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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零点项目”负责人霍华

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1983年著作的《智力

的结构》（Frames of Multi—intelligence》）一书中提出

多元智能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认知方式

是多元的，人的智能应该是一组能力而不只是某一

种能力，即存在多元智能，他将智能分为了8类智

能：言语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

乐韵律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沟通智能、自我认

识智能、自然观察智能。这些智能以相对独立的方

式存在，但却总是以组合的方式加以运用。神经学

研究和测试统计也已表明，人的智能随年龄、学历和

经历的变化不大，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

或基本能力。过去人们常把语言和逻辑推理智能作

为衡量一个人智商高低的标准，多元智能理论的提

出为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提供了理论

支持，只要找到学生最优智能组合，定能使每个学生

在某智能组合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

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以计

算机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像使用书和纸一样方

便，社会信息化和教育信息化为培养学生多元智能

提供了技术支持。视频、声音、动画、图像、虚拟现

实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培养学生言语智能、数学逻辑

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智能和身体运动智能的

局限。互联网使学生的学习不再受时间、空间、地

点的限制，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和无限性扩大了学生

的知识范围并且培养了学生检索资料、收集和处理

信息的能力。论坛、博客、聊天工具让同学的交流、

学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促进了学生人际沟通

和自我认识智能的发展。

以现代教育技术作为信息的载体，以多元智能

理论为依据，它将教学内容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

来，为培养多元智能的学生提供了可能。

2 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多元智能教学设计

2.1 以共性为主导，个性为主体的教学目标设计，促

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

在常规的教学目标设置中，一般以智力（侧重

于语言和逻辑推理）去评价一个孩子，教师往往以

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之后可能达到的结果作为制定

教学目标的依据，它反映了教学目标的共性，忽视

了不同个体的差异性，缺乏培养具有个性和创造性

的学生。加德纳的八大智能理论的提出，为培养个

性化的学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多元智能理论认为，

每个孩子的生活环境不同，个性和学习风格的不同

以及一些先天性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学生个体在八

大智能中的体现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将某

个学生在语言和逻辑推理方面的智能不高而得出

这个学生智商很低的结论。每个学生都是天才，只

是每个学生的智力结构和优势智能各不相同。了

解教育对象的独特的优势智能、个性特征、学习风

格等非智力因素并建立适合其学习风格的教育，每

个学生都可能成为杰出人才。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的学习模式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制定相应

的教学目标来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

（1）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学习的

积极性。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

解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兴趣为导向来设计教学目

的，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2）通过相应的测验，测试学生的优势智能组

合，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

多元智能测验的测验结果描述了学生多方面

的发展潜能，通过多元智能光谱图，可以了解学生

的智能优势与非优势。同时，通过对多元智能测验

行为样组的统计分析，在光谱图上，学生不仅可以

看到自身的智能结构，也可以了解自身各项智能在

整个人群中所处的水平，这样可以促进学生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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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身，也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规划相应的

发展方向。通过观察法和谈话法了解学生的学习

风格，结合优势智能和学习风格，设计教学目的。

（3）找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以在老师的帮助

或指导下达到最优化的教学为目标。

维果斯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

学生的现有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

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师应着眼于

了解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使其超越现有的最

近发展区达到下一个发展区。

（4）以大多数学生的共性为主导，以学生的个

性为主体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

教师要把以共性制定的教学目标作为检测个

体学习的一个依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尽量根据

学生的不同个性、优势智能、学习风格建立适合学

生自己的教学目标。

2.2 以现代教育技术为载体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

多元智能的发展

人的智能有一个发展过程，教学设计必须符合

智能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同的智能类型及相应的发

展阶段应该采用不同的教育和指导方法。

（1）以任务为驱动，促使学生搜集相关资料

在准备学习新的课程时，教师可以通过教材内

容，制定一些学习任务，这些任务可以是对学习内

容的背景以及可能涉及到的相关知识。学生借助

这些学习任务有目的的通过网络、数字图书馆等查

阅相关资料。这样既锻炼了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

又让学生掌握了所学新知识的相关内容，也扩大了

学生知识面。

（2）学习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不同阶段学生的思维模式和抽象水平都不同，

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应该根据所教授的学生水平和

智能优势组合来选择。比如语言智能比较好的学生

可以将学习内容以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空间视觉

智能好的学生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图片或者视

频呈现相应的内容。教学的相关内容在某种程度上

都可以转化为适合任何智能倾向的学生所能接受的

形式。借助教学内容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以优势智能促进学生弱势智能的发展。

（3）学习方式的多元化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缺少学生主动

的参与和对学生个性、兴趣、智能优势组合的考虑，

培养的学生缺少创造性。虽然传统教学模式有些

缺陷，但是由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传统的

教学模式仍然作为一种主要的传授知识的方式，教

师可以通过在采用传统教学的同时，加强学生的自

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来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

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自主学习，学生可以根据需

要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自主地选择相应的学习内

容和学习方法，这样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

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学会对自己形成客观正确的评

价；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激励、控制和调节，形

成健康的心理品质，使学生学会适应生活、适应环

境；教师允许并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

的特长；教师对学生的偏科进行正确引导，为学生

的学习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手段。鼓励学

生追求与自己相适应的较高目标。

协作学习（Co11aborative Learning）是一种通过

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策

略。小组成员的协同工作是实现班级学习目标的

有机组成部分。协作学习中的竞争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辩论、问题解决能够培养

学生的逻辑推理智能以及言语语言智能；合作和角

色扮演能够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智能和自我认知

智能；学生之间为了达到小组学习目标，学生之间

可以采用对话、提问、商讨、争论等形式对问题进行

充分论证，有利于发展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增强学生个体之间的沟通能力以及对学

生个体之间差异的包容能力。协作学习让学生学

会如何在团队中求共进和竞争，在获得知识的同时

提高了他们与人沟通和合作的能力。

2.3 创建多元教学评价模式，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

发展

教学评价不能仅仅包含学生的成绩，更应该包

含学生在每个阶段的进步、成长以及对学习和生活

所持有的积极态度的评价。依靠传统的考试只能测

量学生在知识方面的掌握。为了避免因考试带来的

片面性评价和促进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并改善老师的

教学。教学评价应该从学生的多元发展角度出发，

从学生的兴趣、认知、生活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评价。

电子成长记录袋是以软件或者依赖于网络来

进行的一种评价，教师可以将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表

现等以电子的形式记录下来。通过电子成长记录

袋教师可以了解学生阶段性的进步便于家长、老

师、学生之间的交流。

同学互评可以以博客、论坛的形式来了解他人

对自己的看法。比如建议专门用于同学之间交流

以及老师与同学之间交流的网站或论坛，并且可以

在互评的过程中对同学提出的看法进行回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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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交流，这种及时的交流模式更有

利于同学之间的沟通，以及及时改正自己不足的地

方。同学之间的互评也可以使自身在评价别人时

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促使自身自省智能的提高。

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己思想、愿望、行为和个

性特点的判断和评价。通过别人对自己评价和对

别人言行评价的过程中，逐渐学会自我评价。

3 结束语
培养时代需求的个体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新的

教学要求、教育理论、科学技术随时都在对教学提

出新的要求。将新技术、新理论结合起来，培养适

应社会的人是对每个教师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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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and discusses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instructional design with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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