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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㆒、前言

實踐多元智能、自主學習與樂效學習等

理念之學校很重要，問題是體制內的學校能

實踐理念學校重視多元智能發展、自主學習

與樂效學習的理念嗎？

體制內的學校當然能實踐教育的理想與

理念，但其面臨的挑戰多且艱巨，其發展學

生多元智能的故事與成果則令人感動，近年

來許多在體制內發展的特色學校可為明證，

例如：建安國小、有木國小、金竹國小、興

糖國小……等。

筆者曾經擔任新竹縣寶山國小山湖分校

（以下簡稱山湖分校）與大坪國小校務評鑑

與教育實驗工作的評鑑委員、多次造訪兩

校，指導張銀瓶（2009）進行山湖分校特色
課程發展與實踐之行動研究；目前，也參與

兩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專業社群發展的諮

詢工作。基於長期與兩校接觸的密切熟稔

關係，對兩校的發展現況、困境及成效知之

甚詳，故本文以此兩所體制內學校（以下簡

稱兩校）為例，析述其實踐多元智能理念的

辛路（即辛苦的路程或艱辛的心路）、理路

（即理想、理念、道理、理論或思想的條理

）與活路策略。

本文限於篇幅，故不探究多元智能的相

關理論、兩校發展的理念與階段，不縷述山

湖分校及大坪國小課程發展模式與教學特

色，也不比較兩校特色的差異；未來，將另

外撰寫專文詳述，讀者若對上述議題有興

趣，可自己參閱相關參考文獻。

㆓、山湖分校與大坪國小實踐

多元智能理念之進程速㊢

茲速寫山湖分校與大坪國小兩所體制內

學校實踐多元智能理念之進程如下：

（一）山湖分校從概念中心實驗課程到生態

特色課程

山湖分校從概念中心實驗課程到生態特

色課程的發展歷程主要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張銀瓶，2009）：
1.概念中心實驗課程階段
1995年，山湖分校的老師被孫德珍教授

的「概念中心實驗課程」所感動，開始課程

實驗工作，此實驗課程吸引新竹縣市一些理

念相同的家長越區就讀，學生人數由19人增
加至80人。

2.開放教育實驗階段
1997年2月，孫德珍教授完成一年半的概

念中心課程實驗，轉而設立私立雅歌小學。

同年7月，山湖分校主任與教師團隊和家長代
表討論後，向新竹縣政府提出為期三年的開

放教育實驗獲准；同年9月開始實施開放教育
實驗計畫，在現有體制及課程規範下，繼續

實驗多元智能的教育理念。此一階段（1997
年至2004）的學生數維持在60人上下，學區
外轉進來就讀的學生比例為三分之一強。

3.發展生態特色課程階段
2004年起學生數有減少的傾向，學生數

一度降至40人。2006年8月，張銀瓶接任山湖
分校主任，積極與教師及家長共同探討山湖

分校的特色課程，進而發展以多元智能為基

㈻校實踐多元智能理念的辛路、理路與活路
林志成／國立新竹教育大㈻教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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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生態特色校本課程，此一階段學生數維

