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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據劉政宏（2002）的研究，學生的自我價值與學業表現有正相關。然而，學業表現

單靠默書考試作評估，對部分不善書寫的學生並不公平。若採用多元智能教學法，讓學

生掌握課堂知識的同時，又能培育他們各方面的潛能，而且多元的評估方式讓學生可以

選擇最合適的評估方法表現自己的學習成效。（趙志裕，2002）以下將會先簡介多元智

能的理論，繼而進行教學實踐的應用分析和評估及建議，最後是對整個多元智能教學的

反思和總結。 

 

 

多元智能理論 

 

每一個人都擁有多元的智能1，而每一種智能2都有發展和提升的空間。（霍華德．加

德納，1999）知識不但可以透過文字、數字來建構，也可以用空間信息、身體信息、音

符、內在的心理感應、人際交往時互相傳送的訊號，以至大自然默默無聲的語言來建立。

（趙志裕，2002）所以我們要引入多元智能的教學法，讓擁有不同能力的學生有發揮才

能的空間，也使每一個學生在多種智能上得到均衡的發展。 

 

而且多元智能教學是一種教育思維，其多元的評估方式比傳統默書考試更能夠了解學

生個別的學習經驗，並清楚學生的進度。多元智能的最終目的是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

為每一個學生創造最合適的學習條件。（趙志裕，2002） 

 
                                                      
1
 智能：是在某種社會或文化環境的價值標準下，個體用以解決自己遇到的真正難題或生產及創造出有

效產品所需要的能力。（霍華德．加德納，1999） 

 

2
 根據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 1983 年提出人具有多元智能，除了語言智能、數學邏輯智能

外，一般人還具有空間智能，身體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並在 1996 年加入自然觀察智

能。 

語言智能     ：對語言文字的掌握能力 

數學邏輯智能 ：數學和邏輯推理的能力以及科學分析能力  

空間智能     ：在腦中形成一個外部空間世界的模式並能夠運用和操作這模式的能力 

音樂智能     ：能察覺、辦別、改變和表達音樂的能力 

身體智能     ：運用整個身體或身體的一部分表達想法和感覺的能力 

人際智能     ：能察覺並理解他人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的能力 

內省智能     ：深入自己內心世界，能自我瞭解，意識到自己內在意向和自知的能力  

自然觀察智能 ： 能辨別、分類植物、動物和洞察其他自然環境的能力  

（霍力岩，2003；霍華德．加德納，1999； Thomas R. Hoer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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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應用與分析 

 

常識科的課程函蓋的內容相當廣泛，針對不同的教學內容，應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並發展學生不同的智能。我在三年級，我愛大自然的單元中，運用了以下的策略： 

 

教學目標 評估活動 主要智能 次要智能 

（一）認識一些香港的稀

有生物 

（知識） 

 

小組討論 

資料分析 

匯報 

自然觀察智能 數學邏輯智能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二）掌握在大自然觀賞

生物時要注意的事項 

（知識+技能） 

 

小組討論 

角色扮演 

自然觀察智能 身體智能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三）思考保育活動對大

自然和同學的好處，培育

愛護大自然的態度 

（技能+態度） 

 

小組討論 

匯報（角色扮演） 

工作紙（課後） 

自然觀察智能 身體智能 

空間智能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圖表一：課堂策略3 

 

我愛大自然這個單元內容主要發展學生的自然觀察智能。我嘗試貫穿多個智能，讓學

生認識香港自然環境的同時，發展更多的潛能。因為每一個學生的優勢智能都不一樣，

從他們的優勢智能作為引入，可以從而發展較弱的智能。（吳志宏，2003）我針對學生

喜歡說話，身體活動的特性，故安排匯報和角色扮演的評估活動。以有趣的活動引起學

生的學習動機和自信，且從中發展學生的語言智能和身體智能。 

 

在教學目標（一），我在上一節課先要求每組學生回家找尋一種指定稀有生物的資料，

然後在課堂向其他組別匯報。這項評估可以發展學生資料搜集、篩選、整合的能力，當

中運用了數學邏輯的智能。同時，在教學目標（三），我特意編制一份課後的工作紙4，

要求學生以《保護瀕危物種》為主題，設計一張宣傳單張。發展學生的創意能力和空間

智能。 

 

                                                      
3
 詳盡的策略流程請參閱附 p.9 附錄一（教案一）；p.10 附錄二（教案二）；p.11 附錄三（教案三）；

p.12 附錄四（教學簡報）。 

 
4
 工作紙範本可參閱 p.14 附錄五（評估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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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相當著重發展學生的人際智能，所以我由傳統的個別學習，轉為小組的合作

學習。在整個單元中，我均安排學生以小組5為學習單位，且在活動進行前，均安排一

個小組討論時間，讓組員間多溝通，以培養學生合作的精神。除課堂活動外，我更以小

組形式執行獎懲計劃6，並加入小組合作獎（兔子印）以培育學生互助互愛的態度。我

更有意地教導與同學相處之道，例如：互相尊重，平等發言，團結合作等。 

 

