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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

霍华德·加德纳于 1983年提出。从多元智能理论的观点来看，

每一个学生都是蕴藏着巨大学习潜力且在语言—言语、数

理—逻辑、身体—运动等九大智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学习

个体，“学校里没有差生”，只是优势智能存在的领域有所差

别。他主张在教学中，根据学生智能差异，运用多样化、灵活的

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教学成果，促进学生潜能的开发 [1]。笔

者认为多元智能理论如果要应用于教育培养体系改革中，教

育环境更加开放、包容度相对较高的高校教育应该首先被纳

入试点，先试先行。本文联系中国的教育实际，基于多元智能

理论审视了现行的传统高校人才教学培养模式，力图从反思

中探索寻求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

2 传统教学培养模式的反思

众所周知的“木桶效应”理论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对于

一个庞大的系统或者一个多目标的任务过程而言，决定其整

体水平的往往是其最具劣势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传统的教学

培养模式中，更加强调学生的全面培养、均衡发展，这从高校

学生四年之中庞大的需学课程数量中就能看出。在这种培养

模式下，通过全面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进度、“灌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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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授课、标准化的课程考核等实践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提

高教学效率，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系统地“扫除了”学生的知

识与能力“盲点”，很有成效和意义。但是，这种教学培养模式

弊端也十分明显[2]。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于现行的教育教学体系有着尖锐

的批判和强烈地呼吁，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要想培养某一

领域的大师，就应该从培养某一领域的“长板”型学生开始，通

过合理的教学培养模式，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鼓励并帮助

“长板型”学生发挥自身的优势智能，“因地制宜”地实现知识

与能力的飞跃。只有一大批“长板型”学生的金字塔似的积

累，才可能有“长板型”人才———“大师”的诞生。

3“长板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初步思考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本文构思了一种新型的人才教育培

养模式，其基本出发点是通过教育培养模式的调整，给予具备

不同类型优势智能的学生按照自身特点和兴趣有针对性地提

高自身专长能力和素质的资源保障、制度保障及选择权利。与

传统教学培养模式相比，“长板”型人才教学培养模式更能尊

重学生的智能差异，更加注重学生优势智能的发挥与提高，各

大程度地突出学生在教学培养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说传

统的教学培养模式像一条赛程相同的“跑道”，所有选手不管

身体素质如何，最后的终点线是一样的；那么“长板型”人才的

教学培养模式就像一个“蹦床”，显著地突出学生的优势智能，

并提供强有力的弹性支撑和助力，帮助其持续长远发展；对于

其主要的改革着手方面思考如下所述。

3.1 打破固定学制、实现学习进度弹性灵活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的知识能力的增长速度受课程

进度及学制的支配，对于这门课程，具有不同类型优势智能的

学生其理解角度、学习技巧的掌握都有很大的差异，同样对于

整个的本科教育而言不同的学生其达到毕业水平的速度也是

不一样的。如果忽视这些差异，“一刀切”地采用固定的学习进

度安排和进度，对于在某一领域具有专长的学生而言，其学习

动力和积极性会得不到相应的激励，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固定统一的学制是教育领域的“大锅饭”。

3.2 优化考核形式，实现开放式考核

弹性灵活的学制必然要求要有与其相适应的课程结课

考核制度。优化考核方式可以从最终的结课考试入手，结课

考试可以实行申请制来提高具有不同智能优势学生学习动

力和积极性。一是可以申请不同难度的考试。不同的学习者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考试难度，当然不同的考试难度具有

不同的“难度系数”，在最终的考试结果中会有明显的体现，

即个人结课考试的分数为：卷面成绩伊难度系数。如果必要

时，可以明确规定：不管任何难度的考试，低于 60 分（或者其

他合适的分值）的成绩不能通过考核，需进行补考或重修。二

是申请结课考试的时机更加灵活。考试时间可以在课程进行

1/2（或者其他合适的时间点）之后的任何时间点。另外，结课

考试的内容可以增加设计一些开放性问题，考查学生综合运

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减少一些简单的基础理论知

识题目。

3.3 创新授课模式，引入混合式教学手段

在传统的教学授课模式中，教师处于核心地位，教学重点

也放在了知识传授上，但是这种授课方式不能很好地调动学

生们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教师的授课过程往往只做到了“让人

信”，客观上容易使学生形成思维懒惰的惯性，习惯于被动接

受教师的传授，而很难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辩证质疑的能

力，也就是做到“让人疑”。而一切的创新和进步的起点都是

“发现问题”，从多元智能理论来看，学生们天赋秉性、成长环

境、兴趣爱好是存在很多差异的，对于同一个问题或者事物，

他们的思考角度是多元的，应当运用多种恰当的方式，充分地

发动学生学会寻找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3]。

4 结语

以培养“长板型”人才为目标，以多元智能理论的角度反

思传统的高校人才教学培养模式，可以发现在学制体系、考核

形式、授课模式、学生交流形式等多个方面确实存在与高质量

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的、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也可能是未来

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历史演变的深刻规律揭示：世界

的发展形势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应当以高度时代责任

感和紧迫感，加快研究部署适应新时代使命任务的人才教学

培养模式的相关工作，扎实推动实现中国教育事业“抢抓历史

机遇，抢占世界高点”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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