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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编著出版。
在书中，作者首次提出了人类有着完整的智能“光谱”。
这一论断突破了传统智力理论的假设：人类的认知是一元的，可采用单一的、量化的智力检测手段来
测量人的智能。
经过多年的研究，加德纳逐渐完善了自己的理论，明确提出人类存在多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将人类
的智能类型分成8种，分别是： 语言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
我认识智能、自然观察者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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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华德·加德纳，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被誉为“推动
美国教育改革的首席科学家”。
  
 　 1971年获博士学位后曾任哈佛大学“零点项目”负责人28年。
现任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理学教授和教育学教授，长期从事智能理论、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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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多元智能的理念　　一个小姑娘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回答测验者问到的许多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她掌握的信息量（如谁发现了美洲？
胃的功能是什么？
）、词汇量（如“胡言乱语”的意思是什么？
 “钟楼”的意思是什么？
）、算术技能（买一块糖8分钱，买三块糖要多少钱？
）、记忆一系列数字的能力（5，1，7，4，2，3，8），以及找出两种因素（如肘与膝盖、山峰与湖泊
）之间相似性的能力。
另外可能还要她完成一些其他任务，比如解决走出一个迷宫的问题，或者将一组画排列顺序，让它们
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
过些时候，测验者便宣布测验的结果：他得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字，也就是这个小姑娘的智商。
这个智商得分（小姑娘被告知的仅此而已）可能会对她的未来产生完全想像得到的影响。
她的智商将影响到老师对她的看法，也将决定她是否有资格享受教育的某种特权等。
要说这种测验所得到的数据重要，也并非完全不恰当。
无论如何，这类智力测验的结果，虽然并不能预示接受测验者今后生活能否成功，但它的确表明了一
个人掌握学校课程的能力。
　　上述情节每天都在全世界无数次地上演。
人们都把看似简单的智商分数看得十分重要。
当然，对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使用的考卷并不相同。
有些时候，这种测验不以面试的方式，而是以纸笔答卷的方式进行。
但是测验的大致轮廓，也就是通过一小时左右的问答，得出一个智商的正整数，在全世界的智力测验
中都是一样的。
　　许多研究者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
他们的观点是：虽然测验者认为，这种简短的回答预示了一个人的学业成就，但对于判断一个人的智
能来说，必定还有比这种对简短问题的简短答案更多的东西。
然而，在没有对智能的概念做出更全面的思考，在没有发明更好地评估人的能力的方法之前，这种测
验的方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会在全世界被持续地使用下去。
　　但如果我们让自己的想像任意驰骋，思考一下范围更广的、实际上全世界都珍视的行为，我们会
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打个比方，想一想卡罗林群岛12岁的普鲁瓦部落男孩，他被那里的长者们挑选出来，学习怎样成为一
名船长。
他在领航员的指导下，必须学会关于行船、星象和地理方面的知识，以便在几百个岛屿之中找到自己
的航向。
想一想某个15岁的伊朗年轻人，他能把全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背诵下来，而且还精通阿拉伯语
。
现在，人们正要把他送到圣城去和一名阿亚图拉一起工作数年，以便将他培养成一名教师和宗教领袖
。
或者再考虑一下法国巴黎一名14岁少年的情况吧，她已经学会了怎样编制计算机程序，而且正开始借
助于电子合成器作曲。
　　只要对以上事实进行简单地思考就能明白，这些儿童或少年在极具挑战性领域中的能力，都已经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而且无论如何下定义，他们的行为都应当被认为表现出了很高的智能。
然而同样很明显的是，我们当前评估智能的方法对于借助星象知识航海，学习外语时口语的运用，或
者在计算机上作曲来说，却无法充分地评估人的潜能或成就。
问题的要害与其说是出于测试的技术手段，还不如说是出于我们所习惯的认识智能的方法，出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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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能根深蒂固的观点。
只有扩展并重新形成对人类智能的认识，我们才能设计出更恰当的评估智能的方式，也才能提出更有
效的方法去培育它。
　　全世界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此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因此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方法（有些很出色），去发展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中的智能，用那种称为“预见
型学习”（anticpatory learning）的普遍适用的方法来训练人，以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潜能。
人们进行了许多有趣的实验，从小提琴的铃木教学法（详见本书第14章），到介绍计算机编程基础
的LOCO法，都试图在儿童身上挖掘出多才多艺的表现。
有些实验是成功的，而有些实验却还在探索阶段。
这些实验不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在对智能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都缺少一种恰当的框架。
当然，并不存在一种智能的观念，能使以上我所列举的能力都一一具体化。
但对这些能力加以系统的归纳，的确是本书的目的。
　　在下面的几章里，我将概述一种关于人类智能的新理论。
对于过去智能的传统观念，这个理论对它们发起了挑战。
我所说的传统观念，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从心理学或教育学教材中，口服心服地接受了的，或者是不由
