活動最重要的元素。並且，教學目標的決定必

須先於教學方法的決定，才能進行有效的教學。 11 此外，由於教師

與學生都在教與學的過程中為同一目標而努力，因此從學生的角度

來理解教學目標的內涵，我們又可以稱之為「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事實上，筆者認為順應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潮流，學習

目標較之教學目標更明確宣示教學的終極目的，不單著眼於教師所

教導的，更要關注學生是否學習得到。另外也有人以「行為目標」

10 下載自<http://zh.wiktionary.org/w/index.php?t江le=%E7%9B%AE%E6%A8%99&
variant=zh-hk> (12/04/08）。

11 林寶山：（教學原理與技巧》，頁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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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ural objective I performance objective）作為教學目標的一種

表達方式，其所強調的就是必須在目標中明確表達出學生在學習過

程完結後，應該可以表現出來的學習成果，必須是可以觀察或是可

以量度的「？于為」。 12

從以上的分述，可以歸納出教學目標的三種基本特性：

(1）教學目標是要站在學生的立場上，述說學生所要學的是甚

麼，以及學生將要做哪些事。因此，目標並不是指出教師需要知道

的或了解的事，也不是說明教師要用甚麼方法來授課。例子：

﹒學生能夠了解和運用五種不同的查經法

﹒學生能夠明白並說出聖靈所結果子的九種表現

12 在過去的二十年，用「行為目標」來設計教學，在世界各地掀起高潮。行為
目標的歷史淵源一一工學模式一一源於伯比特（John Fra也h Bobbit，四e Curriculum: 

A Summary of的e Development Concerning 的e Theory of 的e C的Ticulm宜， 1918），和查

特斯 rw巴的tt Wallace Chart帥， Curriculum Cons的1ction, 1923），以應用於工廠中的工

學程序，來研究科學化之課程編製。經泰勒 (Ralph W. Tyler, 1902-1994）、塔巴 (Hilda

Taba, 1902-1967）與布林姆 (Be吋amin S. Bloom, 1913-1999）等人的應用與發揚，歷

久不衰，至今仍影響著課程的編制。值得注意的是．工學模式深受十九世紀之實證

主義所影響，尤其是行為主義的理論支配了行為科學後，使課程研究者同樣認為：

「學習的特殊需要，必須是可觀察的行為。」（Tyler,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的1ction. Chicago： τh Universi句 of Chicago Press, 1949）。工學模式到了泰勒之後，

更進一步與行為主義發生了密切關係，泰勒一再強調「教育是改變人類行為形式的

一個過程。」他清楚地指出：「課程教學和學習的範圈，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可

以量化操作的外表的行為。 J 制定課程前應首先確切地明暸所學習的目標，明確地

指出學習的結果，「要說明學習者會做甚麼？能知道甚麼？能感覺到甚麼？」他的

理念明顯受行為主義影響，重視有條理、有程序性的課程，認為學習目標是價值中

立的，不帶有偏頗的意識型態。泰勒法則支配了1950到1960年代的課程研究領域，

至今課程的一般原則和概念仍深受此影響。參李子建、黃顯華，《課程：範式、取

向和設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6 ），頁143～ 156 。聖經對學習之目標也

不單在於知識內容之掌握，更強調價值觀的轉變和生活行為的見證。耶穌說明最大

的誠命時提到「要蠢心、盡智、盡力愛祂（神）。」（可十三33a ﹔太二十二37)

耶穌在大使命中更明確提到「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二十八

20）。參看： James R. Estep, Jr., Michael J. An也ony，組d Gregg R. Allison, A Theology 

for Chris白·an Education (Nashville, TN: B & H Publishing House, 2008), 57-62. 

下載自〈建道基督教中文期列索引〉(http://journal_index.abs.edu/)



你所教的有成效嗎？一一一教學目標及內容的設定 169 

(2）教學目標是要指出學習的種類或學生將有何種改變〔詳見

下文（四）教學目標的種類〕。經過學習，在學生身上可能發生

幾種不同的改變：在知識上的改變（即學生能夠回憶一些事實和

資料），在態度上的改變（意指他們對人、地、事物的感覺有改

變），和在體能操作方面有改變（包括各種運動技巧的能力和操作

工具的技巧或掌握處理事情的能力等）。例子：

＠學生能夠用紙筆列出至少五個耶和華的複名
＠學生能夠在家庭中實踐孝敬父母的三種表現

申學生能夠熟練地掌握「三福」傳福音的技巧

在訂定教學目標時，教師基於對學生需要的了解，和考慮主

題等其他因素，必須決定著重或強調哪一種基本的學習效果。因為

一個學生在追求了解某件事物的同時，多少也會得到一點知識或態

度方面的改變。當一個人學到了有關某件事的知識，這些知識會增

進他對事情的了解，也可能改變他對那件事的態度，我們稱此種現

象為「學習的擴張」（diffusion of learning）。例如，「愛你的鄰舍」

基本上是一種態度，然而，要具備這樣的一種態度，學生便需要學

習及理解相關的知識和技巧。因此，當一位教師教導學生在態度方

面要有改變的同時，後者在了解、知識、技能方面多少也會有點改

變。再看以下的例子：學生能夠表現出翻閱聖經各卷章節的技巧。

明顯地，這個學習的終極目標集中在技能方面，學生是用手來翻閱

聖經，尋找所要的書卷章節，但也意昧著學生要知道聖經新舊約各

書卷的名稱和先後次序等。 13

13 參考LeRoy Ford,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Tra血旬，A Self-Study Guide to L的on
Plann臼＇g (Nashvill巴， TN : Broadman, 1978) （中譯：《教學與訓練的設計〉（香港：浸

信會出版社， 1984）〕，頁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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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必須將學習目標，以可觀察到的行為或技能的概念來

具體闡明。傳統的教學常使用較廣泛、含糊籠統的，和不夠具體明

確的目標﹔例如「使學生成為一個屬靈的基督徒」、「使學生認識

三位一體的理論」、「學生能夠明白教會生活的重要」等。在這些

例子中，屬靈的基督徒是甚麼意思？若詢問十個不同的基督徒，可

能會得到各式各樣不同的描述。此外，如何界定認識和明白都會因

人而異。可見模糊不清的行為語言使觀察和評估學習成果難以進

行。

教學目標要有效用，就必須明確地表達出教師的意圖

(intention），就是教師期望學生的生命（行為）要有怎樣的改變。

「行為目標」（behavioural objective) 14 所表明的是教學活動完成後

學生所能展現的行為，此種行為必須是明顯和具體的。這樣的目標

也能夠幫助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因為發生在學生的思想和心靈的

活動是難以觀察到的，故此能幫助教師確實知道學生己掌握所教導

的課程內容，就只有觀察一途。 15 例子：

﹒學生能夠用紙筆列出至少三個宗教改革的誘因

﹒學生能夠背誦馬太福音五章登山寶訓中的八福

簡言之，一個精確的行為目標必須包括三項基本要素： 16

14 參看林寶山：（教學原理與技巧〉，頁105～106 ﹔李詠吟、單文經：《教學
原理》（修訂版）（台北：遠流， 1997），頁104～106 。

15 基督教信仰強調「心意更新變化」（羅十二2）﹔然而，基於人的限制（撒上
十六7 ，「人是看外貌」），所以只能憑外在的行為去辨別心思的改變，確認教學果

效出現。

16 Robert Hellrich，卸fichael Molen缸，組d James Russell,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the 

New h伽ologies of Instruc白on, 7th ed.，但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Hall, 2002）〔中

