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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辟蹊径，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新视角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和其它学科的教学一样，不仅需要遵循语言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

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教育对象的因素，根据教育对象——学生智能结构和学习风格等不同特点，有

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走过最初的翻译法教学之后，现代语言教学法以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

学等语言学理论为基石，由聚焦语言系统成分的正确用法，逐步深入到关注语言在不同场合的

恰切应用，以及学生在特定语境中运用语言能力的训练，进一步强化有区分度、有层次的真实

性任务活动和教学型任务活动的选择和编排，学生学习过程中所犯的语言错误受到宽容。由

此，如何再进一步聚焦到学生个体的学习差异，真正地以学生为中心，20世纪 80年代伊始的多

元智能理论，为我们剖析和认识教育对象的智能特点和学习差异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坚实的理

论依据。 
谈到智能，传统的智商测验（IQ，Intelligent Quotient）告诉我们，人的智商是有高下之分的，

是与生俱来的。通过一系列纸笔、口语测验的考试题目，测出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再用心理年龄

除以其实际年龄，然后乘以 100，即得出一个人的智商（图 1）。智商分数的高低就是一个人智能

高下的显示，13.6%左右的人是“智力低下”，算得上“天才”的只有 0.13%左右，70%的大多数

人处于中等上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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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年龄 

智商=  生理年龄×100% 

 

图 1 智商公式                  

                               图 2 智商测试结果案例 

 

给学生贴上“高”、“中”、“低”智商的标签，限制了教育、教学和学生的潜能发展。

1983 年，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通过近 20 多年对脑部受伤

军人和天才儿童的研究，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以下简称 MI

理论），强调智能不是先天的，而是“一种处理讯息的生理和心理潜能”，并且与“某种文化环

境”直接相关；智能不仅包括语言和数学逻辑能力，而是至少有8项，是多元的；智能不应该仅

仅是个分值，而是能够用于“解决问题或是创造所在文化所重视的作品”。在教、学实践中，学

习兴趣的不同、掌握速度的快慢等，都与各人的智能结构以及学习、活动时所涉及的各人智能

领域相关。 

 

人类认知领域的这一重大发现，为重新认识学生的个体差异，为教育、教学的人性化和教

育、教学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和全新的思路。20 多年来，MI 理论被广泛

地应用于教育、教学和管理等各个领域，给美国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变

化。 



二、 学习主体的不同智能特点对汉语教、学的深刻影响 
MI 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每个学生都具有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数学逻辑智

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身体运动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人际关系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内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和自然观察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等 8 种

以上的智能。结合汉语教学设计，有 3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1、每个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智能强项和不同的智能组合，哪怕是双胞胎，其智能结构

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个体各项智能发展不均衡属于正常现象（图 3）。对于一个语言智能突出的加拿大大学生来

说，他只是听同学说汉语“有意思”，就自己找来两盘汉语磁带，字字句句地进行模仿；从来

没有正式上过汉语课，在两个小时的集训中，就能够基本掌握问候、问路、时间、各种人民币

面值等常用语，而且，声调意识很强，较正“洋腔洋调”不大困难。有些人可能空间智能或是

另外几项智能比较强，而语言智能并不突出，这些学生对单纯的语言教学形式会表现为兴奋度

有限，学习注意力容易分散，遇到挑战和困难时容易畏缩，掌握速度一般甚至较慢。所以，对

于同一语言活动形式，不同智能强项和不同智能组合的学生，反应不同，对语言学习、吸收的

速度也不同。 

 7

 

 

 

 

 

 

 

图 3：多元智能评估结果图示二例——多元智能饼图 

 

2、一个人、一个学生的语言智能是优势智能，并不意味着他的听、说、读、写等各项能力

都高。 

语言智能为优势智能的人能够准确地利用语音、语意、语法和语用自如地与人沟通与交流，

顺利而高效地运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描述事件、表达思想，时常用语言进行思考。但是，语言

智能是优势智能并不意味着听、说、读、写能力全面突出。深入到各项智能内部我们会发现，

智能下面还有副智能(sub-intelligence)。语言智能就分为口头语言能力和书面语言能力两

种，有的人写作时妙语连珠，让他演讲可能就张口结舌了。有的人则恰好相反，写作时颠三倒

四，即席公众讲话却是意趣盎然，对于这类口头语言智能强的学生来说，在全班面前发言，可

能并没有承受多大“交际压力”的挑战。 

 

3、每一项智能独立存在，但各项智能是组合着发挥作用，每一项智能尤其是优势智能， 

在一个人的学习、成才和成功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真实社会的跨文化交际中，除了语言这一不可或缺的桥梁和工具之外，具体语言情形下对

讲话各方及其言谈举止间“话外音”等综合情况的观察、分析、推理、判断和应对，是语言智能

和各项智能组合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并非语言和语言智能在独立发挥作用，汉语教、学的过程亦

