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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我們大都以『智商』來評論一個人的智慧高低，例如IQ-130以上則稱之

為『天才』，IQ-80以下則叫做『智能不足』，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1983 年，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者豪爾.迦納(Howard .Gardner)，在他的著作

『智力架構』一書中，提出了每個人先天都具有：『語文智慧、邏輯－數學智慧、

空間智慧、肢體－動覺智慧、音樂智慧、人際智慧、內省智慧與自然觀察者智慧』

八項基本智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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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我們大都以『智商』來評論一個人的智慧高低，例如 IQ-130 以上則稱之

為『天才』，IQ-80 以下則叫做『智能不足』，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例如舉世聞名的

發明大王愛迪生，曾被人認為是低能兒；然而大陸唐氏症患者胡一舟，其智力僅

30(只會從一數到七)，但其音樂指揮造詣卻高於天才的智商，曾與世界各地十多

個知名的樂團合作指揮演奏。依『多元智慧理論』，他們的頭腦才不簡單，因為他

們可能達到一般人無法完成的成就。 

  1983 年，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者豪爾.迦納(Howard .Gardner)，在他的

著作『智力架構』一書中，提出了每個人先天都具有：『語文智慧、邏輯－數學智

慧、空間智慧、肢體－動覺智慧、音樂智慧、人際智慧、內省智慧與自然觀察者

智慧』八項基本智慧的存在。 

貳、多元智慧 

一、與文字相處之道：語文智慧 

 用文字思考、用語言表達和欣賞語言深奧意義的能力。 

 卓越代表：作家、詩人、記者、演說家、新聞播報員。 

  善用聽、說、讀、寫的技巧來建立一個語文學習的環境。教師可以利用與學

科主題相關的故事或生活經驗，來使課程變得生動，增強學生的聽講能力；利用

班級討論和小組討論，或鼓勵學生上台說故事或心得分享，訓練學生說話技巧。

發展班級圖書室或利用公佈欄、黑板，增進學生閱讀的興趣。提供有選擇性的各

種寫作作業，或是學生感興趣的題目來提升寫作的興趣。 

二、計算的心靈：邏輯－數學智慧 

 使人能夠計算、量化及考慮命題和假設。 

 卓越代表：科學家、數學家、會計師、工程師、電腦程式設計師。 

  邏輯－數學智慧包含了：數學計算、邏輯思考、問題解決、演繹和規納推理、

以及對型態和關係的辨別等成分。可以利用邏輯教學、演繹邏輯、歸納邏輯、加

強思考和學習、數學思考程序、數字計算、跨課程的故事應用問題、排序等方式，

營造出邏輯－數學智慧的學習環境。這些方式並非只運用在數理教學上，而是能

將數學和邏輯思考統整在各個學科領域中。 

三、動著學：肢體－動覺智慧 

 使人能巧妙處理物體和調整身體的技能。 

 卓越代表：運動員、舞者、外科醫生、手工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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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迦納的看法，那些能夠支配身體，或運用部分的身體，來解決問題的人，