譯：﹛教學媒體與學習科技﹜（台北：雙葉書廊， 2002）〕，作者在書中就教學目

標的撰寫方式提出四方面的要素，並用ABCD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不同的撰寫要

素：

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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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確認一個可觀察的學生行為

這是指達到目標的具體學習行為必須是可觀察和可量度的，

使人可以確實知道行為是否發生或出現，通常以一個行動的動詞

(action verb）來表達。因此，選擇書寫行為目標的用詞就顯得十分

重要。並不是所有的動詞都適合用來描述學習成果的，例如：知

道、明瞭、喜歡、認知、欣賞等，都是一些較籠統的行為動詞。與

其指望學生在某個學習領域裡能具備知識或擁有基本的技能，倒不

如期望學生能夠表現出區分、分辨、列出、找出、比較、對照、解

決等行為。

乙行為的情境和條件

行為目標的第二個基本要素就是表現行為的相關條件或情境

仰levant conditions），意即在何種或怎樣的情況下學習會發生。如

果可觀察的學習成果只能藉使用指定的工具、設備，或其他教材資

源來達致，教師必須在教學目標中列明條件和情況，例如：「使用

聖經時代巴勒斯坦的地圖，標示出耶穌足控所到過的城鎮」、「依

照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默寫出耶穌所教導的八福」、「能夠利用

Greek Concordance找出的αm這個希臘字在四福音中出現的次數」

等。在行為目標，情境和條件不一定只有一項，有需要時可以是

1. Audience （學習者、聆聽者）一一以學生的角度為出發點來設計教學。

2. Behaviour or capability （特定行為或能力）一一清楚陳明學生最終會學到並表

現出的的行為或技能。

3. Conditions （特定情境） 學生表現出上述的的行為或能力的情境，即在甚

麼條件或情況下進行知識、情意，或技能的學習。

4. Degree （評核標準） 在學習過程完結時，學生對目標所陳明的知識、情

意，或技能的學習所表現出的精熟程度，即為評核學習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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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的，藉以更集中學習的範圍。下面的例子可以說明這點：「學

生能夠使用『三福』，在四十分鐘內，向一個慕道者講述福音信息

和發出決志的邀請」、「學生能夠比較與對照馬太福音五至七章

『登山寶書I[ 』和路加福音六章17至49節『平原寶訓』的異同」。當

我們具體而清楚列明行為的情境和條件後，就能促使教學的資源和

組織更加完善。

丙行為標準的陳述

第三個行為目標的基本要素就是達致目標所有的行為表現程

度，就是指一種行為表現的標準（performance criteria），是對學習結

果的描述，也成為教師評估學習效果的主要依據。有了可觀察和可

量度的學習行為，以及明確的學習情況條件，再加上需要展示的行

為程度標準，就可以讓教師能夠清楚評定學習是否達致預設的教學

目標。用以下的一個目標為例：「學生能夠說出出埃及記二十章十

誠中的首四誡」。若在教學進程完結後，甲學生只能夠說出首四誠

的其中兩條，教師就可以說這學生只達到目標的一半。同理，若乙

學生能夠說出首四誠的全部，教師就可以說這學生完全達到預設的

教學目標。

我們可以用不闊的形式來設計和描述標準程度，下面是一些例

子，包括：（1）測驗中答對的題數﹔（2）連續答對的題數﹔（3）必須包

含的必需特徵﹔（4）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程度﹔（5）以一定精確程度完

成程度。 17

17 Borich ：《有效教學法〉’頁110 ﹔參李子健、黃顯華：〈課程、範式、取向
和設計〉，頁216～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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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目標的功用

教學目標愈精確和具體清晰，就愈能促進教學計劃的完善設計

和教學方法的適切配合﹔進而發揮教學的最大果效，也使評估設計

的發展顯得較容易。教學目標好像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一種「契約」

或「協定」，讓教師能夠確切知道在教學的過程中自己所要準備

的，同時也讓學生清楚知道在學習過程完結後，教師期望他表現出

怎樣的行為，以反映出確切的學習成果。

目標並非一種不設實際的，形式化的陳述﹔它著實對教學的成

效產生很大的功用，簡述如下：

(1）給予教師在設計教學時有明確的指引，進而在設計評估或

測驗時也有清楚的指標。藉此，教師會小心思考教學要達致的效

果，使教導更有方向和組織。

(2）促進「教」與「學」雙方就教學進程和學習成果的溝通，

提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參與度﹔也能減少師生間的猜疑，因學生

再不用猜度到底教師期望他們所要學的是甚麼。

(3）幫助學生清楚知道學習的焦點，讓學生能夠作出自我的學

習評估，並學習如何建構學習的目標。

(4）幫助教學建制內的人，女日教師之間、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

等，對於教學進程和學習成果的溝通，進而促進合作教學的契機。

(5）與關注教學進程和學習成果的「利益相關團體」

(stakeholders），如家長和立法者等，溝通教學的重要性。

(6）為整體教學計劃和內容提供編寫教學材料和選材的方向。

(7）規範各種教學活動的設計和實施。

(8）為日後的學習成果提供評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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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目標的分類

從上文所羅列的教學目標例子中，部分讀者或許已經察覺到學

習成果呈現出不同的行為類型。試比較下列目標所要求的行為：

﹒學生能夠用紙筆列出至少三個宗教改革的誘因

﹒基於對耶穌的吩咐：「愛你的仇敵」’哥林多前書十三

章，和約翰壹書四章7至10節的研究，學生能夠綜合神愛

的七種特性。

明顯地，要達致上述目標所要求的行為，需要有不同類型的準

備和學習。在前一個目標，學習僅限於把歸納了的「宗教改革的誘

因」重點式列出（或許課程資料已經詳細列明），然後用心背記，

再按要求默寫出其中三項。有些學生可能不大理解個別誘因的意義

或相互的關連，但只要他們能夠在答案紙上默寫出所要求的三項，

也可算達到目標。後一個目標的學習著重理解、分析，以致綜合。

先要理解各處不同的經文，分析所教導有關神愛的不同特性，進而

綜合出七種主要的特性。整個學習過程較之前一個目標為複雜，所

需學習與準備的時間也會較多。

學習主要分為三大領域（domain），分別是：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是關於智力與智能方面的發展﹔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是關於態度、信念，和價值觀方面的發展﹔技