自主地就接受了的观念（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之中，智能的观念可能受到这个文化
背景的制约）。
所以说这一新理论的特征，能够很容易地被辨别出来。
我在如下几页的简述中，将首先考虑传统观点的几个方面：这种传统观点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它能如此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
在这种观念之中，哪些是有待于解决的明显的问题？
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我再开始介绍本书所提出的这一修正理论的特征。
　　两千多年以来，至少自古希腊城邦出现开始，在我们的文明之中，关于人的各种能力的讨论，有
某种固定的观念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种固定的观念强调了智能的存在与重要性——因此能力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称呼：理性、智能或者心
理的运用。
对于人性本质问题的无休止探索，似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聚焦在对知识的追求上。
所以那些被称为知识的东西，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
无论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圣贤、希伯莱的先知、中世纪修道院学识渊博的文牍，还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
，只要是善于运用其智能的人，都被当成是出类拔萃的人。
苏格拉底的“认识自我”、亚里士多德的“渴望认知是所有人的特征”，以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这些都是构成全部西方文明的经典格言。
　　即使在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黑暗的一千年时间里，智能因素的优势地位都没有受到过任
何挑战。
在中世纪的早期，基督教领袖圣·奥古斯丁就说过：　　宇宙最初的创造者与推动者是智慧，因此，
宇宙的最终起因就一定是智慧的善（good），那也就是真（truth）。
在所有人类的追求之中，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最完美、最崇高、最有用，也是最令人愉快的追求。
说它最完美，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尽最大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智慧，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享受到了
某种真正的快乐。
　　在中世纪顶峰时期，但丁提出了他的观点：　　总的说来，使人的全部能力实现智慧化，人类责
无旁贷。
这个过程开始于思索，继而为了达到思想延伸的目的，进入到实际行动之中。
　　此后，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进入笛卡儿时代的100年前，弗朗西斯·培根讲述了一艘在
新亚特兰蒂斯的英国船的故事。
该船来到一座乌托邦岛，岛上的主要部门，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庞大机构，该机构的领导人向来访
的旅行者们说：　　我将给你们我拥有的最贵重的财宝。
出于对上帝和人类的热爱，我将把所罗门住所的真实状况告诉你们，我们这个机构的最终目标，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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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事物的根源及其神秘变化有关的知识，是对人类认识王国领域的开拓，从而对人类的一切方面给
予影响。
　　当然，对知识和那些拥有知识者的尊重，并不是我们称为“西方世界”的惟一主题。
情感、信仰与勇气的美德，也是几百年来反复出现的主旋律。
实际上，它们有时（如果说并非总是那么合理的话）与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形成对比。
有指导意义的是，即使当信仰或爱被颂扬得高于其他一切之上时，它们各自都典型地站在理性力量的
对立面。
同样，当某种带有极权主义倾向的领导者们，试图按新的观念改造我们的社会时，一般都需要“处理
掉”那些不能与之合作的理性主义者或知识分子。
这一事实又从反面对理性的力量做出了赞扬。
　　理性、智能、逻辑和知识并不是同义词。
本书在“心理的”这一醒目标题之下，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力度，构建了组合在一起的各种技巧和能力
。
但是，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关于智能的两种态度的对比，几百年来，这两种不同的态
度一直相互竞争、交替出现。
如果谁接受古希腊诗人阿克洛克斯吸引人的分类，那么他就能对两种人加以对比。
一类人将所有的智能都看成是一个整体，我们把这类人称为“刺猬派”；另一类人认为智能是可以分
成若干组分，我们将这类人称之为“狐狸派”。
属于刺猬派的这类人，不但相信人有单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能力，而且相信这是人类的特别的属性
。
由此可以推断出，他们常常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智能。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智能或者智商来进行排序，而智能的高低、智商的大小是上帝赐予的。
因此，这样的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式，便被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按照“精明的”、“伶俐的”、
“聪明的”或“有才智的”的程度，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地被按照一定顺序加以排列。
　　西方的另一个传统，是推崇大脑的许多不同功能或部分。
在古代，理性、意志与情感是有区别的。
中世纪思想家们有自己的三艺（语法、逻辑与修辞）和四科（数学、几何、天文与音乐）之分。
随着心理学科学的出现，人类具有更多心理能力的假设被提出来了。
我在下面将要正式介绍的弗朗茨‘约瑟夫·高尔，提出人类拥有37种能力或者力量；当代人物吉尔福
德认为智能有120种向量。
有些属于狐狸这一派的人，还倾向于认为，人有天生的并且按顺序排列的思想类型。
但可以发现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都相信环境与培训具有对此改变或改进的作用。
　　刺猬派与狐狸派的争论，从几个世纪以前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大脑研究的领域，出现了“定位论者”（localizers），他们相信神经系统的不同部分，是传递不同
智能的媒介。
这些定位论者一致反对“整体论者”（holists），后者认为智能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大脑的总体的属
性。
在智能测试的领域，又出现了长期激烈的两派争论。
一派以查尔斯·斯皮尔曼为首，相信一般智能因子的存在；另一派以瑟斯顿为首，假设了一组基本心