然。智能作为获取、整合信息的手段，每一项智能都可以成为获取汉语知识、形成汉语语言能力

的手段，如运用身体动作体会“轻轻”，通过音乐感受“幽静”等等。因此，要善于发现差异、



正视差异、真正尊重学生的智能差异，调动其优势智能，为汉语教学和学习所用。 

 
三、 MIBE 教学策略与设计原则 

MI 理论强调创造力，指出智能最终“会被引发去解决问题或是创造所在文化所重视的作

品。”而汉语教学要求学生最终形成汉语言能力，实现跨文化交际。要达到这一教育、教学的终

极目的，在汉语教学中，相信借鉴 MI 理论和视情教育模式(Multiple Intelligences Based 

Education, 以下简称 MIBE 模式)，为学生提供有准备的系统生态环境（图 4），将大大提高汉语

教学的效率和魅力。 

 

教学材料 

学生

学生

学生

教  师

教学活动 

图 4 有准备的系统生态环境中的教、学活动示意图 

 

在这样一个系统环境中，教师、教学活动、教学材料都以良好的准备状态呈现在学生面前，

以教师对教学活动和教学材料的引导和驾驭，学生对教学材料的使用和对教学活动的参与和推

动，引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生生互动，以活跃的智能、生命、生态

运行促进汉语知识的吸收、语言能力的形成、智能的开发。这里仅就教学设计和课堂操作中的两

个重要方面予以简述。 

 

1、多元互动情境化的教学设计 

按照语言规律和功用编排交际活动和教学任务无可厚非。对于语言智能比较突出的学生，其

母语听、说、读、写能力较强，在语言训练中会表现出对认字、听录音、情景会话等语言活动

兴趣较浓，学习专注程度较高，遇到挑战和困难时表现出的意志力较强，掌握速度也较快。但

是，如果忽视学生的智能特点，要求每个学生都以同一种语言形式投入训练，语言智能不占优势

的学生就可能感到无趣而艰难，结果会事倍功半，乃至丧失对汉语的兴趣。在最初的教学设计

中，教师就要有准备地以多元化的方式关照到自己学生的智能分布特点。 

这种以自己学生多姿多彩的智能分布特点为指向的多元化，不局限于以语言解释语言、 

以语言智能掌握第二语言，而是表现为教学导入或概念引入时以音乐等形式的多元切入；或是在

交代语音、语义、语法、语用时的多元呈现，如用时间轴表示“前天”、“昨天”和“明天”，画

出不同车的样子来解释“车辆”，就是调动学生空间智能理解汉语；还可以是模拟真实情景的多

元活动训练方案，为学生以其不同的智能优势参与，为课堂上触发积极活跃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

动，提供机会和可能。 

 

2、迁善 

在知识获取、信息整合、能力构建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倾向于首先使用其优势智能，因为这

一智能的优势作用会给人们造成较小的心理压力，带来较高的产出效率。当无法一下子讲清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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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彩蛋的绘制过程时，一个男生马上说：“给你画吧。”另一个女生则是在梳理绘制的步骤：“先

是……然后……最后……”情急之下，这个男生发挥了他的空间智能优势，那个女生则借助她的

数学逻辑智能优势，辅助她的语言表述。因此，对于语言智能不是优势智能的学生，教师要发现

并调动其优势智能，用正向迁移的“迁善”方式，充分利用和发挥其优势智能在汉语教、学中的

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其对汉语的吸收和理解，以及汉语语言能力的形成。 

实现教与学过程中的“迁善”，在多元互动情境化的教学设计的基础上，在课堂教学操作过

程中，首先要给学生足够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度，如在小组活动中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参与的

方式，是担任讲述者、还是组织者、表演者、记录者等不同角色，允许学生以自己的优势智能去

理解、去表达、去呈现语言。 

其次，要悉心把握好等待“爆发”与伺机引导的关键点。一旦给学生以展示、运用其优势智

能的宽松环境和机会，学生们的参与兴奋度会很高，会大幅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和乐趣。但有

时有的学生可能依赖自己的优势智能，总是在画画、表演，就是很少去说、去讲。对于这种情况，

如果是在非目的语国家教授中文，如在加拿大教中文，中文语言环境有限，语言习得中的“爆发

性”成长来得比较缓慢，教师就需要悉心观察，抓住学生汉语语言习得过程中心理压力较小、实

践汉语交流张力较大的时机，给以引导、扶助、推动，使之顺利地习得汉语、形成语言能力。 

应用 MI 理论，实践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视情教育策略，已经有了喜人的成果，朗

文出版社(McGraw-Hill Group) 的系列教材《视情儿童英语》，以其针对性的多元智能主题设置，

每一级教材中足以引发任何一种智能优势学生强烈兴趣的近 100 项活动，使英语“特别好教、特

别好玩、特别好学、特别好用。” 相信在汉语教学领域的广阔应用空间，系统化的科研与推广，

与交际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等现代语言教学法的互动；或是教师集思广益，创建并分享“多元

智能工具箱”(MI Tool Box)，能够进一步激发并保持人们对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和激情，彰显

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大幅提高汉语教、学的生产力，增强以汉语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对世界文

化与经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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