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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intelligence）已長時間被許多的認知心理學家和教育研究者加以
研究和概念化。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慧論顛覆了傳統狹隘的智力觀點，且隨

著對個體差異的重視提升，教育界對多元文化課程的設計、針對特殊兒童安排
的課程倍加關注。本文即試圖藉由對多元智慧與多元文化教育、特殊教育兩者

關係上的探討，說明多元智慧理論運用於教育實務上的情形。

關鍵詞：多元智慧、多元文化教育、資優障礙。

壹、多元智慧與多元文化教
育

Dr. Howard Gardner指出人類擁有多
種智能，「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都

可以在不同學習領域，獲得最大的成長與
發展空間，「進而各自擁有一片天」。

Suleiman(2001）即指出：1.所有學習者有
其不同的智慧。2.所有學習者都有生物上

與生俱來的智慧。3.各種智慧互相關連並
互相增強。4.智慧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

的含義。5.智慧是普遍性的，不受限於語

言、種族、或文化。6.智慧和文化兩者間
有獨特的分界面。 7.智慧是後天可學習

的。 8.智慧如同人類需求（如：情緒上
的、文化上的....等）一樣具多樣性。9.

智慧和教導兩者間互相牽引。10.智慧可
以用許多方式來引發。

多元智能的理論事實上與傳統的特殊
教育及新近頗受重視的多元文化教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有異曲同工之
處。多元文化教育被認為是一種包含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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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的教育策略，主要是提供多元學習的

環境，以迎合所有學生在學業、社交和語
言上的需求（Suleiman, 2001）。多元文

化教育也是一種計劃重新建構學校的教育
改革運動，使得來自各種社會階層、種

族、文化和性別團體的學生擁有均等的學
習機會（Perry-Sheldon, 1994）。特殊教

育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也都在於使不同
性別、膚色和社會背景的所有學習者的都

能多方面發展智能，充分發揮其潛能。
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應經常反思

以下幾個問題，以檢驗課程是否反應了多
元文化的觀點：1.課程內容和教學策略是

否促進或阻礙了教育的公平性？ 2.課程內
容和教學策略是否有效用，或能幫助父

母、學生和教師間發展共同合作的關係？
3.課程內容和教學策略是否能促進社會上

的文化多元性或班級內部團體的融洽？ 4.
課程內容是否能增進學生對於多元文化和

不同種族團體更多認識（Perry-Sheldon,
1994）？

多元文化教育可以被視為一個可行的
工具去啟發不同學習者的多元智慧。且多

元文化教育應融入課程和教學方法中，促
進不同參與者的社會化和互動歷程。另

外，多元文化教育的內容和方法論必須建
立在民主哲學的基礎上，以反映對文化多

元論的確切了解，及在教育舞台中社會政
治的關連。而多元智慧的概念和多元文化

教育之間如能密切結合，將可以提供各種
多元的學習舞台（Suleiman, 2001）。

智力是否會因種族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目前並沒有證據支持因為不同民族、

種族而在智慧發展上有所不同。每一個民
族或種族團體均有相同的智慧稟賦，並以

各種方式展現多樣的智能。在多元文化推
展上，學校應試圖降低學校和社區環境之

差別；其次，學校應肯定學生之差異，並
表揚學生的個人資質，即使他們的資能和

學校的期望並不一致（Walters, 1992）。
Suleiman（2001）認為，以智慧為基礎的

課程和教學應遵循下列的指標：

一、誘發智慧（T a p p i n g
Intelligence）：

允許教師創造能讓學生使用其能力與

技能，以促進學習和成長的活動。誘發活
動吸引學習者透過以下的方式學習以建立

身體-心靈間的連結：1.運用身體的活動

去完成學習任務。2.和同儕及他人共同合
作協商。3.反思他們的工作以發現意義。

4.問問題以使隱含的意義更明確。5.運用
多元方式學習。 6.運用所有的感覺和經

驗。7.運用情緒、態度及動機的趨力。

二、轉化智慧（Transferring
Intelligence）：

此活動讓概念意義能被運用於學校

外，使學生在真實生活情境下，能解決問
題。轉化活動讓學習者經由以下的學習過

程建立學校-社區間的連結：1.完成學校
課程所交代的家庭作業。2.運用知識和能

力在他們的公民角色之上。3.和學校外的
人士互動。 4.符合教育上和社會上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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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5.以全面性的思考、局部性的行動來

解決問題。6.將所學運用到適當的真實生
活情境。7.參與社區服務學習。

三、催化智慧（A c t i v a t i n g
Intelligence）：

此活動需要教師幫助學生去使用本身
學習的自主權。催化任務透過以下方式幫

助學習者從已知轉移到未知：1.運用自我
揭露活動。2.參與互惠性的學習活動。3.

