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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目标的意义与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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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教学目标，既为教学准则，也指导教学行动。教师们强调教学目标越具体越好，而事实上确定教

学目标不过是个文本程序，对教学本身很少产生实际意义。我们的教学还没有精细到由教学目标统领教学活动的

程度。将教学目标置于目标分类学理论中加以分析，既体现在教学设计的功用，也反映应有的学习过程；既着眼目

标实施过程的细节，也顾及目标结构对有效教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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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目标的功能，是围绕知识教学完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的任务。[1 3尽管如今的教学

目标出现了七个发展趋势①，但是它们仍属于一种愿望[2]，由教学任务定向的教学目标没有变，课程的功能

也没有变。只是教学目标的内涵，变得有所丰富而已。[3]

历史教学界需要打破一向只看进步、只讲成绩的研究惯例，认真面对越来越棘手的教师倦怠、学生厌

学、质量低劣和考试等诸多问题，再不掩饰其困境，从问题出发解决问题。其中，明确教学目标的意义以及

相应的技术，真实地提高教学质量，便是一个重点。

一、教学目标还不能有效指导教学

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历史教学中的三个流行观点。

1．历史教学的魅力在知识本身，特别是被细节化的知识

历史教学是通过讲述具体的事实实现的，只要教师自身的历史知识足够丰富，教学就会变得简单而有

趣。教学方式与教师理解的学习内容的本质密切相关，即历史知识依赖记忆，讲述具体内容是记忆的基本

条件。历史教学应给学生完整地陈述事实的印象，并由此形成历史表象。该看法的专业角度是从史学的本

体论出发：“教历史”如同讲历史(本身)，学历史如同记(真)历史。

2．历史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一样，应该首先考虑学生的特点

历史教学在基础教育中不是专业性学习，只是教给学生一些基本常识。而且，这些常识受国家意志的

制约，只能是有选择地讲授“国家记忆”的部分。学一点历史知识、记住一些历史常识，不仅是教学的立足

点，而且必须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向。为此，“教教科书”是毋庸置疑的。从教学方式看，它与第一种观点一

致。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一种观点强调教师的学养，看重用史学中的基本规范确定教学的常规，“讲”包

含了教师对专业的追求，以及教师有个性的历史理解。第二种观点更多地从教学法方面着眼，“讲”的要求

基本上囿于教材教法。

3．教学法或教学方式决定教学的难易度

每个成功的教师都在教学法方面有独特的心得，其所运用的教学方式都有独到之处。它强调两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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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知识目标需反映新成果，能力目标应有层次，思想目标要反映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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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大多数学校里，教学法的实用性体现在“教材教法”方面；受考试文化的影响，教法与

考试成绩紧紧捆绑在一起，使教法满足两个功利性目标：为书本知识服务；为升学服务。

上述观点从国情出发，不宜简单地断定孰是孰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都从各自方面导致教师忽

略了教学目标的应有意义。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的备课一般都以教学内容为中心，内容确定后再添写教学

目标已成习惯。很少有教师是“由教学目标定向教学内容”的，更不要说“由教学目标控制教学很多”了。过

去，教师们拟制订教学目标多由《教学参考用书》决定。现在，则多源于网络上的教案。教学活动设计和材

料丰富了，可是教学目标依然千篇一律。事实上，缺少了教学目标这个环节，有效教学无从谈起。

观点1看重的是“教什么的问题”，淡化了“教给谁”和“教了为什么”的追求。因为该主张的教师常常混

淆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历史教学的界限。所以，即便教学方式与教师理解的学习内容的本质有关系，也

不足以分辨教师所看重的学习内容的本质就与历史教育的本质的契合点。即从历史教育的本质出发的教

学，基于学生对历史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并将他们的能力与见识作用于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与获得。被动