理能力，其中各种能力强弱相同，没有哪一种能力得天独厚。
在研究儿童发展的领域里，也有两派的激烈争论。
一派认为心理有其普遍的结构，如让·皮亚杰的观点，另一派相信有数量较大的、相对独立的一组心
理能力存在，如环境学习学派（environmental-leaning school）。
同时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反应。
　　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智能这个重要的议题上，一直无法达成共识。
对于智能是否能够分割，一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
与此同时，我们文化传统中某些长期存在着的争端，似乎也得不出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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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自由意志这一类议题，或者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同样得不到让每个人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但对于其他问题，也许会有取得进展的希望。
有的时候，当逻辑推理澄清了或者暴露了某种谬误时，对于有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
一旦解释清楚，就不会有人再继续坚持错误的看法，认为埃尔·格列柯的画中那变了形的人物面孔，
是因为视觉的散光所引起的。
视力散光的画家，会把自己画布上的面孔看成是拉长了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些面孔在非散光的眼睛看来，是完全正常的。
有时戏剧性的科学发现，也能促成人们认识的进展，如哥白尼和开普勒划时代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
我们关于宇宙结构的观念。
有时当大量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对于有关争论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论点时（像查尔斯·达尔文那样，
在介绍其进化论的过程中，分析了大量关于物种发展与分类的证据）认识的深入也就随之出现了。
　　详细阐明人类智能结构的时机，也许已经到来。
虽然到目前为止，对此既没有任何科学理论上的突破，也没有出现任何逻辑上惊人的谬误，但是我们
已经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得到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它们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搜集到的。
这些信息和资讯汇集在一起，已经得到了关注人类认知的那些人的承认（至少从外围的视野看起来如
此）。
然而系统整理这类资讯的人（如果有的话）却很少，也很少有人将它们集中起来加以检验和论证。
当然，大众也没能分享这些有益的资讯。
对于这些资讯和信息加以认真比较与整理，是本书的双重目的。
　　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我将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存在若干种相对独立的人类智能，以下
简称为“人的智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为这本书起名为《智能的结构》的原因。
迄今为止，虽然对于每一种智能结构严格的属性和范围，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对于智能的准
确数量，也还没能确定，但我认为，至少某些智能是存在着的。
这些智能彼此相对独立，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整合并适应不同人和不同文化的需要。
对于我来说，这种观点似乎越来越难以批驳了。
　　过去人们为了证明智能的独立性所做的尝试（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这样做），并不能使人信服。
究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只依赖一个，或者至多是两个方面的线索。
他们在证明存在着不同的“智能”或“才能”时，要么仅仅依靠逻辑分析，要么仅仅依靠学科教育的
历史，要么仅仅依靠智力测验的结果，或者仅仅依靠从对大脑的研究中获得的信息。
这些各自从单一视角出发所做出的多种努力，没能获得相同的智能种类的清单，因此就使得关于多元
智能的主张似乎很难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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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给人印象深刻。
加德纳摆脱了心理测量学理论及其信息处理的狭隘模式，提出了在许多领域内人类能力的新概念。
”　　——Ulric Nelsser，美国认知心理学家　　“在我们之中很多人看来，通过一次智力测验得出一
个单一数量的智商IQ，就能判断智能这个非常复杂现象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加德纳的这本书更新了我们知识，为深入认识人类自己，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
”——Isaac Asimov世界顶尖科幻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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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能的结构》出版以后，多元智能理论旋即风靡全球，成为21世纪主流教育思想之一，引起相
关人士强烈的关注和反响，在世界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促进中国素质教育深入发展。
　　“多元智能”的号角在中国也越吹越响，有关多元智能的书籍如汗牛充栋，多元智能学校也如雨
后春笋。
然而，多数图书如油浮水面，中国读者一直很难读到这部伟大的经典著作，难得该理论的精髓。
《智能的结构》可谓正本清源，能让读者真正走近大师的心灵，享受大师思想的饕餮盛宴！
　　哈佛大学教育学家、心理学大师、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的奠基之作，标志着多元智能理论的诞生
，被心理学界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是心理学、教育学从业者不可不读的著作。
它的出版标志着多元智能理论的诞生，使加德纳在世界上一举成名。
　　加德纳首次在《智能的结构》中提出人类具有的七种智能，对多元智能理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介
绍，对传统的心理学观点和时下流行的智商测试发起了有力的挑战，引来心理学界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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