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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高層次認知教學策略 
 
貳、高層次認知評量設計範例 
    ～音樂科 



高層次 vs. 基礎層次思考 

基礎層次思考： 

記憶、回憶、基本的理解、觀察技巧 

壹、高層次認知教學策略 

高層次思考： 

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問題解決 

有效的高層次思考應用 
需以基礎層次思考為基礎 



高層次認知教學的策略 

2001年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系統 

 一、「知識向度」(名詞)：協助教師區分「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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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知識 
1-1 術語或專有名詞的知識 

1-2 特定細節或要素的知識 
例如：指認音樂符號或
樂器的名稱 

概念知識 
2-1 分類與類別的知識 

2-2 原則與通則的知識 

2-3 理論、模式與結構的知識 

例如：將聽到的音色與
演奏樂器名稱相連結 

程序知識 
3-1 學科特定的技巧與演算知識 

3-2 學科特定的技術與方法知識 

3-3 使用適當程序時機的規準知識 

例如：運用歌聲或樂器
唱奏出樂譜上的音樂 

後設認知
知識 

4-1 策略的知識 

4-2 認知任務的知識 

4-3 自我的知識 

例如：使用適當的音樂
術語，說明自己與他人
作品的特徵與價值 



壹、高層次認知教學策略 

程序知識 

概念知識 

事實知識 



 二、「認知歷程向度」(動詞)：促進學生保留與 
                           遷移所習得的知識 

創造 Create 

評鑑 Evaluate 

分析 Analyzie 

應用 Apply 

瞭解 Understand 

記憶 Remember 

產生、規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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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評論 

辨別、組織、歸因 

執行、實行 

確認、回憶 

說明、舉例、分類、摘
要、推論、比較、解釋 



新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二向度分類表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1.記憶 2.瞭解 3.應用 4.分析 5.評鑑 6.創造 

A.事實知識             

B.概念知識             

C.程序知識             

D.後設認知知識             

高層次思考乃較為複雜的思考過程，它需要涉及
質問、詮釋、分析、綜合、組織統整訊息、推論
等技巧。         因此「分析」、「評鑑」及「創造」三
個認知層次，為高層次思考教學應強調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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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於分類表中置入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教學評量 

新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之應用方式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1.記憶 2.瞭解 3.應用 4.分析 5.評鑑 6.創造 

A.事實知識 活動 1           

B.概念知識   
活動 2 

測驗 1 

活動 3 

測驗 2 

教學目標 
活動 5 

  

C.程序知識     
活動 7 

測驗 3 

活動 6 

 

D.後設認知
知識 

活動 4         



教學方法的選擇 

1. 提供個人練習機會 

2. 進行小組討論與合作學習 

3. 運用開放性問題 

4. 採用延伸性問題 

5. 善用演繹、歸納與統合式思考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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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學習成效評量～音樂科 

綜合測驗：選擇題 

貳、高層次認知評量設計 

六
年
級 

B.概念知識 

A.事實知識 

2.瞭解層次 

1.記憶層次 



九
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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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概念知識 

2.瞭解層次 

B.概念知識 

2.瞭解層次 



實作測驗：簡答題 

貳、高層次認知評量設計 

六
年
級 

(1) 關於這兩個變奏樂段的變奏手法，我覺得第一個變奏樂段： 

(2) 關於這兩個變奏樂段的變奏手法，我覺得第二個變奏樂段： 

4.分析層次 B.概念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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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級 

(1) 我覺得這兩首樂曲的「相同處」是： 

(2) 我覺得這兩首樂曲的「相異處」是： 

4.分析層次 B.概念知識 



謝苑玫（2007）。布魯姆教育目標
分類系統於音樂教學與評量之運用

—以《彼得與狼》為例 

《彼得與狼》音樂欣賞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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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教學目標： 

  1. 認識各個角色所代表的樂器名稱 

    2. 認識代表各個角色的樂器音色 

    3. 認識代表故事中各個角色的主題 

 
A.事實知識 1.記憶層次 



依修正版Bloom認知教育目標修改的教學目標： 

知識 
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記憶 瞭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造 

事實知識 

1.樂器名 
2.角色名稱 
3.各角色的 
  主題 

各主題演奏
的樂器與代
表的角色 

    批判樂器
與角色搭
配的適切
性 

  

概念知識 
作品中所使
用樂器的音
色 

《彼得與狼》

的故事 
  

劇情與音
樂要素的
搭配方式 

    

程序知識 

      特定段落
角色出現
的順序 

    

後設認知
知識 

  解釋自己為
什麼對特定
角色、樂器
印象深刻 

    說明自己
認為哪個
樂器與哪
個角色搭
配得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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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與狼》的音樂欣賞評量目標 

知識 
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記憶 瞭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造 

事實知識 
各樂器所
代表的角
色 

    
批判樂器與
角色搭配的
適切性 

  

概念知識 
辨別樂器音
色 

  

  產生自己
的角色與
樂器搭配
計畫 

後設認知
知識 

  解釋自己
為什麼對
特定角色、
樂器角色
深刻 

    
說明自己認
為哪個樂器
與哪個角色
搭配得適切 

說明自己
的角色與
樂器搭配
計畫的原
因 



封閉式問題 

    填充題：「辨別樂器音色」 

 

 

    配合題：「瞭解各樂器所代表的角色」 

 

    

《彼得與狼》的音樂欣賞評量測驗題型 

B.概念知識 1.記憶層次 

A.事實知識 2.瞭解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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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開放式問題：簡答題 

     1.「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樂器是    ，因為     」 

 
 

     2.「我認為    (角色)使用    (樂器)，用得很 
     恰當，因為     」 
 

     3.「我認為    (角色)如果能用    (樂器)來表 

     達會更合適，因為     」 

2.瞭解層次-解釋 

A.事實知識 

D.後設認知知識-自我知識 
5.評鑑層次-評論 

B.概念知識 

D.後設認知知識-認知任務知識 6.創作層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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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事實知識 

D.後設認知知識-自我知識 



Q & A 討論時間 

～感恩您的參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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