能嶺域（psychomotor domain），是關於身體動作和表現的協調方

面。 18

18 參看張祖J昕、朱純、胡頌華編著﹒《教學設計一一基本原理與方法》（台

北：五南， 1995 ），頁147～165 ﹔李詠吟、單文經：〈教學原理》（修訂版）（台

北：遠流， 1997 ），頁104～ 110 ﹔黃文科：〈課程與教學綸》（第三版）（台北：

五南， 2001 ），頁332～341 ﹔ Norman E. Gronlund, and Susan M. Broo恤訓， Gronlund's

W直至個＇glns帥ctional Objectiv.的， 8th ed. (Englewood Clif缸， NJ: Pren位ce-Hall, In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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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布林姆（Benjamin S. Bloom），聯

同一些教育家，共同制訂在認知讀域內，一個六階層的目標分類。

主要分成兩大部分，包括：「基本知識記憶」’屬記憶力的表現，

為知識（knowledge）層次﹔以及「智能與技巧」’屬批判性、反

省式，或問題解決思考能力，又可區分為理解（comprehension）、

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綜合（synthesis）、評核

(evaluation）等五個層次，通稱為「布林拇認真1日目標分類」（Bloom's

Taxonomy）。 19 其目標是從簡單的回憶己學的材料，到結合或綜合

新的理念或材料，至1高層次的創造能力。大部分的教育目標都屬於

這個領域內。

最高層次

最低層次 i 知識

明白

了解

應用

理解

分析

46 l斗
fl:部口

比較貼近真實

較少貼近真實

19 
Benjamin Bloom, ed.,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1的：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1: Cogm白ve Domain (New York：’ Longma且，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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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認知領域（The Cognitive Domain) 

1. 知鸝（knowledge)

這是認知目標中最低層次的能力。包括記憶名詞、事實、規

則，和原則等。用來表達這種能力的行為動詞包括：背誦、指出、

寫出、識別、選擇、界定、說明、描述、列舉、依序排列、配合、

標明等。例子：

(1）學生能夠寫出聖靈所結的呆子。

(2）學生能夠列舉放示錄的七教會並描述他們的異同。

2. 理解（comprehension)

當我們從知識進到理解的層次，我們也進入了明白或了解的範

圍。明白（understanding）涵括了認知領域內五個其餘的層次。從知

識進到理解，是學習上的一個質的轉變。

理解是指能夠掌握所學的知識或概念的意義。要測量是否產

生理解，可以要學生用自己的說話解釋概念意義，或使用課本以外

例子說明概念的意義。用來表示此行為的動詞有：解釋、說明、翻

譯、重寫、舉例說明、摘要、歸納、轉換、分類、表達、推斷、引

申、區別等。例子：

(1）學生能夠用自己的話解釋在耶穌的吩咐：「愛你的仇

敵」中，「愛」和「仇敵」的意義。

(2）學生能夠解釋救息和認信的意思有何不同。

3. 應用（application)

應用是指將所學到的規則、方法、步驟、原理、原則和概念

等，應用到新的處境或情況的能力。用來表示此能力的行為動詞包

括：示範、操作、運用、套用、使用、建造、轉譯、預湖、證明、

解決、應用．．．．．．以說明．．．．．．的理由等。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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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能夠解釋神聖的愛如何應用在幾種家庭糾紛的個案

中。

(2）學生能夠示範使用視聽教材的方法，使他的學員能同時

應用視、聽、觸覺於學習過程中。

4. 分析（analysis)

當我們進到分析這個層次的時候，我們是進到教育家所說的

「學習的更高層次」：包括分析、綜合、評核。這三個層次專注於

多個或複雜的概念。分析是指將所學到的概念或原則，分析為各個

構成的部分，或找出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藉此探索其形式或結

構，找出組織的模式。用以表達此種能力的行為動詞包括：細列、

圖示、選出、分析、判斷、區別、比較、評估、對照、檢湖、再

認、指出．．．．．．的組成要素、指出．．．．．．的相互關係等。例子：

(1）學生能夠指出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大綱結構。

(2）學生能夠在提供的四個教案中，指出它們的設計方法。

5. 綜合（synthesis)

綜合是將所學到的片段概念或知識、原則、事實統合成新的

整體，所產生的這個新的成品是複雜而具創作性的，可以視為一個

原始的作品。例如綜合各項資料而獲得一項自己的結論，即屬於此

種能力。用來表示此能力的行為動詞包括：計劃、重建、重組、擬

定、修改、設計、組織、綜合、創造、歸納、聯合、安排等。例

子：

(1）基於對耶穌的吩咐：「愛你的仇敵」’哥林多前書十三

章，和約翰壹書四章7至10節的研究，學生能夠綜合神

愛的種種特性。

(2）學生能夠使用所提供的資料，擬定一個社區宗教信仰調

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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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昌平牛妻（evaluation)

評核是認知目標中最高層次的能力，是指依據某項標準作客觀

的價值判斷的能力。例如批判一項文學作品或藝術創作的價值的能

力。

用來表示此能力的行為動詞包括：評價、鑑別、對比、檢討、

闡釋、證明、推測、關聯、判斷、評論、比較、批判等。例子：

(1）學生能夠從所提供的三種課程樣本，鑑別出最適合學前

兒童的。

(2）學生能夠依照講道法的守則來評論一篇講章。

「布林姆認知目標分類」（Bloom's Taxonomy）其後被翻譯成不

同的語言，影響所及，大部分國家地區的教育界均採用，成為大多

數教學工作者必備的知識。此分類系統不單是一套測驗的工具，也

是編寫教學目標的共通語言，藉以建立各領域達致溝通的效果，並

促進課程中教育目標、教學活動，以及教學評估的一致性。

乙情意領域（The Affective Domain) 

認知領域強調知識和概念的發展﹔情意領域則著重態度和價值

觀。

1964年，敘拉古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克拉握爾（David

Krathwohl），聯同一些教育家，其中也包括布林姆，共同制定

在情意領域內，一個層級的目標，分為接受（receiving）、反應

(responding）、價值評定（valuing）、組織（organizing）、品格形成

(characterizing）。 2。這個分類是連續性質，較低層次是單純、具

20 
David R. Krathwohl, Bertram B. Masi且， and Benjamin S. Bloom,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肘，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2: Affect附

Domai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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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且特殊的行為﹔層次越高的則屬於普遍、抽象、一般化的行

為。

情意是一種心理狀態或情緒傾向，可以是正面讚許的態度表

示，也可以是負面反感的反應。在三種教學目標的領域內是屬於較

抽象的表達。

1。接受（receiving)