持在50人上下，學區外轉進來就讀的學生比
例為三分之一。

（二）大坪國小從多元智能實驗學校到永續

經營特色

大坪國小從多元智能實驗學校到永續經

營特色的發展歷程主要可分為下列兩個階段

（林志成、童鳳嬌，2006；陳榮和，2009）：
1.試辦多元智能學習環境計畫階段
2000年8月，大坪國小開放為自由學區

試辦九年一貫課程暨多元智能學習環境計畫，

在雅歌文教基金會的專業協助下，成為新竹

縣第一所公辦民營學校，大坪國小以三年一

輪主題網之核心概念課程架構，發展出弦樂

課等七項多元智能校本特色課程。公辦民營

後，學生數增至一百餘人，師生比仍維持

1：7，但經費則完全比照一般公立學校的
規模。

2.永續經營特色階段
2009年，大坪國小多元智能實驗計畫結

束；目前，學校重新研訂大坪國民小學辦理

「多元智能概念課程」實驗修訂計畫，正送

請新竹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中；同時，學

校也積極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

持續幫助教師增能（empowerment），並積
極邀請公益文教基金會，商談贊助與合作事

宜。

總之，家長常逐「優質課程、卓越品牌

與特色學校」而居，兩校因為雅歌文教基金

會的支持，故能以雅歌精神發展學生多元智

能，重視自主學習及樂效學習；也能以學生

多元才藝的能力展現，促進家長對學校的信

賴感；透過豐富多樣化的校本特色課程，讓

學生對學校展現正向的學習滿意度，故兩校

都能吸引家長越區就讀。兩校與雅歌文教基

金會終止合作關係後，因能繼續秉持開放教

育的精神，不斷發展特色課程，故能持續發

光發亮。

㆔、山湖分校與大坪國小實踐

多元智能理念的辛路挑戰

兩所體制內學校雖積極推動多元智能課

程實驗工作，戮力實踐教育理想與理念，但

與所有體制內學校一樣，都要面臨下列重重

的束縛、限制、辛路歷程與挑戰（林志成，

2009b；林志成、林蓓莉，2009；林志成、
童鳳嬌，2006；唐宗浩、李雅卿、陳念萱，
2006；張銀瓶，2009；陳榮和，2009）：
（一）少子化、交通不便、社經文化不利等

多重弱勢的困境

兩校學區學齡學生不足的問題在少子化

的挑戰下更顯嚴峻，惟兩校因為推動多元智

能課程，故減班、教師超額、併校、裁校與

廢校的壓力，較體制內其他學校為小。

其次，兩校都面臨多重弱勢的困境，也

都是弱勢中的弱勢學校。大坪國小位於北埔

鄉郊外、交通不便的五指山麓下；山湖分校

座落於群山中的寶山水庫旁，兩校皆為交通

不便的學校，就經費補助而言，不僅無法獲

得山地學校的資源與加給，同時也較少獲得

教育優先區學校的各種補助（大坪客家八音

曾獲補助），亦無法取得都會學校家長較豐

厚的人力、財力與物力資源；就學區家長社

區背景而言，學生家庭社經與文化不利，學

區學生程度低落，也間接造成教師教學的困

難與教學挫折感的提高。

（二）傳統觀念、教師工作負荷與專業社群

不易經營的挑戰

兩校都經過雅歌文教基金會的洗禮，所

以，多數教師較體制內教師更具有開放教育

的理念，但學區內家長及整個社會的觀念仍

相對保守，造成教師推展自主學習的潛在壓

力。

其次，兩校雖積極推動多元智能課程實

驗工作，但教師教學、輔導及兼任行政工作

負荷沉重，主任的工作負擔也大，要發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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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課程、啟迪學生多元智能，經營專業社