 

圖表二：小組獎懲計劃表 

 

  語言7作為人類進行交流活動的過程，它在小朋友的心理發展8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而

同儕對於小朋友社會語言的形成有著最大的影響。（詹棟樑，2007）所以發展學生的人

際智能的同時，我亦附以發展學生的語言智能。讓學生發展良好的說話表達技巧，以促

進人際關係的發展。另外，匯報亦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練習公開說話，發展語言智能。 

 

 

                                                      
5
 小組人數為四至五位。 

 
6
 圖表二的獎懲制度表會於課堂上張貼於黑板上，以小組為單位，麥兜印代表正面行為，灰太狼印代表

負面行為，兔子印代表合作行為。每星期作結一次，最多麥兜印而最少灰太狼印的組別可獲得最佳課堂

表現獎，最多兔子印的組別可獲小組合作獎，均獲小禮物一份。這計劃促進小組組員互相合作，提點，

有利發展學生的人際智能。 

 
7
 語言是人類溝通最主要的工具，人類表達思想、傳遞感情、交換資訊等，都離不開語言。語言是人們

運用語言材料和語言規則進行溝通活動的過程，透過實際的話語，而傳遞出去。（詹棟樑，2007） 

 
8
 語言的發生及發展，反映著兒童心理發展的需求，而兒童語言的表達又標誌著兒童發展的情形。語言

不僅是人類進行思維活動所必須，而且在其他的心理活動（例如情緒活動、表演的技巧等），也起著巨

大的作用。（詹棟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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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改善建議 

 

整體而言，這個單元的課堂均能夠發展預期的智能，尚算成功。每一個學生都有不同

的潛能，當課堂環境能發揮學生的優勢智能，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積極向上的動

力。(Armstrong，2002) 正如學者王為國（2006）所指，老師運用多元的教學方式教學，

會更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和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觀察、學生的回饋、整體的課堂氣

氛，能夠反映學生積極和投入地參與課堂活動，能有效地達致教學目標。 

 

根據李秋芳（2002）的研究，合作學習能創造同儕間積極的互賴關係，可以增進學生

之眼界與智力，發展正面的人際智能。更能助長學生學習的興趣，更主動投入課堂活動。

而且善用同儕的幫助及提醒，有助建立一個和諧的課堂氣氛和改善學生的人際關係。（蔡

明富，2003；顏政通、邱文信，2004) 。而我在教學目標（三）的活動中加入同儕互評9

的部分，能夠讓學生專心其他組別的匯報和表演的同時，能夠欣賞別人的優點和反思自

己的不足。 

 

另外，從學生的作品10中，能夠反映學生的創意和空間智能。運用創作能夠評核學生

對保護瀕危生物的認識與保育的態度。 

 

圖表三（學生作品） 

 

雖然大致上均能夠達致課堂的目標，然而仍有不足之處，若能夠改善，相信果效更大。

例如課堂活動當中我並沒有考慮到照顧學習差異，可更善用小組的合作和同儕的幫助，

建議每組可設立小老師一職，以教導同組別中能力較弱的學生。另外，由於部分組別的

表現非常突出，而部分組別能力明顯較弱。建議按各方面的能力平均分散學生，以促進

學生間互相信賴合作和加強發展學生的人際智能。（游進年，2009）由於我的實習期有

限，未能於開始之先花心思在編排組別的工作上，只能夠在已有的小組中作小規模的調

適。 

 

                                                      
9
 同儕互評表可參閱 p.15 附錄六（同儕互評表）。 

 
10

 如欲觀看更多或更仔細的學生作品，可參閱 p.16 附錄七（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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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在教學目標（二）的角色扮演活動中，我設立的限制太多，幾乎已製定整

個故事扮演的內容，未能讓學生充分發揮語言和身體智能。而在教學目標（三）的角色

扮演活動中，我刻意減少限制，只給予題目及相關指引。在學生的表現中，看見學生在

期後的活動中發揮更多創意，更有效的發展語言和身體智能。 

 

 

反思和結論 

 

傳統的教學和評估方法，很多時只著重於語言智能和數學邏輯的智能。當然這兩個智

能亦相當重要。然而，這會比較單一和對這兩個能力較弱的學生不公平。我們不能只著

重單一的智能發展，因為我們需要運用多種智能的組合來解決問題。（霍華德．加德納，

1999）正因為常識科的範疇較廣闊，更適合在不同的內容中，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以

發展學更多方面的智能。 

 

多元智能教學法，看似很容易，只要把多元的活動湊合起來。其實這是錯誤的。要懂

得多元智能背後的理念，讓每一個學生都有機會運用並發展他們的各項智能，真是知易

行難。 

 