情意領域上的第一層次是接受，這包括「願意聆聽」或「關注

覺知」。在本階段中，學生不單知道某事物的存在，同時也表達出

要接受這件事，把注意力轉移到這件事或意念上。教師可以為教學

的進程有最好的準備。但若學生未能專注，就無法領悟。教師的責

任之一是設計並提供學習的經驗，能以捕捉學生的興趣和關注。用

來表示此表現的行為動詞包括：同意、接納、選擇、聆聽、專注、

觀察、注意、觀看（影片）、留心等。例子：

學生聆聽一篇關於耶穌的吩咐：「愛你的仇敵」的講解。

較真實

較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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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應（responding)

學生在情意領域的第二層次的學習是「透過積極的參與，顯明

對所教授的概念的認同」。他們踴躍發間，並參與討論，從而顯示

他們有了解，和有某種程度的委身，不過還末致採取行動。用來表

示此表現的行為動詞有：認同、分享、回答、提問、報告、執行、

幫助、協助、舉證、遵守、服從等。例子：

學生分享關乎愛與被愛的個人見證。

要把學生從第一層次提升至第二層次，教師必須努力營造適合

分享的氣氛和環境，就是開放且安全的環境。若教師是操控性的或

嚴厲的，學員就很少會冒險回應。當然，讓學生有回應的機會是需

要更多的時間。然而這是值得的。因為太強調接收而沒有提供學員

有回應的機會，肯定妨礙學習。並且，沒有足夠的回應，學生就難

以有再進一步的學習。

3. 評價（valuing)

這個層次所關注的是「個人的參與和委身」，或「對所寶貴的

表達一個信念和態度」。在這個層次裡，學生掌握到所教授的重要

性，並堅信所領受的，及維護所選定的立場。並且在課堂外與友人

分享在課堂所學習的，藉此反映出他們對某事物或思想有很高程度

的相信，而且很堅決。用來表示此表現的行為動詞包括：參與、從

事、贊同、表明、維護、接納、介紹、欣賞、看重、提議、研究、

解說、選擇、完成、開始等。例子：

學生能夠互相鼓勵，在生活中實踐彼此相愛，並批判及避

免沒有愛心的行為表現。

價值不單靠教導，更重要的是去領悟。若教師並不相信她所教

的，或只是把概念從教科書搬到學生的筆記本上，學生就無法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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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導的價值。若所教導的是教師所確信的，且有清楚的表達，學

生就能掌握所教授的重要性。

4. 組織（organizing)

第四個層次的學習強調將新的價值整合在學生已有的價值系統

內，或調整個人內在的價值體系。學生按重要性為價值作先後次序

的排列，他們的行為表現與他們的信念是一致的。他們會培養有內

聚力的價值體系。用來表示此表現的行為動詞包括：堅持、改變、

聯合、歸納、區分輕重先後、整合、重整價值體系、比較、結合

等。例子：

學生會視「愛仇敵」為他們生命中優先的事情。

教師的目標是幫助學生把好的價值提升到優先次序的前列。從

聖經研究的角度來說，目標是把合乎聖經的價值提升到優先次序的

前列，把屬世的價值降至優先次序的最後列。這需要長時間的教導

和影響。

5. 晶格形成（characterizi.ng) 

情意領域裡的學習的最高層次包括「持續地按自身的價值體

系生活」，或「一個過程，在其中一個人的價值體系成為他的生活

方式」。達到這個層次，學生很自然地活出他的價值，即在生活中

完全依照個人的價值觀而行動。他們真真實實地學以致用，就是生

命在學習中得到改變。用以表達此表現的行為動詞包括：建立、應

用、証驗、完成、具備、表達、展示、實踐，和以行動證明等。例

子：

學生被認知為愛他的仇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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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技能領域（The Psychomotor Domain) 

這方面的領域專注於技能的發展。其中的特性包括諸如速度、

準確性、整合，和協調等。技能領域在教育心理學的書籍中，較之

上述兩方面的領域（認知和情意）少為人注意。部分原因可能是以

為技能的學習只局限在體育、木工、家政、戲劇、樂隊，或書法等

方面。又或者是因為認知和情意的學習操控了教室的活動。然而，

技能學習的原則是可以應用在諸如寫教案、預備講章、個人佈道等

訓練方面。任何需要高度的熟練技巧的活動都適合。

1972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的辛普森（Elizabeth Simpson) 

為技能領域研發出一個分類（taxonomy），共有七個層次，其中

包括知覺（perception）、準備狀態（set）、模仿（imitation/guided

res pons巳）、機械性的反應（mechanism）、複雜的反應（complex or 

overt response）、適應（adaptation），和創作（o月ination）。 21

21 Elizabeth. J. Simpso且， The Classi丘catio且 ofEducatio且al Objectives in the 

Psychomotor Domain (Washington, DC: Gryphon House, 1972）.在最初訂立教學目標

的層次時，布林姆等人並沒有就技能領域提出一個類似的層級分類，他們所持的理

由是在大學的場景中沒有相闋的經驗。故技能領域的層級分類要待至後來才有人提

出。辛普森只是其中一位。下面介紹兩個稍有不同的樣本以供參考。

第一個是戴夫（R.H. Dave）所提出的，共有五個層次：

o Imitation: Observing and patterning behaviour after someone el阻， Performance

may be of low quality. Example: Copying a work of art 

• Manipulation: Being able to perform certain actions by following instructions and 

practising. Example: Creating work on on巴＇s own, after taking lessons，。r reading 

about it 

• Precision: R巴fining, becoming more exact. Few C叮ors are apparent. Example· 

Working and reworking something, so it will be "just right. ” 
• Articulation: Coordinating a series of actions, achieving harmony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Example: Producing a video 也at involves music, drama, colour, sou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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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層級 較真實

最低的層級 較不真實

O Naturalization: Having high level p巴rformance become natural, without needing to 

think much about it. Examples: Michael Jordan playing basketball, Nancy Lopez 

hitting a golf ball, etc, 

[Robert J. Armstrong，巴d , Developing and Writing Behavioural Objectives (Tucson, 

AZ: Educational Innovators Press, 1975), 33 34.] 

第二個是哈勞（Anita J. Harrow）所提出的，共有六個層次：

e Reflex movements - Reactions that are not learned 

o Fundam巴ntal movements Basic movements such as w叫king’。r grasping. 

e Perception - Response to stimuli such as vi日u泣， auditory, kinesthet凹， or tactile 

discrimination 

e Physical abilities - Stamina 由at must be developed for further dev巴lopment such as 

strength and agility. 

G Skilled movements - Advanced learned movements as one would find in sports or 

acting. 