群、進行專業分享與專業對話更屬不易。

例如：山湖分校主任要擔起上課的責

任，又要扮演統籌規劃、全權領導分校的責

任；為了活化分校空間環境，分校主任辛苦

撰寫教育部活化校園與發展學校特色計畫，

並帶領分校師生善用競爭型計畫爭取教育部

經費，共同設計與討論，發展生態特色課程。

又如：大坪國小教師每天批閱學生書寫

的「美的分享」聯絡簿，教師花費大量時間

給予學生深度的回饋，便是一件極為勞心勞

力、費時費神的工作。

然而，小型學校組長大多數由導師兼

任，教師在繁瑣的行政業務與級務工作負擔

下，不但造成其生理與心理的一大負荷，更

是推動多元智能學校的不利因素。

（三）官僚管制、重升學分數及形式主義的

層層圍困與束縛

兩校在推展理念學校時，仍受限於各種

現有法令、官僚作風與管制主義的束縛。林

志成與林蓓莉（2009）認為應加速修訂法律，
研擬高支持、低束縛、專業性、民主性、整

合性、綱要性的理念學校法及相關法規，給

予體制外辦學者、體制內學校及教育行政人

員更多實踐教育理念的空間，以實現理想與

夢想，排除目前不必要的法令限制與束縛。

其次，升學主義、分數主義及形式主義

的束縛，更是兩校推動理念學校面臨的潛在

阻礙因素；即學校在推動理念時，可能受到

校內部分家長及教師的抵制，也可能受到他

校教育同道的質疑，如大坪國小教師流動率

及師資培訓不易，便使得推動理念學校的持

續力道無形中受到很大影響。

（四）缺乏自主管理權，行政支持、專業支

援與資源都不足

兩校所獲行政支持、專業支援與相關輔

導資源都明顯不足，無形中，增加教師習得

的無奈感。以山湖分校為例，山湖分校地處

偏遠沒有班車通達，面積僅0.6公頃、土地
不平整且沒有專科教室與禮堂、校舍老舊破

損，學校資源、空間及行政人力嚴重不足，

部分專長教師不易聘請；以公辦民營的大坪

國小為例，學校缺乏人事自主權與經費自主

權，課程自主權也明顯不足。

要言之，體制內學校若要實踐教育理想

與理念，則將同時面臨多重束縛的科層體制

與多元異質的開放教育兩面夾擊的兩難困

境，尤其是缺乏人事與經費自主權，兩校不

但無法延聘因應學校發展所需的師資，也無

法辦理系統化的教師增能研習；若教育行政

機關又不能給予其必要的經費支援與人事支

持（如遴選具開放教育理念的校長、給予自

辦教師甄選的人事空間），則其推動必然更

顯困頓重重。

㆕、山湖分校與大坪國小實踐

多元智能理念的理路㈵色

兩校雖面臨少子化、交通不便的挑戰，

面對社經文化不利等多重弱勢的困境，卻

仍積極奮進，構築出多元智能的美麗圖像，

其所依恃憑藉的是教育大愛、信心耐心與專

業熱忱。茲簡述其理路特色如下（林志成， 
2009b；林志成、林蓓莉，2009；林志成、
童鳳嬌，2006；唐宗浩、李雅卿、陳念萱，
2006；張銀瓶，2009；陳榮和，2009）：
（一）堅信學生第一、有愛無礙、有心就能

創新的理念

每位教育工作者都有其理念，只是有些

理念較貼近教育的本質，有些理念已遠離或

背離教育本質而不自知。若教師能堅信有愛

無礙、有心就能創新，有教育大愛與高專

業，就能突破體制內的種種藩籬，則較能突

破習得性的無力感，營造優質學習的情境，

加強個別化、多元化、彈性化與適性化的教

育，協助學生啟迪多元智能，並能活化、強

化、豐富化學校的功能，提供學生更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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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參與、發聲和表演的機會，使學校成為

學生的樂學天堂。

要言之，兩校均曾受雅歌文教基金會多

元智能理念的洗禮，所以，學校中的核心成

員均相信：若能以教育大愛營造一個開放教

育、自主學習的情境，給予學生發展多元智

能的時間、空間與舞臺，則每位學生都可走

出自己的天空，譜出一首首動人的生命樂曲。

（二）教師專業熱忱、家長積極參與、學生

能樂效學習

兩校實踐多元智能理念的願景圖像與林

志成（2009b）所提出之理念學校願景圖像
（如圖1）相似，其主要的心路歷程與思想
理路均強調以學生為主體，透過熱忱專業的

教師、多元的課程教材與教法、高參與的家

長及親師合作，以培養學生自我探索、自主

學習、自我挑戰、樂活自信、表達能力、優

良品格、全人發展與探究精神，但兩校均摒

棄威權管理，而是強調尊重、啟發、引導、

溝通、說理、挑戰和補過的方式。

圖1 理念㈻校概念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志成（2009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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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教師大都具有開放教育的理念，雖