和同儕及他人共同合作協商。4.反思他們
的工作以發現意義。5.活用知識和技能。

四、評定智慧（A s s e s s i n g
Intelligence）：

此指標讓教師去診斷學生的天賦和能

力，並教導他們以開展智慧。評定活動吸
引學習者經由下列過程建立所有智慧間的

連結： 1.確認他們的天賦和能力。2.將他
們的知識與能力予以資本化。3.揭露他們

的潛能與機會。4.允許擁有他種智慧的人
彼此之間互間交流。5.為學習創造挑戰和

動機。

五、表現智慧（Manifesting
Intelligence）：

教師於學生展示其技能或天賦時，鼓
勵其承擔風險。表現活動幫助學習者透過

下列過程結合他們的知識和技能：1.確認
他們在學校和社會大眾中的角色。2.扮演

他們在校內、校外所被期望的公民角色。
3.增強他們學習和成長的意願及技能。4.

使他們從擁有許多技能到巧妙地運用。

整體而言，處在多元文化差異的時

代，現今的教師須熟悉各種不同文化風
俗，選擇客觀的教材，教導學生正確的多

元文化觀點，接受個別差異，尊重各民族
的特色。

不同的學生擁有不同的性情、氣質，
就如同學習風格一樣，因而身為一個教育

者，應藉由時常改變教室環境以迎合學生
互異的需求。學校的課程中，教材應能夠

誘發、催化學生的智慧，並引導其轉化到
日常生活中運用以解決問題，鼓勵發生發

揮自己的天賦才能。如此學校教育才能真
正達到適才適性的目標，為國家培養出優

秀的人才。

貳、多元智慧與特殊教育

Gardner創始於1983年的「多元智力
理論」，當初雖僅為一種多元取向的智力

理論，但因其較其他多元取向智力理論更
易讓人理解，且也更著重理論在教育實務

工作上的應用，因此近幾年來其理念廣為
教育界所接受，甚至似已從單純的智力理

論漸擴充為一種對教育的理念與思維
（Piirto, 1999）。多元智能的觀點在特殊

教育上也極具參考與實務指引功能，其中
資優教育與多元智能的理念最為契合，然

而資優教育近年來雖成效不錯，但也有甚
多值得省思之處，資優障礙學生(gifted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之教育就是
值得重視的課題。本文以此為例說明多元

智能理念與特殊教育之關係。
Gardner的理論將智力定義為「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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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化脈絡（culture context）下，以正
確 方 式 處 理 訊 息 的 生 物 心 理 潛 能
（biopsychological potential）」，並認
為每個人皆具多元獨立且彼此自主共存的
智力，而這些智力單就個人內在差異而
言，則呈現凹凸不平的剖面圖（jagged
profile），即每個人的各項內在智力間有
相對性的優勢或劣勢（Ramos-Ford &
Gardner 1997）。

在師資培育方面，Gardner 認為具
「多元智力」的師資除了能先瞭解自身的
優、劣勢能力及其對教學的影響外，也能
主動提供學生許多探索、發展其興趣與潛
能的機會，並藉由多元的方式體察學生的
各項能力，進而對其提供合宜的課程設
計。另外有鑑於傳統智力測驗的缺失，
Gardner認為評量是種用以瞭解學生現階
段某項領域（domain）學習狀況與進步情
形的過程，並據此發現重新省思、訂定下
階段該領域的學習目標，因此，有意義的
評量應與學生所接受的課程與教學緊密的
配合與調整（Ramos-Ford & Gardner,
1997）。關於評量的時機，他認為應該在
最類似學生平常學習的環境下進行，以確
保評量的生態效度（e c o l o g i c a l
validity）」；關於評量的方式，應採取
「智力公平評量（intelligence fair
assessment）」，即評量盡最大的可能來發
掘 學 生 在 某 項 能 力 中 的 智 力
（intelligence-in-operation），並非僅
是探究抽象的語文或邏輯數學智力
（Karolyi, Ramos-Ford, & Gardner,
2003）；而關於評量的具體原則與作法：
首先，應廣泛的收集學生於特定領域的學

習成果以作為學生的「成長記錄（process
folios）」，然後為更詳盡瞭解與詮釋學生
的成長記錄，學生個人於各領域的「工作
型態（working styles）」記錄亦不容忽
視，最後必須要瞭解的是學生的評量工作
是項「持續性的過程（ongoing process
）」。

Gardner 將其教育目標訂為「理解
（understanding）」－理解物質的與生物的
世界；也理解自己與他人的世界，以此發
軔，其認為教育最理想的目標是要達到
「真正的理解（big-U）」－學生能精熟學問
領域中的核心概念與工作程序，並也能將
此能力遷移至學校以外的情境。據此目
標，Gardner鼓勵與社區大眾應為學生界
定出合宜的領域核心概念，以利學生瞭解
多元的世界，然，為精熟、理解各領域的
核心概念，教育人員也須為學生設計各學
門領域的入門主題（entry point），並藉
由各主題間的連結，達到整合學生個人
優、劣勢能力的功用。