• No discursive communication E旺ective body language, such as gestures and facial 

express10ns 

[Anita J. H紅rnw, A Taxonomy of Psychomotor Domain: A Guide for Developing 

Behavioural O句＇ectives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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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覺（perception)

技能學習的第一層次是知覺。學生利用他們的五官去獲取線

索，以引導他們的機械活動，這是指用感官注意到物體、性質和關

係的過程。學生仔細聆聽由樂器發出的聲音，然後去調校它，或觀

察如何拿一個保齡球等等。有關的行為動詞有：描述、使用、區

分、鑑定、聆聽、觀察、選擇、發現等。例子：

在學習如何作個人佈道方面，學員會夥同一位有經驗的弟

兄／姊妹，觀察他／她如何從一般性的談話帶進福音方面

的吉才言侖。

2. 準備狀態（set)

第二個層次是準備狀態，是指對於某種動作或經驗，在心理

上（知道一定的步驟），身體上（在恰當的位置），和情緒上（願

意去做某件事）的準備適應或預備狀態。常用的行為動詞包括：選

擇、開始、回應、建立、繼續進行、演出、顯示、表達等。例子：

在學習分享福音方面，學員會透過背誦一些主要的經節或

大綱而作好心理準備，及透過與其他學員互相練習講述福

音而在情緒上作好準備。

3. 模仿（imitation I guided response) 

這是指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開始學習動作技巧。模仿和嘗試

是這個層次主要的學習方法。常用的行為動詞包括：安裝、裝配、

確定、製作、混合、依從、回答、建立、跟隨、掌握等。例子：

在學習個人佈道方面，學員會在現實的佈道過程中分享部

分內容（例如：個人的得救見證）。一個有經驗的佈道者

會掌管整個過程，並於事後給予評估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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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機械性的反應（mechanism)

指所學習的動作反應已成為習慣，在表現動作時，學員經已達

到某種自信和熟練的程度。常用的行為動詞包括：操作、裝卸、固

定、練習、變換、修理、校驗等。

5. 複雜的反應（complex or overt response) 

這是屬於動作精煉的一個層次。學員能夠操作複雜的動作，其

操作是順利和有效的﹔而且，花費較少時間或精力。常用的行為動

詞包括：組合、修繕、專精、改正、計算、示範、組織、測量、解

決等。

子：

以上兩個層次的學習，基本上是在技巧方面更上一層樓。例

在學習分享福音方面，學生繼續多參與及練習，以致在佈

道方面越發有效。

6. 適應（adaptation)

技能領域裡的第六個層次是適應，開始引入創意的元素。學

員懂得利用所學到的技巧來進行新的和相關的工作。常用的行為動

詞包括：適應、改組、改良、改變、修正、擴展、促進、重新安排

等。例子：

在學習分享福音方面，學員能夠把所學的應用在不同宗教

背景或文化背景的人方面。

7. 創作（origination)

指依據在動作技能領域所發展出的了解、能力和技能，創造新

的動作以及處理材料的方法。常用的行為動詞包括：結合、建立、

規劃、創作、發展、發明、設計、編寫等。例子：

下載自〈建道基督教中文期列索引〉(http://journal_index.abs.edu/)



186 教牧期刊

在學習分享福音方面，發展個人佈道的新方法，或新的訓

練方式，把古舊的福音向萬變的世代傳揚。

學習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上面我們提及十八個層次的學習，

分顯於三個不同的領域。每一個層次的學習都可以成為一個教學

的目標。以上的目標分類，最少有三方面的用處。

(1）提醒我們教學的設計要兼顧認知、情意，和技能等三個領

域，不應有所偏頗﹔

(2）提示我們能力和品格的培養要依一定的層次安排，不能夠

漫無目的﹔

(3）學生能力的評核要遍及三個領域及每個領域的各個層次。

例如，在認知領域上，課程或教材不可停留於低層次的記憶

上。無論是課程結構、課程組織，或教材選擇都要以培養學生綜

合、評核等高層次的目標為最終目的。在敦法上，無論是活動的安

排，發間的方式，和評核的實行等等，都不可只提供學生記憶事實

的ct）、背誦資料（information）的機會，要進一步引導他們能夠形成

概念（conceptualization），發展通則（generalization），並能應用或產

生新知識，而且要養成價值判斷的能力。在其他領域方面，課程發

展的每一個程序都要注意其目標階層，拾級而上，達到各領域的最

高層次。

（五）「布林姆認知目標分類」（Bloom's Taxonomy）的評

論和更新

自上世紀中頁問世至今，「布林姆認知目標分類」（Bloom's

Taxonomy）引領了教育界度過了四十年，一直被視為二十世紀最有

深刻意義的教育成果。然而，經過多年的實踐，經驗的不斷累積，

以及學習的研究和教育理論的不斷演進，對於「布林姆認知目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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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需要更新的訴求愈來愈強烈。經過多年的討論，修訂版終於在

2001年面世，迎向新的一個世紀，繼續其對教育的貢獻﹔遺憾的是

布林姆本人已於1999年9月 13 日離世，無緣見到修訂版的面世。

「：布林姆認知目標分麵」（ Bloom’s Taxonomy ）新舊架構對照圈 22

舊版（1956)

知識（knowledge)

理解（ comp「ehension)

應用（application)

分析（a『1alysis)

綜合（synthesis)

評核（evaluation)

修訂版（2001)

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 

概念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 

程序知識（p「ocedu「al knowledge) 

後設知識（metacognitive knowledge) 

記憶（「emembe「）

了解（unde「stand)

應用（applγ）

分析（analyze)

評核（evaluate)

創作（c「eate)

auwht 

度
句
，
叫

向
巾
的

話

ω
m

知

h
d

「
l
l
k
f

︱

l
J

認知歷程向度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從上面的圖表，我們可以看見舊版和修訂版的比較，反映出當中所

有的演變。現分述如下： 23

22 A Taxonomy for Lem扭扭1g, Teaching, and Assess.函1g, 268. 

23 這段落的分述，主要參考：棟美慧 〈由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頸法進行教
師編製測驗〉，﹛研習資訊》第23卷第6期（ 2006年12月），頁75～90 ﹔葉連旗、林

淑萍：〈布魯姆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修訂版之探討〉’《教育研究月刊〉第105期

(2003年1月），頁94～106 ﹔林世華、鄭蕙如：（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修訂

版理論與實務之探討一一以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為例〉，《台東大

學教育學報》第15卷第2期（ 2004年12月），頁247～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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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訂版將知識作為一獨立向度處理，與舊版的認知歷程