接受大量的知识，就是达到了较高的信度，也不过是在接受教师转授的观点。如果是将教师的观点作为真

理来接受，那就伤害了历史教育的本真。①

观点2因为过于依赖教科书，以至过分强调学习的一致性(内容)和齐一性(形式)。然而，历史事实只由

历史教学的人文性决定，需要个性化的追踪或探究。另外，同一学习内容也不一定适宜所有学生，采用个性

化的学习策略或顾及到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才是最好的历史学习方法。从理论上说，不恰当地强

调“集体记忆”反倒容易导致“集体失忆”。这种失忆，不仅指“该记而记不住的历史知识”或“该有而没有的

历史观点”，更可怕的是，由强迫记忆直接或间接夯实的是历史偏见(与历史事实甚远)和历史臆想(基于错

误的、因利益而编造的伪事实)——作为大众的历史常识和遗留在大众头脑中的集体性历史意识。

观点3把教学法作为目的。因此，它不能决定课程的方向，更不易体现课程的价值。

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评判历史教学，不能不涉及教学目标，而且理应把教学目标放在核心位置。如今

的“三维目标”有一个取向，要求教师从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和学生的成熟度综合考虑历史教学的知识、技能

和教学策略。②从教学有效性看，教学目标的拟订和教学策略的选择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而在操作程

序上，教学目标处于首要地位。我们不能想象，教师在课堂上问“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如果像你说的那

样，又该如何解释?”“你能总结一下吗?”“我们能得出哪些结论?”“会出现哪些难题?”这类说明性或解释性

问题时，他会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作指导。至于更深层的历史教育理论问题，本文不再涉及。

二、教学目标应观照完整的历史见解

美国学者布卢姆将教育目标理论化等于科学化了。他将认知领域按照了解、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

价六个层次排序，并依照生物学原理，低层次的目标被满足后才向高一级目标提升。在实践中，完成低层次

的学习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包括经验)较少，越是往高层次目标走，学生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

当然，也有学者质疑，认知性目标是否都存在这样的等级顺序，抑或认知过程其实只有归类的问题，而根本

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等级顺序。也有学者指出，强调“高层次”或“低层次”的措辞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误导。

马扎诺③等人没有简单地否定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而是运用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如脑科学)对其进

行不断地改进，并最终以更为完善的理论发展了教育目标分类学。E4]137

①教师转授的观点，一种是教科书的观点，细说的话，就是教科书编撰者的观点。另一种是史学家的观点，尽管教师常常将史学家的观

点转化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一言堂”的课堂上，教师越是坚持所认可的观点，越是有能力让学生共鸣自己所认定的观点，就越容易产生历史偏

见，而不管这些偏见是出自历史材料还是直接受教师的感染。

②课程目标，指《课程标准》表述的目标；教学目标，指由教师拟订的教学目标；学生的成熟度，指“学情分析”；知识，指《课程标准》中的知

识目标；技能，指《课程标准》中的能力目标；教学策略，指《标准》中的过程与方法目标。

③马扎诺是美国中部地区教学实验室的高级学者。2001年出版《设计一个新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一书，在继承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2007年出版《新教育目标分类学》一书，完善了马扎诺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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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对教学科学化的影响

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下称56版)，特别是认知领域目标的六个层次，对教学的科学化产生了重要

影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主题的“认知水平”划分，可以是：了解：有多少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

理解：是什么因素促使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运用：如何确定战争的转折点?分析：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后

果?综合：美国为什么成为对战后政治格局影响最大的国家?评价：如果你掌握战争政策，你将如何去做?

其问题在于，不同的词会引出不同的反应。如，“你知道有多少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可以是，“根据你

的调查，卷入战争的国家都是什么情况?”前者唤起对“卷入”这个词的反应，后者则使学生更加详细地分析

“卷入”的具体情况。因此，目标的制定过程，既是对指向性词汇的选用(明确学习问题)，也可以使目标陈述

语成为刺激师生、生生互动，并达到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结果性内容。简单地说，该目标具有了“记住什么”

和“以什么方式学习”的功能，并将其建立在教师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它既源于教师对教材内容的熟悉程

