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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摘录：

1、安德森等专家团队对布鲁姆认知领域的目标做了整合，提出了由知识维度和认知过

程维度构成的二维矩阵。他们对布鲁姆的认知领域水平划分进行了完善，将认知领

域由低到高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六个层次。记忆、理解、

应用，属于低阶思维层次；分析、评价、创造属于高阶思维层次。

2、不同类型的高阶思维活动设计

分析活动设计方法：

评价活动设计方法：

创造活动设计方法：

3、发展分析思维的策略：

（1） 呈现“大数据”（2）借助图表（3）指引分析路径

（4）教师追问 （5）运用信息技术

4、发展评价思维的策略：

（1）呈现多种观点、方案或作品（2）核查实验或观察结果

（3）体验评价的一般过程（4）制定评价标准（5）关注错误

5、发展创造思维的策略：

（1）激发创新需求（2）提供结构性材料（3）提供知识支持（4）介绍创新事例

（5）介绍创新技法（6）引导多角度思考（7）引导关注事物间联系

6、高阶思维活动的评价：

确定高阶思维活动评价目标的路径：

明确评价的对

象、标准、形式

收集数据 汇总数据 分解数据

分析各部分数

据间的关系
确定数据间的关系

核查或评论

评价对象

交流评价结果 提出改进建议

产生创新需求 进行创新 交流评价 改进创新



分析高阶思维活动目标 选择评价对象 设定评价目标要素 叙写评价目标

对我的启发：

思维的发展是有层次的，记忆、理解、应用，属于低阶思维层次；分析、评价、创

造属于高阶思维层次。一节完整的课既不能全是发展低阶思维，也不能全是发展高阶思

维。而是两种思维发展齐头并进，相辅相成。教学设计环节中，针对高阶思维发展的设

计相对较难，既要考虑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活动目标、活动内容、活动主题、活动形

式、活动过程、活动器材、活动表单等基本内容，又要特别关注活动中对学生思维的要

求 。整本书中既有发展高阶思维相关的详实的设计策略，又有丰富的高阶思维活动经

典案例的解析，为一线老师针对发展高阶思维活动的教学提供了宝贵的方法与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