（層次）形成一個二維向度的分類表（two-dimensional taxonomy 

table），方便教師可以評檢教學目標、教材資料，和教學活動等是

否兼顧知識向度與認知歷程的每一個層次。透過應用這個分類表，

教師可以從教學歷程的角度，採取確定教學目標、安排教學活動、

設計教學評核工作等三個教學步驟，來思考應置入的內容。首先應

置入的是教學目標，其次是為達成教學目標所要貫徹施行的教學活

動，最後則是預定採用的教學評核工作。由此建構成一個完整的教

學活動（見下表）。如此不單可以提供教師深入理解學科課程的內

涵與架構的機會，也可以協助教師建置教學檔案，提升教師的專業

知識。

教學目標和計劃的分析表

品諱吧？ 1 .記憶 2. 了解 3且應用 4. 分析 5. ~平核 6 創作

目標（ 1 ) 
目標（3)

A. 事實知識 2,3,5節

湖驗一
8-1 0 宣布

目標（2) 目標（4) 目標（3)

B冒概念知識 1,4- 7節 6刁節 8-1 0節 8 10節

湖驗二 測驗三 別驗四

C. 程序知識 4節

D. 後設知識

(2）修訂版把舊版認知歷程的主要類別名稱由名詞詞態改變

為動詞詞態﹔並將舊版的「理解」（comprehension）和「綜合」

(synthesis）改為「了解」（understand）和「創作」（create）。

(3）修訂版在認真日歷程向度的各類別排則是採取一個新的概

念，名為漸增式複雜層級（increasing complexity hierarchy），容

許類別之間相互重疊﹔有異於舊版所強調的直線式累積性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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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ulative hierarchy）並對換舊版「綜合」和「評核」的順序，更

改稱為「評核」和「創作」

(4）修訂版更強調次類別的應用，幫助教師能更精確地為教學

目標對焦。筆者往下乃就向度中各主類別和次類別的關連和意義作

詳細的說明。

修訂版把「布林姆認知目標分類」中的知識層級獨立出來，

自成一個向度。知識向度屬名詞詞態，強調學習的內容，目的是

協助教師區分所教的是甚麼。修訂版將知識區分為四類，分別

是：「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概念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知識」（procedural knowl巳dge）、「後設認知知

識」（meta-cognitive knowl巳dge）。下表把這四類知識和它們的次類

別作詳細闡述。

修訂版布林姆雷、知領域教育目標之知識向度內容 24

主類別／﹔欠類別 定義／說明 示例

A 事畫知識 學習科目、應了解的術語，或

(factual knowledge) 在進行解決問題時必須具備的

基本知識

1. 術語的知識 特定語文或非語文形式的標題 音樂符號、字母、

(knowledge of 或符號 注音符號、科學術

terminology) 主口口Ii 

2. 特定細節和元素的 有關事件、位置、人物、資訊 新聞事件、重要人

知識（knowledge of 等個別事實之知識，可包括精 物事蹟、自然資

specific d巴tails and 確、特定，或約略性的資訊 源、地點與事件

elements) 

24 
A Taxonomy for Learnil;堪， Teaching, and Assessing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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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欠類別 定義／說明 示例

B 概念知識（conceptual 乃從較復雜、較大的基本元素

knowledge) 間，抽取共同屬性，予以分類

形成的知識

1 分類和類別的知識 確定不同事物的類別、等級、 文章的文體、商業

(knowledge of 劃分和排列的知識 經營的形態、季

classifications and 節、方位、心理問

cat巴gories) 題的種類

2回原理和通則化的 觀察現象總結摘要的知識，可 物理基本法則、學

知識（knowledge 用以描述、預測、解釋，或決 習的主要原則、生

of principles and 定最適切的行動與探取的方向 活規範、法律

generalizations) 

3 理論／模式／結構的 對複雜現象、問題，和事物提 解釋化學原則的化

知識（knowledge of 出清晰、完整，與系統性的觀 學理論、認知架

theori巳s, models and 點﹔亦可用來描述、解釋，和 構、家庭結構、經

structures) 預測現象 濟模式

c. 程序知識（proc巳dural 完成某些事，探究方法，以及

knowledge) 正確運用技巧、演算、技仿和

方法的規準

1. 特定學科技能和演算 多指有固定最終結果，或具有 水彩畫的技巧、整

知識（knowledge of 固定順序或步驟的知識 數的除法運算、）~~

subject- specific skills 量臣離

and algorithms) 

2. 特定學科技術與方 大部分為些對結果真共識或 面談技巧、文學評

法知識（knowl巴dge 是學科規範的知識，大多反映 論的不同方法、評

of subject specific 出專家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估投資風險

t 巴 c hniques and 

methods) 

3. 運用規準的知識 指知道何時使用程序和過去使 決定幾種論文撰寫

(knowledge of criteria 用該程序的知識，通常為歷史 方式的規準、決定

for determining when 紀錄或百科全書形式 運用水彩畫創作的

to use appropriate 規準、自網路查找

proc巳dures) 資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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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女類別 定義／說明 示伊l

D. 後設語、知知識（meta- 「對認知的認知」、「對思考

cognitive knowledge) 的思考」’亦即比原來所認知
者高出一層的認知。如果認知

是「知其然」’後設認知就是

「知其所以然」。認知與後設

認知之區別，主要在於「知」

的程度，前者知之較淺，後者

知之較深﹔如果前者是知識，

後者則是駕御知識的知識，但
括監控、控制，和調整認知。

1. 策略知識（strategic 指用於學習、思考、解決問題 應用四則運算為工

旭owledge) 的策略，會因工作與學科性質 具、不同記憶的策

而異 略、理解監控的策

略

2. 認知任務知識（包 即情境知識，包括何時正確使 要求完全熟記任務

括背景脈絡與情境 用和為何使用某知識的策略， 而非只是背誦，了

的知識）﹝knowledge 其與當時情境、社會、傳統和 解如何、何時、為

about cognitive 文化規範有關 何運用不同策略於

tasks, including 社會、傳統、文化

appropriate contex個al 規範
and conditional 

knowledg巴）

3. 自我知識（ self- 包括對自我的認知、學習能力 評斷自己解決數學

kn owl吋.ge) 優缺點的知識、動機、信念 問題的優缺點、學

（自我效能、目標與理由、價 習動磯、價值觀和

值和興趣等信念） 能力等級

由於近年對於學習的研究有了變化，不再只著重知識的量﹔強

調「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 25 其中學生的主動，性、

25 只有自學生自行發現知識意義的學習才是真正的學習，亦即「有意義學
習」。有意義學習強調，新訊息若與個體大腦神經系統中已有之「認知結構」相關

聯，則便能在已存有之概念體系中扎根。美國認知心理學家奧蘇貝爾（David P. 