然受到現有科層體制的束縛，面臨多元異質

學生與參與積極家長的挑戰，但老師們都展

現高度的專業熱忱。

兩校越區就讀學生的家長若非具有開放

教育理念者，即是希望幫無法適應原校生活

的學生找出路者，所以，兩校有許多熱心的

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校務，如擔任故事老

師、圖書館志工、解說或導覽老師等。

兩校都強調學生主體性與快樂有效的學

習，培養學生探索研究、深層思考、了解問

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如：山湖分校強調以

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規劃，透過生態特色課

程，讓學生進行觀察、紀錄、研究與發表活

動；大坪國小透過專題研究，讓學生成為學

習的主人；透過混齡的貓頭鷹（OWL）榮
譽制度與家族時間，使學生經由自我挑戰，

培養學生「奉獻、智慧、愛」的優良品格。

（三）以多元智能的特色課程與教學活動吸

引學生就讀

兩校教學均以學生為中心，提供學生學

習及磨練能力的舞臺，開發鍛鍊孩子的優勢

智能、關鍵能力及競爭力。兩校多元智能的

特色課程吸引許多學區外的學生越區就讀，

其學習的理路特色如下：

第一，強調發展特色課程與自然生態的

體驗學習：兩校均很重視特色課程的發展，

除重視主題統整與角落學習外；山湖分校係

以多元智能為基礎，發展生態特色課程；大

坪國小強調多元智能課程，設有研究課、主

題課、自然探索課及弦樂課等特色課程。其

次，兩校都非常強調善用大自然生態教室，

透過五感學習，喚醒學生沉睡的感官與感覺，

使學習生動化、活潑化、樂趣化與深刻化。

第二，重視藝術人文的學習與師生良性

心靈互動：兩校都重視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

習，希望培養學生創造力、表達能力與審美

能力。如山湖分校透過96年度教育部活化校

園與特色發展計畫、99年度教育部藝術人文
深耕計畫之視覺藝術創作，讓學生在兩棟校

舍內外進行色彩與主題創作，提供學童美感

操作經驗。大坪國小低年級學生弦樂學習為

必修，每位學生都可透過小提琴的學習，使

其手感、音感、動感更均衡發展，也讓學習

更有效果；而三年一輪定期演出的〈小池王

國〉戲劇表演（2009年起已更改演出內容
），更讓學生有整合、展現及回顧所學的機

會。其次，兩校均重視師生良性心靈互動，

如山湖分校與大坪國小親師生均透過「美的

分享」，以書寫或繪畫等方式，分享每天的

所學、所知、所思、所感，進行親師生溝通

對話，表達與分享生活中所體驗到的美感、

感受與感覺。

第三，強化優勢智能、多元探索與社團

學習活動：兩校都很重視教師增能與備課工

作，希望協助學生找到適性的學習方式，讓

學生從優勢學習智能切入，經由多元的探索

機會，體驗成就感與高峰經驗。其次，兩校

均透過豐富的社團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自主

抉擇社團的能力，發展多元的興趣與智能。

第四，活化校園空間，發揮境教的潛在

課程功能：兩校都是百大特色小學，也都很

重視活化校園空間，打造多元的學習角，以

發揮境教的潛在課程功能。如山湖分校透過

校園環境診斷與醫療課程施作，活化美化與

藝術化多功能教室，並讓學生在校園進行集

體塗鴨創作，使校園成為婚紗拍攝景點，更

讓學生時時處處都可學習；又如大坪國小營

造森林貓頭鷹意象的樂智學園、善用學生藝

術花燈作品布置公共空間，打造溫馨友善的

廁所、舒適的教室圖書角、有機農園等，使

學生能快樂進行學習活動。

要言之，兩校均積極提供學生多元智能

探索的空間與環境，以培養學生思考力、想

像力、創造力、美感力、解決問題、自主學

習、感知覺察（perception &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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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感性、理性探索與詩性智慧等能力，培

養主動負責、積極奮進、光明正向、臉上充

滿自信、希望陽光、健康快樂與人文氣息的

學生。

（四）強調學生主體，深耕討論與分享，落

實民主信念

兩校均強調以學生為主體，透過喚醒（

Awakening）的方式，啟迪學生多元智能；
落實校園民主、法治教育與生活教育，深耕

討論、對話與分享的校園文化。

（五）重視多元真實、歷程檔案及自主的評

量檢定系統

兩校均強調真實評量、實作評量、自我

評量、同儕互評等多元評量方式，評量的內

容包括DIY的作品、作品展覽、戲劇表演、
集體創作、口頭報告、專題研究報告、期中

期末報告、成果發表會、口試、實作、作業、

資料彙整，當然也包括傳統的紙筆測驗。

兩校不只以量化的數字來代表學生的學

習成就，更重視以質性的文字評語來描述學

生的學習表現，清楚呈現學生的學習狀況，

以便協助學生學習的修正。

㈤、體制內㈻校實踐多元智能

理念的活路策略

茲參考專家學者（林志成，2009a，
2009b；林志成、林蓓莉，2009；林志成、
高俊雄、林仁煥、蔡淑玲，2009；唐宗浩、
李雅卿、陳念萱，2006；張銀瓶，2009；陳
榮和，2009；Fetterman & Wandersman, 2005；
Wohlstetter, Smith & Malloy, 2005）所論，提
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培育理念學校師資，培養教師實踐多