以我自己為例，我起初以為有合作的活動，就是發展學生的人際智能。後來發現，這

並不正確，雖然有提供一個人際合作的機會予學生，然而，他們的人際技能並沒有提升，

甚至增加嬉戲，投訴，互相排斥的次數。後來經過原任老師的提點和自我反省後才覺悟，

原來發展每一個學生的人際並不容易，要經過刻意的經營教導，不單單一個合作活動。

非多元的活動就能夠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 

 

我認為現時香港的教育未能充分的發揮多元智能教育。因為大部分的學校都會採用較

快的筆試以量化學生的學習成果。由小學到中學，到入大學的要求，亦即現今文憑試的

制度亦然，甚至大專，如目前這份論文，學生或老師亦不得不局限於發展學生的語文和

數學邏輯智能。縱然在課堂中以多元的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智能，然而成績表上的分數

仍是筆試佔最大部分。 

 

多元智能的評估方法目標並不是為評估而評估，而是為學習而評估。教育，其實亦應

該這樣，為評估而評估是沒意思的。能夠量化或容易量化的評估並不一定是最好的評

估，這往往忽略了學生多方面的智能。許多的智能不能以筆墨所評量的。應採用多種的

形式評估。（霍力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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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案一） 

 

學習重點/目標/成果 學習/評估活動 學習過程(指示/提問/小結) 備註/時間/資源 

發展 

 

1. 重點二 

 掌握在大自

然觀賞生物

時要注意的

事項 

 

學習及評估活

動： 

 角色扮演 

愛護大自然角色扮演活動 

 

每組一個個案，思考個案中小朋友的行為對

大自然造成的影響？如果你是公園管理員，

你會如何勸告這個小朋友。 

 

 把寄居蟹帶回家 

 破壞蜘蛛網 

 亂拋垃圾 

 餵飼野生猴子 

 大聲騷擾松鼠 

 採摘花朵 

 

每組兩分鐘角色扮演 

 

老師：同學要留心觀看，我會問其他組別有

關的扮演組別的處理方法。 

 

時間： 

20 分鐘 

 

資源： 

角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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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案二） 

 

學習重點/目標/成果 學習/評估活動 學習過程(指示/提問/小結) 備註/時間/資源 

發展 

2. 重點一 

 認識一些

香港的稀

有生物 

評估活動： 

 小組匯報 

老師：以下有兩分鐘時間給你們小組整理一

下你們組指定的稀有生物資料，要注意匯報

需包括該生物的外形、特徵、分佈範圍、習

性等。並且討論一下如何運用兩分鐘作匯

報，匯報得最好的組別加 5 分。 

 

（兩分鐘整理時間） 

 

老師：時間到，以下我將會給予每組兩分鐘

的時間作匯報。其他組別亦要留心聆聽，因

為老師可能會要求你們重覆匯報組別的資

料。不能回答的組別將會被扣分數。 

 

（每組兩分鐘匯報及提問） 

 

指定的稀在動物包括： 

 中華白海豚 

 黃扇碟 

 葛量洪茶 

 綠海龜 

 黑臉琵鷺 

 盧文氏樹蛙 

 

小總結： 

多謝同學的分享，同學都相當用心進行資料

搜集，希望同學透過這次的資料搜集及聆聽

匯報的過程，認識香港原來有很多不同種類

的稀有生物，我們要好好地愛惜和保護它們。 

（評選最優秀的組別） 

 

時間：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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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案三） 

 

學習重點/目標/成果 學習/評估活動 學習過程(指示/提問/小結) 備註/時間/資源 

發展 

 

3. 重點二 

 思考保護活

動對大自然

和同學的好

處及培育愛

護大自然的

態度 

學習及評估活

動： 

 小組討論及

匯報 

 

老師：假設五月一日被設定為 3C 班保護大自

然日，你們的任務是說服老師和同學參與以

下其中一個活動： 

O 清潔沙灘 

O 參與植樹 

O 捐助保育團體 

  

五分鐘時間進行小組討論： 

O 簡單介紹活動內容 

O 參與這個活動對大自然的好處 

O 同學可以在活動中學習什麼 

 

並以一分鐘時間說服老師和同學參與這個活

動，最後由同學投票選出最佳組別，注意不

能投自己組別，不能棄權。 

 

五分鐘時間討論 

 

（每組一分鐘匯報） 

 

投票選出最具說服力的組別。 

 

小總結： 

雖然你們年紀小，然而都可以參與保護大自

然的活動，為保護大自然出一分力。而且參

與保護大自然活動的同時，除了對大自然環

境帶來好處，同時對你們每一個都有所得著。 

 

時間： 

20 分鐘 

 

資源：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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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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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評估工作紙） 

 

常識課堂活動紙 

姓名：                  (   )             日期：                      

班別：                   

 

 

以《保護瀕危物種》為主題，在以下方格設計一張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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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同儕互評表） 

同儕互評表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主題： 

 

 

     

活動內容 

 

 

     

對大自然的

好處 

 

     

活動的學習 

 

 

     

說服能力* 

 

 

     

整體表現*      

 

*優異  良好  一般  欠佳 

 

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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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