以上述教育理念與傳統的教育措施相
較，可窺知Gardner的教育理念除了明確
地指出應重視學生個人的內在差異外，對
於學生學習與評量間的關係也強調是種不
斷循環且彼此修正的關係，而其中推動此
項工作靈魂人物的則為也具多元智力的師
資，且更重要的是，這些理念皆也是需彼
此不斷修正、配合方能落實。

嘗將資優障礙學生教育困境與多元智
慧教育理念相比對，可以發現多元智慧理
論的教育理念確實有不少可供當前資優障
礙學生教育借鏡之用，其智力內涵理念可
供修正教育人員刻板印象之用；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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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可供省思師資培育分流盲點之用；評
量程序理念可供改善鑑定工作不利措施之

用；教育目標理念則可供訂定教育方案相
關對略之用，此外，基於上述多元智力理

論之理念，建立一個統整性的資優障礙學
生教育應用模式也似有其嘗試之必要，圖

一即是多元智力理論在資優障礙教育上應
用之模式，然後再分別據此闡述各理念對

及「個人內在能力呈現凹凸不平的剖面圖」

的理念支持，因此，就學術研究而言，吾
人應繼續致力探究各類資優障礙可能潛在

的優勢智力與劣勢智力，以供相關教育實
務參考；而大眾的態度也應理解到：其實

我們每個人在某些層面也可堪稱「資優障
礙」，只是真正的資優障礙學生其能力剖

面圖較常人更為陡斜罷了！為了更瞭解資
優障礙學生於當前八種智力內涵可能呈現

的智力差異，茲參考Cline 與 Schwartz
(1999)、 Little(2001)、 Yewchuk 與

Lupart (2000)等人對常見資優障礙學生

資優障礙學生教育之應用及其相互作用關

係：

一、應用「八種智力內涵」弭平刻
板印象

首先，極端的個人內在能力差異是資

優障礙學生重要的特質，又基於多元智力
理論「智力間彼此多元獨立且自主共存」

探究、理解資優障

礙學生八種智力

培育具多元智力理

念的資優障礙教育

提供資優障礙學生智

力公平評量的鑑定

提供資優障礙學生核

心概念本位的教育

圖一 多元智力理論之資優障礙學生教育應用模式

臨床特質之描述，並將其轉換、繪製成八

種智力內涵剖面圖（表一）。值得注意的
是即便是同類型的資優障礙學生其個人內

在差異也不盡完全相同，且上述各研究者
所持的探究觀點也有異，因此關於每位資

優障礙學生各種智力內涵，也有賴特教教
師實務工作上的發掘。

二、應用「多元智力教師」期許師
資培育

而關於資優障礙教師的培育，除了要

避免教育典範過度分流所造成的專業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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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可考慮將多元智力理論的教育理念
納入師資培育課程中，就消極面而言可弭

平教師的刻板印象並促成教師對自我能力
的瞭解；對積極面而言也可提升教師主動

發掘、理解學生內在能力差異，以作為教
育鑑定、評量與教育方案設計之參考。

三、應用「智力公平評量」提升鑑
定品質

其次，對資優障礙學生的鑑定，可改

為「針對學生潛在的資優領域在班級的環
境中進行長期性的觀察」，甚至也可讓具

資優障礙特質傾向的學生先嘗試參與相關
的資優教育方案，藉由方案的誘導以瞭解

學生的潛在才能。此外，教師也須慎重評
估學生鑑定與評量的結果，並將其作為下

階段教育方案設計的參考。

四、應用「核心概念理解」指引教
育方案

基於對資優障礙學生能力特質的理
解，且也為避免學習過度偏重傳統學科而

忽略了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與類化，因此
教師可參考各領域學門的核心概念以設計

教育方案中的單元主題，藉由對此單元主
題的探索以及定期的學習成長評量，資優

障礙學生可發展自身的多種智力與才能，
進而達成優勢能力的啟發和劣勢能力的補

救。
總括而言，對八種智力內涵的探究與

理解可促使多元智力教師的陶冶；多元智
力教師可以促使學生智力內涵的探究、智

表 一 資 優 障 礙 學 生 多 元 智 力 內 涵 剖 面 圖

語 文 邏 輯 -

數 學

音 樂 空 間 身 體 -

動 覺

人 際 內 省 自 然

資 優

肢 障

學 生

資 優

聽 障

學 生

資 優

視 障

學 生

資 優

學 障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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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平鑑定的施行以及核心概念本位教育

方案的擬定；而藉由教師長期對資優障礙
學生鑑定與教學的經驗，有可再度促成智

力內涵探究與多元智力師資培育的精進。
然而，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論對教育、

資優教育以及資優障礙學生教育有其重要
的啟示與貢獻，但，Daniel (2001)經評估

數個多元智力理論的相關資優教育方案
後，也提醒我們：雖然多元智力理論有其

意義與貢獻，但，當前支持其理論的實徵
性研究與證據尚顯不足，且該理論亦未明

確界說其所列的「智力內涵」究竟當歸屬
「智力」還是僅指「能力」，因此吾人在使

用應持適度的彈性態度，不應一昧地將其
視為萬靈丹（pan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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