元智能理念的智慧

教師為教改成敗的重心，其理念信念、

經驗、專業等會影響行為表現，故若要擴大

理念學校的經營與影響，則培育理念學校與

開放教育的師資，培養教師實踐多元智能、

自主學習、樂效學習理念的智慧係當務之急。

目前，國家教育研究院已陸續商請全人

中學、慈心華德福等另類學校辦理理念學校

教師研習活動；未來，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各

師資培育機構應擴大推動理念學校工作坊，

強化教師多元智能的專業知識、智能與智

慧，使其有能力與熱忱推動多元智能教育。

其次，教育行政機關應積極鼓勵教師社

群進行課程教學行動研究，以改進課程教學

問題，有效協助學生發展多元智能。

再次，師資培育大學應調整課程結構與

教學方式，使教師智能符合教學現場的需

求，並能因應學生、情境之特性而調整設計

適性課程。例如：設計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

程或課程，培養九年一貫課程表演藝術師

資，以提升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學效果。

（二）提供必要的支持，整合並善用資源，

協助教師有效增能

首先，政府應給予有心辦學者必要的支

持、支援與資源，鼓勵各校研訂教育實驗要

點，積極推展教育實驗與教育創新工作。

其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推動樂效學

習、自主與開放理念的學校，應提供必要條

件與資源，使其能在合理班級人數與師生

比，做好適性化與個別的教學與輔導工作，

因為除學習受挫學生會轉學到理念學校外，

情緒困難學生或特教學生也常轉學到理念學

校。

再次，學校應積極爭取、整合並善用資

源，發揮有限資源的最大效益。山湖分校、

大坪國小與雅歌文教基金會終止合作後，為

解決資源不足、缺乏專家指導的困境，因應

特色課程永續發展的挑戰，山湖分校積極申

請競爭型計畫及合作研究計畫，大坪國小已

邀請相關文教基金會，成為新的合作夥伴，

目前，教育處仍未與大坪國小未來合作基金

會接觸。

最後，兩校均持續聘請學者專家協助教

師專業增能，並指導校本課程架構、教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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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活動教學，維持一貫的主軸，持續的整