就是擁有高度發展的動覺智慧，但是在某領域上具有高度技能並不意味著在其他

領域也有相同的天賦。有些人光是透過視覺和聲音的感覺頻道來理解和記憶訊

息，並不充分，或許他們適合『從做中學』的學習歷程。教師可以透過戲劇中的

角色扮演，或是導入創意動作的活動，或藉由操作物（拼圖、積木）、教室遊戲與

體育活動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讓學習歷程更具機動性和互動性。 

四、人人都是藝術家：視覺－空間智慧 

 讓人有能力以三度空間的方式來思考。 

 卓越代表：建築師、畫家、雕塑家、飛行員、航海家 

  麥金在他『視覺思維經驗』一書中，主張視覺思考左右著人類所有活動。從

語文的演進方式，可以看出在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裡，視覺心像是一種比語言符

號更古老的方式。現在的學生大都是看電視長大的，都帶有高度視覺化的學習傾

向，如果把視覺幽默納入教室佈置中，教室環境可以變得更具輔助性，也更吸引

人。和主題有關的漫畫、俏皮活潑的海報、幽默的圖畫、或是照片，都可以傳遞

和學習有關的愉悅訊息給學習者。教師可以利用組織架構圖、幻燈片、投影片、

影片或互動式影音光碟來做輔助教學道具，讓一些看似無意義的抽象事物轉變為

可以理解、看得見的實體，來幫助學生的學習。 

五、傾聽：音樂智慧 

 對音準、旋律、節奏和音質等感覺敏銳。 

 卓越代表：作曲家、指揮家、樂師、樂評人、樂器製造者 

  音樂無疑是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ㄧ，它以人的聲音和肢體為工具，也是人們

自我表達的方式。由於音樂與情緒有緊密的連結，教室裡的音樂可以創造出一個

有益學習者的正面情緒環境。除了製造愉悅的教室氣氛外，音樂可以用來放鬆、

提振精神、集中注意力、或是使轉換更流暢，也可以利用歌唱的方式來幫助學生

的學習記憶。 

六、了解他人：人際智慧 

 能夠善解人意，與人有效交往的才能。 

 卓越代表：教師、社會工作者、政治家、推動者。 

  人際智慧可以讓我們了解別人，與別人溝通，注意別人的心情、氣質、動機、

和技能上的差異，它包含了建立與維持關係的能力。教師可以利用班會來培養班

上所有學生的情感、社會與道德發展。透過合作學習、志工服務、有效的衝突管

理與尊重個別差異，來提升學生人際智慧的發展。 

七、內在世界：內省智慧 

如何建構正確自我知覺的能力，並能善用這些知識來計畫和引導自己的人生。 



 
 

卓越代表：神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 

  建立一個培養自我價值感的環境，教導學生學習稱讚他人與接受讚美、同儕

間的互助，幫助學生設定特定、短期且有難度而實際的目標。讓學生學會利用思

考技巧來面對快速變遷的世界，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以及複雜的個人抉擇。讓

學生學習透過他人來認識自己，以及反省人生的憧憬與目標。 

八、環繞我們的世界：自然觀察者智慧 

 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型態，辨認並分類物體，且能洞悉自然或人造的系統 

 卓越代表：農夫、植物學家、獵人、生態學家、庭園設計者。 

  1995 年迦納把原本的七種智慧加以拓展，加進了第八種智慧『自然觀察者智

慧』。是早期人類為了求生存而演化而來，包括辦識物種的益害、氣候的變化、以

及糧食資源。具有高度自然觀察者智慧的人，可以創造跨越人類生活世界文化的

產品與理論，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大千世界無盡的物種，以及單細胞的微渺世界。

透過對自然學科的主題，學生可以經驗到自己和週遭環境間的息息相關。教導學

生利用其他感官來『觀察』週遭的環境，培養學生察覺事物關係的能力並加以分

類。 

參、結語 

常常許多學生由於對於學業產生不了興趣，形成與同學間學業成績的差異，因而

被學校貼上了『學習低成就』、『壞學生』、『智能不足』的標籤，在以前甚至被統

一的能力分班，往往使得一些本性還不壞的學生，由於物以類聚『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的關係，加上一些老師的漠視嘲諷，開始自甘墮落，漸漸形成校園的隱

憂，甚至社會的問題。 

 

  從『多元智慧』觀點來看，人的智慧是屬於多元的，教師必須重新看待每個

學生的智慧，或許他在學業上有較差的表現，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了這位學生，也

許他在其它的智慧中，有驚人的表現；或許這位孩子不是明天的李遠哲，但他卻

可能是未來的愛迪生或是貝多芬；因此，教師必須扮演著開發與培養學生的其他

能力的角色，發現學生的專長。李白在『將進酒』詩中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

孔子的『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教師們實在必須引以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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