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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幼兒時期培養多元智能的重要性 
樊哲忻 

臺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幼兒期是孩子學習能力最快速的時期，也是孩子最勇於嘗試新事物的一個萌

發階段，為了適應變化快速、多元的社會，我們需要培養幼兒擁有多元的能力，

包括「主動探索、獨立思考、溝通表達、審美創造、解決問題、了解自我以及關

懷社會」等能力，才能面對未來多變的社會（教育部，2017），多元學習變成幼

兒教育重要一環，讓孩子快樂學習多元發展。 

二、多元智能理論 

楊秋仁（2001）提到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豪爾．加德納（Howard Gardner, 1983） 
強調人類不只有單一智能，至少有八種智能，每一項智能都很重要，每種智能非

獨立存在，而是同時並存、相互補充、統合運作的，包括語文、邏輯數學、空間、

音樂、肢體動覺、人際、內省、自然觀察智能（艾班妮．德．波荷佩，2018/2019）：  

1. 語文智能：能將思考化為語言，懂得表達，對語言和用字遣詞很有概念。例

如：作家、記者、詩人、演說家等。 

2. 邏輯數學智能：能以邏輯方式思考，掌握數學的推理能力。例如：科學家、數

學家、會計師等。 

3. 空間智能：對色彩、線條、形狀、空間、距離、模型，具有運用、操作的能

力。例如：建築學家、飛行員、航海家、畫家、雕塑藝術家等。 

4. 音樂智能：對聲音的節奏、音調、旋律、音色變化很敏感。例如：作曲家、

音樂家等。 

5. 肢體動覺智能：能靈活使用身體，透過身體感覺來思考。例如：舞蹈家、運

動員等。 

6. 人際智能：了解他人、善於社交與人互動溝通的能力。例如：心理學家、治

療師、推銷員、顧問等。 

7. 內省智能：自我瞭解、自主性，能夠從經驗中學習，為自己訂立目標，以形

成個人的價值。例如：哲學家、神學家、宗教家等。 

8. 自然觀察智能：了解自然環境，善於觀察、分類、安排事物。例如：農夫、

飼養員、生物學家、植物學家、獸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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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養多元智能的關鍵期 

俗話說：「三歲定終身」，在人類發展中三歲前為大腦突觸快速生長的階段，

亦為「大腦神經發展黃金期」。大腦發展最重要的是靠「腦神經之間的訊息傳遞」，

神經細胞之間會形成「突觸連結」，而訊息就是靠突觸來傳遞，刺激越多神經突

觸連結數量就越多，腦部發展越多元。可見這時期大腦可塑性之高，因此透過不

同領域刺激，能有效啟發大腦潛能，亦為接受各種教育最有效的時期。 

六歲前為敏感期，而所謂的發達敏感期通常出現在三歲前，敏感期為身心發

展的黃金期，此時期的學習影響著未來人格發展。生物學家許霍．德弗里斯所提

出的「敏感期」，是生物與生俱來的能力，且只會出現在某個時期；蒙特梭利認

為在幼兒成長過程中學習某種行為與能力發展的最佳時期，即是「敏感期」。由

此可知敏感期是培養各種能力的最佳時段，對於敏感期的嬰幼兒，給予適當刺激，

有助於未來多元智能發展（伊藤美佳，2018/2020）。 

四、培養幼兒多元智能之建議與結果 

(一) 多元智能理念主張教育目的在促進幼兒多元學習，將知識深度理解與應用， 
建議闡述如以下六項： 

1. 啟發幼兒的多元智慧：應由傳統單一智能轉變為多元能力的教育內容，多元

智能教育不只是重視認知的培養和知識的傳授，而是在開啟和引導多元智能

的發展，啟發幼兒的多元智慧。 

2. 讓幼兒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允許幼兒在不同領域，自由探索操，鼓勵創造

與思考，建立獨立思考能力，並動手實驗主動尋找答案解決問題。 

3. 尊重個體差異，因材施教：多元智能培育需適齡適性，每個時期的發展皆不

同，教學的方法、型態必須根據智能發展的過程來設計和進行，並順幼兒學

習上的差異做調整。 

4. 激發幼兒學習的興趣：以幼兒為主體，教師和父母角色為引導者，以幼兒的

需求為導向，讓幼兒從被動接受者化為主動參與者，拓展學習的廣度與深度，

提供能激發多元智能的豐富環境， 激發出幼兒自主學習的慾望與學習興趣。 

5. 培養幼兒尊重自愛與自信：多元智能教育應與生活連結，給予身教與開放的

討論空間，培養品格教育。 

6. 允許和鼓勵失敗：把失敗與再嘗試視為學習的過程，最終找到解決問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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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多元智能培養幼兒能力發展，結果闡述列為以下五項： 

1. 多領域學習能力：運用多領域知識來解決問題，可訓練幼兒的跨領域整合及

學習能力。 

2. 獨立思考的能力：讓幼兒了解「不是要我學，而是我要學」，幼兒不是在依賴

條件下進行學習，是可以用自己的思考來決定與選擇的。 

3. 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親自動手體驗，從中領悟學習並解決問題。 

4. 挫折忍受能力：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試驗及失敗，從中不斷調整至成功，培養

挫折忍受力及成就感，建立自我價值及自信心。 

5. 生活應用能力：多元智能學習與生活連結，因此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類似

的問題，可以將所學與生活進行連結，並試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五、結語 

愛因斯坦曾說「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評斷一條魚，牠將

終其一生覺得自己是個笨蛋。」不過，自己究竟是魚、是樹上的猴子、還是那棵

樹？若是在幼兒時期運用多元方式啟發幼兒各項智能的發展，提供豐富的智能環

境和教育，建立每種智能間的連結，以有意義、有效率的方式激發幼兒潛能，重

視幼兒的優勢智能，利用優勢智能提升弱勢智能學習，把潛力適度的發展或彌補，

達到發展均衡，讓幼兒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進而發展各種能力、運用各種

智慧解決問題，能讓幼兒盡早了解自己的特質，充分發揮天賦，理解「天生我才

必有用」，建立自信心與自我價值，因此在幼兒時期培養多元智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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