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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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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指教学中师生预期达到的学习结果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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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标的分类

布卢姆

三个领域分类

加涅

五种学习结果分类



布卢姆的教学目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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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领域目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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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分类 情感领域目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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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安德森（Anderson, L. W.）等人在

吸收泰勒（Taylor，B.）“用内容和行为两个

维度来陈述目标”这一主张的基础上，对布

卢姆认知领域目标分类进行修订。

 将认知领域目标改为两个维度：“知识”和

“认知过程”。

认知领域目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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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Anderson, L. W.）认知领域目标分类



视野拓展——数字布卢姆

 “数字布卢姆”是美国教育专家安德鲁根据新的布卢姆目标分类学提出的信息化工具集合图示。它按

照认知领域“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六个层次，将这六个层次赋予数字时代新的关

键行为和可能进行的学习活动以及使用的软件，从而建立目标—行为—工具在活动教学上的关联，为

信息化教学和数字化学习设计提供支持。



指学习者借以调节他们自己的注

意、感知、记忆和思维等内部心

理过程的技能。

指习得的、影响个人对特定对

象（包括事物、人和活动）做

出行为选择的有组织的内部准

备状态。

指学习者通过学习获得了使用

符号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

指一种习得能力，以此技能为基

础的行为结果表现为身体运动的

迅速、准确、力量或连贯等方面。

指学习者通过学习以后，能记忆诸如事物的名称、符号、

等具体的事实，能够在需要时将这些事实陈述出来。

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

言语
信息

智力
技能

动作
技能

认知
策略

态度



系统性

需要从横向和纵

向两个维度考虑

各层次目标的联

系。

层次性

在客观上必须具

有从低到高的顺

序层次结构。

具体性

表述应力求明确、

具体，可观察和

测量，避免含混

不清。

2、教学目标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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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过程与外显行为相结合的表述法

行为目标的ABCD法

2、教学目标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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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目标的ABCD法



案例

在给定的一篇人物描写的短文中，小学四年级学生能在

8分钟内准确地用波浪线标注出描写人物脸部特征的词语。
（条件） （对象）

（标准）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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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CD法的四种语法结构



1 大家来找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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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的行为主体必须定位为学习者，
而不能是教师。

选用的行为动词必须是具体而非抽象的。

必须用教学活动的结果而不能用教学活
动的过程或手段来描述。

使用ABCD法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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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领域可供选用的行为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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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领域可供选用的行为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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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领域可供选用的行为动词



1 现场体验

选择一个教学内容，根据教学目标层次和表述

原则，撰写2~3条教学目标。



1978年，格朗伦（Gronlund，N. E.）在《课堂教学目标的表述》

中提出，先用描述内部心理过程的术语来表述学习目标，以反映理解、

运用、分析、创造、欣赏、尊重等内在的心理变化，然后列举反映这

些内在变化的例子，从而使这些内在心理变化可以观察和测量。

1内部过程与外显行为相结合的表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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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的分析

1ɻ Ὺ ⅎ

2ɻ Ὺ ⅎ

3ɻ Ὺ ⅎ



11、教学内容的知识属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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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场体验

请您根据之前选择的教学内容，分析该教学内容涉及哪些

类型的知识点，并将其填写在下面的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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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学内容的知识结构分析

 ⅎ ҅

Ὺ Ὶ ԝ Ὺ

ⅎ ɼ ⅎ ҅

ɻ Ὺה

ҏ Ὺ ҅

ɼ



12、教学内容的知识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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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学内容的重难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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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