下載自〈建道基督教中文期列索引〉(http://journal_index.abs.edu/)



192 教牧期刊

認知的內涵，和對認知歷程的掌握尤為重要﹔強調對學生所知道

的（know ，即knowledge），和他們怎樣思考（how they think ，即

cognitive process ）這兩部分的探討。故修訂版把「布林姆認知教育

目標分額」分為兩部分，就是知識向度（knowledge dimension）和認

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前者乃為幫助教師區分要教的是甚麼（what they teach），後者

旨在促進學生保留（retain）和轉移（transfer）所學到的知識。上文

Ausubel）把各類學習歸為兩種獨立的層面。第一層面包括接收式學習（reception

le訂ning）和發現式學習（discovery learning）﹔第二層面則是有意義學習及機械式學

習。他特別強調並非所有的發現式學習都是有意義的，接收式的學習也不全是機械

式的。下表說明有意義學習論之學習方式 [David P. Ausubel, and Floyd G. Robinson, 

School Leam函1g: 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訂t

and Winston, 1969), 187.] 

所接收之訊息被學習者吸收時當作為：

有意義的 機械式的

所學訊息、 接受 有意義的接收學習： 機械式接收學習：

對學習者 邏輯式組織訊息，以最終方式 任何方式訊息以最後形態向學

之效用基 向學習者呈現，然後學習者將 習者呈現，學習者然後牢記。

於： 之與原有經驗相關聯，融入其

認知結構。

發現 有意義的發現學習： 機械式發現學習：

訊息之學習由學習者獨立進 訊息之學習自學習者獨立進

行，然後將之與原有經驗相 行，然後牢記。

闕，融入其認知結構。

奧蘇貝爾認為訊息傳授可採接收學習方式，也可採發現學習方式，然後學習

者向訊息反應，若他想、使訊息與原有經驗相關聯，融入其認知結構，則有意義學習

隨即發生﹔若他只想牢記新訊息、’並不將之納入本身的認知結構，則只是機械式記

憶，只是機械式學習。奧蘇貝爾認為學習者必須自行發現知識的意義，而將之納入

原有的認知結構中，並使新舊材料和目互統合，才算是「有意義的學習」。不過，即

使發現式學習也可能導致機械式記憶，例如學生發現算式公式並應用解答問題，但

不了解問題性質，則他只不過在機械式學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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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表已經詳細列明知識向度內，四類知識和各自的次類別。在

四類知識中，「事實知識」和「概念知識」都是指關乎「甚麼」

(what）的知識﹔事實知識乃指學生學習科目後和解決問題時當具

備的知識，其與概念知識的分別在於它多被視為獨立和特定的元

素。「程序知識」則是關乎「如何」（how）的知識﹔一般指對於

一系列或連串的步驟，整體了解為一個程序。「後設認知知識」

通常包括對認知的知識，以及對認知歷程的控制（control）、監控

(monitor），和調整（regulate）。這是有關認知的知識（knowledge

about cognition），適用於所有工作的通用策略（general strategy）、使

用策略情境（condition）、策略有效程度（extent），和對自我的知識

(self-knowledge）等方面。四額知識間也具備涵括的關係：如概念知

識即包括事實知識，程序知識也包括事實知識和概念知識。

在認知歷程向度部分，修訂版也是分為六個層級，由較低層

次的記憶、了解、應用，和分析，以至較高層次的評核和創造。其

中記憶與保留學習明顯有密切關聯﹔其餘五個層級則關係學習的轉

移。各層級下又細分一些次類。下表把這六層級的認知歷程和它們

的次類別作詳細闡述。

修訂版布林姆認知領域教育目標之認真日歷程向度內容 26

主類別／﹔女類別 相關詞 定義 示例

1. 記憶 從長期記憶中提取相

(rernernb巴r) 關知識

a 識別 確認 找出長期記憶中和現 回憶中國歷史重

(r巴cognizing) (identifying) 有事實一致的知識 要事件的日期

檢蒙
當提示（問題）出 指出中國歷史的

b. 回憶（recalling) 現，從長期記憶中提 重要事件
(retrieving) 

取相關知識

立6
A Taxonomy for Leam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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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欠類別 相關詞 定義 示伊j

從溝通的教學資訊中

2. 了解 建構意義，在所學的

(unders恥d) 新知識與已有的經驗

之聞建立連結

釐清 由一種呈現資訊方 意譯重要的演講

(cl姐身ing) 式，轉換成另一種方 或文獻

釋義 式（如：數值轉換成

a. 詮釋 (p咽？歐asing) 語文、文字轉換成圖

（組terpret凶。 陳述 表，或圖畫轉換成文

(representing) 字等）
轉譯

（虹組slating)

舉例 用特定或真實的例子 舉出不同種類藝

b. 舉例 (illus仕ating) 來說明概念或原則 術畫的實例

(exemplifying) 舉實例
（包stan但ating) 

分類 將某些事物歸納為同 觀察或描述心理

c. 歸類 (categorizing) 一類（如觀念或原 疾病個案的分頸

(classifying) 納入 則）

(sub-summing) 

摘要 摘要一酸性主題或要 為一個戲劇的內

d. 概述 (abs甘ac自ig)
點 容作簡短的摘要

(summarizing) 歸納

(generalizing) 

推算 從現有資訊，提出一 學習外語從例子

(extrapolating) 個具邏輯性的結論 推論文法

e. 推論（inferring)
插補

(interpola旭g)

預測

(predic恤g)

對照 檢視二個或多個觀 比較同時代情境

(con仕的出g) 點、事物或其他類似 的歷史事件

f. 比較 模比 物中的一致性

(comp個ng) (mapping) 
配對

(mate凶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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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欠類別 相關詞 定義 示例

建構 建立一個系統的因果 法國十八世紀重
g. 解釋 (constructing) 模式 要事件的原因

(explaining) 建立模式

(models) 

執行或使用某情境的

3. 應用（apply)
程序以解決問題（並

了解、創建緊密聯

結）

a 執行（executing)
進行 應用一個程序於已熟 應用二位數加法

(performing) 悉的任務上 來計算數題

應用一個程序於陌生 運用所得經驗解

b 實行 運用（carrying 的任務上，過程中需 答一題陌生情境

(implementing) out) 要直接探用或修改後 的應問題

採用己學過的程序

將材料分解成數個部

分，指出部分之間與

4. 分析（組alyze) 部分對整體結構或自

的的關係（並評核、

創建緊密聯結）

區別 自現有材料中區分出 從數學文字題中

(discriminating) 相關和不相關或重要 區辨有關或無關

a 辨別 分別 和不重要的部分 的數字

(differentiating) (distinguishing) 
萬美焦（focusing)

挑選（s巳lecting)

搜尋 決定要蓋在結構中的 整理一歷史事件

b 組織
(searching) 適切性和功能 的證據，以駁斥

(organizing) 
連結（cohering) 不當的解釋

確立結構

(structuring) 

決定現有材料中隱含 從政治層面解說

c. 歸因 解構 的觀點、偏見、價值 作者論述的觀點

(attributing) ( deconstructing) 觀或意圈，涉解構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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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欠類別 相信自詞 定義 示例