度，也强制教师在教学开始时，就明确自我的教学行为，并将教学效果置于可测的背景中。

这种科学、理性的教学工具不断完善，有赖于教育界对它的持续关注，包括批评性和建设性方面的工

作。从1956年到2001年的半个世纪里，教育目标分类学一直是教学科学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马扎诺、安

得森相继发表了自己的新版教育目标分类学时，教育目标分类学获得新生。今天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在脑科

学等新兴科学基础上，对教学的指导意义前所未有(下称01版)。以图1为例(认知领域)。[4]1
37-138,132

图1 56版与Ol版目标分类的认知领域比较

2．以“从内外服联盟到封邦建国”一课的教学目标为例嘲

知识与能力：了解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内容，理解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归纳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

特点，提高认识历史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相关材料的研习获得有效信息，了解商朝内外服制度、西周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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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点，学会对历史问题的归纳与理解。通过探讨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历史作用、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等问题，熟悉历史事物的过程和方法。

显然，在01版中体现的较高层次的能力比56版要低。其一，01版对知识维度、认知过程的内涵界定，

与56版完全不同。如56版中，不包括自我认知的知识，而且二者有关程序性知识的表述也不同。另外，“三

维目标”或许适宜表述中长期的教学目标，用它表述一个课时的教学目标，不免空洞和虚构。所以，无论采

用56版还是采用01版作目标分析，只说明不同的目标理论对不同质的教学，既有操作上的功能也有制约

作用。

表I 56版的教育目标分类学

认知过程
知识维度

了解 理解 运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I．具体性知识 o o 心 一 q

2．程序性知识 q q q q

3．原理性知识 √ q q

表2 Ol版的教育目标分类学

认知过程
知识维度

提取 理解 分析 运用 评价 创造

1．事实性知识 。 一 、J

2．概念性知识 ＼j q

3．程序性知识 一 q

4．元认知性知识 q

3．采用马扎诺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益处

采用马扎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最大的好处是在整体性、灵活性、层次性和操作性方面，为教学目标设

计提供了明晰具体的评价内容。诸如，信息领域知识中的提取(回忆、执行)；理解(综合、表征)、分析(比较、

分类、分析、概括、具体化)、知识(决策、问题解决、探究、调查研究)、元认知系统(目标设定、过程监控、清晰

度、精确度)和自我系统(效能、情感反应、动机)，[4145既能够检测教师制定目标的程序性，也可以提升学科教

学的内在价值。

把马扎诺的理论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思维系统”的观点，可以被历史教学研究者接受。一是它跨越了

“知识是回忆性质”的观点，相信知识是由不同的智力过程控制的，二是它把心理活动过程看作是与智力过

程和信息一样的知识类型。因此，认知系统、元认知系统和自我系统于教学实践而言，确定性的内容是怎样

学(方法)和学了会怎样(价值)。据此，历史教学目标不能再走全面等于臃肿的路子，而是要强调，在一节课

里不能装太满的东西、有太多的教育奢望，应该整体地去关照“完整的历史见解”的建构和养成。

三、确认教学目标“维度”的关键要素

“三维目标”的依据在哪里，莫衷一是。简单地说，“知识与技能”维度含有智慧技能，并作为“程序性知

识”归于“知识维度”。“过程与方法”维度则是作为连接“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桥梁被强

调。三者的基本关系如图2所示。

1．表示层级由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向上单向箭头)

2．知识维度中的内容与过程方法间的关系。(双向箭头)

3．技能维度与之对应的过程。(双向箭头)

4．知识的习得过程影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养成。(双向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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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维度过程与方法维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

技能维度

创造

评价

分析

应用

理解

回忆

有意沟通

技巧动作

体能

知觉能力

基础动作

反射动作

性格化

组织

价值评价

反应

接受

6：
‘

，7 1．．．．．．．．．．．．．．．．．．．．．j

、、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图2三维目标之间的关系

5．技能的习得过程有时也带有知识的习得过程的参与。(双向箭头)

6．技能的习得过程间接影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养成。(双向虚线箭头)

“三维目标”采用了马扎诺理论。知识和技能维度，采用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

性知识；过程与方法维度，采用了回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维度，则混合了

马扎诺的自我系统思维，以及克拉斯沃尔、布卢姆等人的“情意领域”理论。[63

概括地说，“知识与技能”维度是学习结果的输出部分；“过程与方法”维度更利于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

并为教师制定教学策略提供依据；“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主要用于内化学习成就。然而，因其自身的复

杂性，历史教学实践常常不得要领。要么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相互脱节，要么讲知识，不问意义。究其原因，

依然是把教育目标、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放到一个锅里煮。

四、教学目标的蠡测与矫正

不能将课程目标直接下移到教学目标。①[73我们常说的教学目标，即课时目标抑或微观目标，它反映学

生的习得过程和结果，完成的学习任务要明晰，学习过程要可控、学习结果应可测。将宏观的、体现学科教

育目的的课程目标，直接作为微观的、体现即时性的教学目标，造成了架空“长效”目标，虚化“有意义”的知

识，并将学习技能“稚化”的现象。如，《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简述《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初步了解法国大革命的

历史影响。讲述拿破仑的主要活动，评价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历史作用。[8]反映在教学目标中则如下。

1．知识与能力

了解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等重大事件：攻占巴士底狱、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雾月政变、法兰西第一帝国

的建立；讲述拿破仑的主要活动，正确评价拿破仑。理解掌握《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概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综合归纳问题的能力；理解

《人权宣言》的内容，认识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性文件；通过小组合作，学生课前收集整理有关拿破仑

的主要革命活动并在课堂讲述，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学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推动法国大革命发展的史实，对学生进行“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通过对拿破仑战争的学习，让学生了解

拿破仑战争性质的变化和作用的两面性，使学生认识到侵略战争必然失败，树立学生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的

①关于宏观目标、中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问题，十年前已经引起历史教学界的重视。甚至有将国家教育目标、地区性教育目标、学校教

育目标、学科教育目标、单元教育目标、课时目标等搭成“扇形目标体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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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意识。④

显然，第一维度的内容与《历史课程标准》相同，多出的部分是教科书内容。第二维度赖以支撑的学习

内容与第一维度重复，教学活动若抽去具体知识，则毫无学科特色。第二维度的评价部分与第三维度重合，

无论是能力，还是思想意识、思想教育等，都围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将《历史课程标准》和教科书

内容结合起来看，教学目标只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学习哪些基本知识；二是用所学知识解释即定历史观点

的正确性。用“三维”表述，教师很难抓住重点不说，其苦心安排的活动，就是不上历史课，其他课程不是一

样做得好吗?

从课程目标到教学目标，需要合理的转化过程。在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之间，还应有一个中观的成效

目标，以规定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达成标准，如能力指标等。不在程序上使目标越来越具体，有效教学是不易

实现的。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课程目标的衰减程度，提高教学目标的实际效益，需要结合现代目标理论和

历史学科特点，厘清教学目标的刚性标准，促使历史课堂教学愈加严谨、规范、清晰、具体和可测。如，英国

的经验可以借鉴(8年级)。[93

1．中观目标

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大多数学生将能够：知道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和发展过程；知道不同身份的人们对

主要事件作出的解释；选择和组织信息得出自己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有些人支持处死路易十四；描述大革

命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整体描述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②

2．微观目标

本单元学习8—11课时，每个课时的教学目标如下。

(1)关于变革的思想；法国大革命是对教会、贵族和皇权的打击；总结自己研究的要点。

(2)统治者的特权不足以解释革命的起因；革命的起因有很多，包括新思想和经济的发展。

(3)巴士底狱之所以被摧毁，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革命者占领巴士底狱的意义。

(4)从1789年到1793年，革命者对于君主政体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运用基