根據規準（criteria）和

5. 評核（evaluate) 標準（standard）來判

斷

協調 檢視某過程或產品的 檢查重力加速度

(coo吋mating) 不致性或錯誤﹔確 實驗結果和該定

檢視 定某過程或產品內部 律的一致性

a. 檢查（checking) (detecting) 的一致性？檢視實行

監視 程序的致性

(monitoring) 

測試（t巴sting)

檢視產品和外部規準 評論兩種解決問

的不一致性﹔確定產 題的方法，何者

b. 評論（critiquing) 判斷。udging) 品是否有外部一致 最佳

性，評論解決問題程

序的適切性

集合要素以組成一個

6. 創作（create)
具協調性或功能性的

整體，重組要素為一

個新的模型或結構

a. 產生 提出假設 根據許多規準’建立 對觀察現象提出

(generating) (hypothesizing) 可能的假設 假設

b 規畫（planning)
設計 設計一個程序以完成 針對歷史論題計

(designing) 某些任務 劃一篇研究報告

c. 製作 建造 發明新產品 為特殊目的建築

(producing) (constructing) 一處棲息地

主教學目標（行為目標）的編寫

有了單元主題後，便需訂定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是指本單元

設計的目的，也就是希望當學生學完本單元的內容後能學到哪些知

識、技能或情意。教學目標為課程的樞紐，整個課程的設計必須環

繞教學目標。當學習結束後，教學目標亦為評定學生是否達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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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因此教學目標的訂定非常重要。而要訂定教學目標，教師

必須先知道學生的起點行為，否則訂定的教學目標可能太難而導致

學生難以學習，教學目標無法達致﹔也可能太容易，學生已經具備

了這些知識或技能，那該課程就會顯得沒有意義了。到底甚麼是

「學生的起點行為」呢？就是指學生現有的能力、經驗、興趣、態

度，與學習成就等有關的因素。當教師對學生的這些情況了解愈

多，所設計出來的課程也就愈能符合學生的需要。

教師可按以下四個基本步驟來計劃學習目標：

（一）以行為概念去闡述學習目標

教師必須以可觀察到的行為或技能的概念具體闡明學習目標。

每一項學習目標均須包括下列元素：

(I）目標行為 這是指學生在學會或掌握學習目標後，所能

達致的行為。

(2）已有技能 這是指學生在學習更困難的技能之前所應具

備的基本技能。

(3）教材及教學指示是指教學上所需的教材和教學指示。有時

候，其中還包括一些教學所需的條件。

(4）成功的準則 這是指學生在指定嘗試次數中能多次表現

目標技能才算掌握該目標技能。

（二）訂定教學的先籠次序

教師應仔細安排各個學習目標的次序，這對於推行課程是很重

要的。教師應先選擇較低層次的學習目標，然後才選擇較高層次的

學習目標。例如：學生學會畫線後才教他們寫字。在某些情況下，

學習目標本身也有特定的次序。例如﹔要穿上襯衫才扣鈕子，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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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是連續進行的，或須按既定的次序來進行。掌握基本或所需的

目標技能後，學生便能更快地學習較高層次的目標。例如：學生若

先掌握了于眼協調的技能，學習寫字便較為容易。至於沒有關連的

目標，則不需按特定的次序來教授。

（三）訂定基礎評估的程序

這程序要清楚明確，用作測試學生現有的技能程度或已有技

能。經此評估後，教師便能了解該學生是否已掌握學習目標所需的

已有技能。

（四）編寫目標技能的教學步驟

當了解學生的已有技能後，教師便可計劃詳盡的教學步驟以協

助他們達致學習目標。編寫教學步驟時，教師應按目標技能的深淺

再分為多個較小的步驟，以便能根據學生的已有技能，選擇合適的

教學步驟，以縮減已有技能和教學目標之間的差距。

（五）編寫行為目標的實例

甲認知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按次序正確地說出摩西五經書巷的名字

﹒學生能夠背誦詩篇二十三篇

學學生能夠區別律法和恩典

乙情意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在家庭中實踐孝敬父母

＠透過對婚前性行為的研究，學生對於婚前的男女關係能夠表

現負責任的態度

e 學生能夠在全職事奉生活中實踐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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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技能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正確地以歸納法研讀聖經

＠學生能夠建立一個單親家庭的支持小組

8 學生能夠正確無誤地以倉頡輸入法書寫中文稿件

（六）編寫行為目標的提示

(1）常常從學生的觀點出發：「學生能夠．．．．．．」

(2）下一步是最困難的，你要選擇一個「行動性的動詞」’去

描述你期望學生「知道」、「感覺」，或「做到」的。要避免不太

精確的動詞，如「學到」、「知道」、「研習」等等﹔要問自己：

「這是否正是我期望學生要做的？」「是否能更仔細一點？」「是

否任何人都能夠明白我的意思？」必須避免用一些教會常用的有宙

語，如「門徒訓練」、「僕人領袖」、「彼此建立」’和「廣傳福

音」等。

(3）切記：你只有比較固定和有限的時間去達到你的目標，因

此絕對不能定太高或太大的目標。你認為自己在有限的時間內實在

可以完成多少？

(4）教學目標是沒有所謂正確與否，只有精確或不精確，可以

達到和無法達到之分。

四教學內容

當教學日標已經確立，接下來的工作一般就是要確定教學的

內容：學生應該學習哪些知識、態度、技能等，才能達致教學目標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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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內容的分析

對學生的學習現況的了解：原有的知識與技能、認識與態度

等，透過一定的教學活動，學生獲得了知識技能，提高了認知，改

變了態度。

這樣的分析有兩方面的目的：

(1）確定學習內容的範團與深度：教甚麼？

(2）顯示學習內容中各項知識與技能的相互關係，為教學順序

的安排奠定基礎：怎樣教？

（二）教學內容的分層和組纖

教學內容有一定的結構組織。一般分為學科（course）、單元

(unit），和項目〔課〕（item）等層次。

注意：教學內容的分層沒有統一或一成不變的標準，每個單元

的範圍及深度也是相對的。教師應該根據教學的實際需要來決定。

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組織。在有的學科中，各單元的內容相對

獨立，因此在順序上可互相調換位置。但在另一些學科中，一個單

元的學習構成另一個單元的基礎，因此單元的順序安排特別重要。

還有在某些學科中，各單元之間的連結關係是綜合型的，教師宜小

心處理。

內容相對獨立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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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元為另一單元的基礎

︱學科目標 i

單元4

單元3

• 
單元2

• 
單元1

單元間的緝合聯結闊係

在組織方面，一般有以下的方法：

(1）按照年代、時間的進程編排（如教會歷史）

(2）按照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編排（如語言）

(3）按照先整體、後局部的順序排列（如聖經書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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