础知识支持和交流某个特定的观点。

(5)每个革命者的背景和动机是复杂的；不同的材料强调不同的革命动机。

(6)革命对特权阶级的打击是有限的；妇女、黑人、商人等社会群体，在革命中受到歧视。

(7)罗伯斯庇尔在其执政期的作用；罗伯斯庇尔与其他革命领导者的异同点。

(8)组织和交流个人对法国大革命性质和原因的认识。

这里不讨论两国的历史教学内容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同，仅就目标论目标。其一，同样是十四五岁的儿

童，我们上“法国大革命”即便是用2课时，内容也较英方多不少，更何况要用“三维目标”交错搭建所学内容，

难度一目了然。其二，我们的“三维目标”并没有在“知识维度”、“技能维度”方面比英国有更高的要求。诸

如，“引导自主学习”比“选择和组织信息得出自己的见解”、“语言表达、归纳问题的能力”比“总结自己的研

究要点”、“小组合作”比“组织和交流个人对法国大革命性质和原因的认识”，都显得空泛。其三，以效率看，

我们用80分钟学习的东西，英国至少用320分钟。但是，以学科性论其学习的效果和效益，我们则大打折

扣。首先是我们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统领历史知识，并不需要把时间花在史实上；英国则由史实带认识，

对史实没有多方面、多角度的了解，就没有自我认识，所以要花大把的时间用于了解史实本身。其次是目标

的“约束力”不同。宏观目标无法实际控制教学活动，“教学活动设计”游离于教学目标是必然的。微观目标

需与“学习结果”配套，以至教师在设计活动、开展活动时，都不能随意。比如：

目标：组织和交流个人对法国大革命性质和原因的认识。

对学生的要求：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写成一篇有关革命的动机和原因的文章；归纳那些有明确

重点的主题句或句子。

给教师的建议：帮助学生写一篇文章；向学生强调大革命产生的诸多原因，以及革命者的动机很复杂。

①该教学目标由多个相同学习课题中选出，选择标准：普遍性；典型性。该学习课题因地区不同，放在8年级下学期或9年级上学期。

② 以下还有“进步不大的学生将”和“进步较大的学生将”两部分。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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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目标也在一直变化。

‘显然，有“历史味”的有效的历史课是通过微观目标实现的。也可以说，由微观目标规定学习成效。宏

观目标不仅不能真正达成“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新理念，而且常常在教师、学生、教材三者关系上顾此失

彼。所以，有效教学的教学过程——“有意义的教学”——也由有效目标来控制①。其中，教师与学生、材料

与观点、记忆与理解、事实与解释等诸种关系，既不能错位，更不能对立。历史教学采用“三维目标”思考学

习单元或许没错，但是应用于微观的课时目标，就没有不出错的——大而空且非学科化。

历史教学理应精细化。只有精细化了，才有独立的学习价值。作为先决条件，教学目标必须精细化。

如今，无论从什么角度认识历史教学目标的意义和作用，都不能回避历史教学的专业化问题。同样，作为历

史学的历史教学也好，作为历史教育的历史教学也罢，其专业化的立脚点还是历史本身。

诚然，历史本身是个性化的产物。所以，教学目标理应为个性化的历史教学提供保障。剔除教学目标

的一切繁文缛节，当是复原历史教学活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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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and Formation of the Instructional Obj ectives of History

ZHAO Ya—fu

(School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The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of history are teaching standards and guide teaching action．

Teachers emphasize that the more specific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are，the better．However，in fact，mak—

ing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is just a text procedure，which has little meaning for teaching practice．Current

teaching has not been SO meticulous that teaching action can be guided by teaching objectives．An analysis

of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with the theory of goal taxonomy reflects not only the function of instructional

design，but also the process of learning．Such analysis not only consider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de—

tail，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ucture of obi ectives on effective teaching．

Key words：history instruction；effective teaching；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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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提出有效的历史教学要具备三个条件：简化现已流行的大结构教学设计，历史课的结构越简洁越好；让学生有生成，他们是否理

解了学习内容，要看他们能否自己表现；将学习课题意义化，没有意义的历史内容不必学习，既然这个内容值得教和学，就一定有你选择它的意

义。见赵亚夫：《历史教学目标刍议》(三)，载《历史教学》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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