合。

要言之，提供必要的經費與資源可以有

效改善學生的學習品質、有助於教師教學效

果展現（Grossman, 1995）。學校要實踐理
念，一定要積極開發、整合並活用鄰近的各

種資源（如文教基金會、大學），遴聘專業

顧問團提供必要的諮詢服務；善用寒暑假及

週三進修時間，辦理系統化的多元智能概念

課程師資增能研習，營造多元學習的有利條

件與優質情境，讓理念有實踐的可能與機會。

（三）具有教育大愛與專業自主空間，才有

可能落實自主學習

要落實學生自主學習，則教師需具有教

育大愛與專業自主空間，方能竟其功。其具

體建議如下：

第一，激發大愛，教師才能堅持發展多

元智能的理念：若能激發教師的教育大愛，

讓其體驗並深信：當愛夠深，當專業夠強，

沒有什麼不可能；則教師便能克服種種困

難，堅持理念，尊重並激發學生學習的興

趣，允許並包容學生的犯錯，注重學生的學

習性向，透過多元社團活動，善用混齡教

學，活用合作學習，培養學生自我探索、規

劃、溝通、負責、反省思考與多元的智能。

其次，若教師能堅持信念，則較能持續鼓勵

學生建立自己的學習目標與方案，在教學過

程中，能依據教學目標、教材難易度、學生

興趣、起點行為與特性，提供學生自主學習

的機會與必要的學習鷹架，使學生自己計

畫、自主行動並自我監督，以幫助學生發展

多元潛能，培養其自主學習的能力。

第二，營造適合個別化學習的制度、文

化與空間情境：若能營造適合個別化學習的

制度、文化與空間情境等軟體硬體條件，如

給予理念學校自主管理的權力、提供必要資

源、使學校兒童博物館化，加速建立教學資

源庫及評量題庫，則教師更有可能落實個別

化、動態化、發展化與多面化的學習，鼓勵

學生依學習的速度與狀況，自行檢定基本能

力狀況，學校也可定期辦理基本能力檢定測

驗，供學生自由選考，並讓親師了解學生的

學習狀況，看見學生的特質，以利補救教學

的實施，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具體建議，協

助學生調整學習的步伐。

第三，讓活動意義化，使學習樂趣化，

才能引起動機：若能讓校園的一切設施與活

動都具有教育意義，將學習融入校園中的相

關作為、設施、活動與課程教學之中，讓活

動意義化，使學習樂趣化，如此，才能引起

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例如：讓學生代表

參與校園中的各種學習活動與各項會議、參

加校園規劃；又如：指導學生自製記錄學習

點滴的筆記本，讓每一項校園的活動都有學

生學習的痕跡與意義。再如：尊重與發掘學

生的優勢智能，以學生的優勢能力為學習的

起點動力，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激

發學生的多元潛力，達成五育並重的全人教

育目標。

第四，給予專業自主的空間，教師才能

耐心從容薰陶：若能給予教師專業自主的空

間，教師才不會因趕進度而失去耐心，才能

以溫柔體貼的耐心與毅力，透過從容不迫的

學習節奏，適時適當的補救教學，陪伴並協

助學生學習成長；也才能以專業有效的策略

方法，透過模範標竿的引導及學生的自我摸

索，啟迪學生的多元智能，啟發其思考力與

想像力，培養其良好習慣與生活行動智慧。

第五，透過專業社群力量，支持教師帶

好每一位學生：若能成立教師專業社群，善

用圓桌會議，發揮教師專業社群功能，則能

透過專業社群力量，支持教師帶好每一位學

生；透過對話分享，教師更能以愛心、耐心

及專業，深入理解學生的身心狀況，採取契

合學生資質與起點行為的學習方式，協助學

生擴展智能表現能量，讚揚學生優勢智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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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促進提升學生的表現水準，鼓勵學生建

立自己的學習目標與方案。

（四）將教育實驗與創新納入視導重點，發

展樂效學習的學校

首先，若能將教育實驗與教育創新納入

統合視導重點項目，應可使縣市政府更重視

教育實驗與教育創新工作，進而使理念學校

自主管理有更大、更多的實踐空間。

其次，若能落實教訓輔三合一、特教輔

導與補救教學工作，則更能實現帶好每一個

學生的理念，因為目前體制內學校每班學生

人數仍多，學習異質性大，班級內常有學習

或情緒障礙學生，教師常心有餘力不足，學

校除應強化教師特教輔導知能，更應善用家

長志工及社區資源，落實特教輔導與補救教

學。

最後，應持續推動特色學校、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創造力發展等各種專案，發展樂

效學習的學校；使各校能將閒置空間活化成

教學空間，使教師樂於創新教學，使學生在

校園可進行體驗學習、自主學習與探索學習，

讓校園充滿學習的樂趣，使教學更有成效。

（五）加速法令鬆綁，促進家長參與，深耕

實踐教育理念沃土

若能加速法令鬆綁，促進家長參與，則

能深耕實踐教育理念沃土，其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政府應加速法令鬆綁，速訂學校

型態教育實驗辦法或理念學校法，以鼓勵教

育實驗工作，深耕開放教育的沃土。

第二，政府應鼓勵公辦民營、官民合作

與策略聯盟，促進資源共享，並發揮有限資

源的最大效益。

第三，學校應積極提升家長效能，有效

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善用社區志工，有

效協助學生學習，全面提升學生受教品質。

第四，應培養師生「覺↔知↔行↔思」
的教學智慧，不斷突破教學困境，超越習得

性無奈與無能，實踐教育的理想與理念。

第五，學校應有效活化各種教學空間，

創造更多的學習機會，累積學生學習能量，

使校園成為展現學生多元智能的桃花源，激

發學生多元潛能。

第六，學校應整合各種計畫，永續經營

多元智能、全面品質的特色文化，俾發揮整

體的、長期的、綜效的功能。

第七，學校應不斷強調優質創新，加強

創意企畫，研議短、中、長程學校轉型方案，

持續建立多元智能學校之特色品牌口碑；善

用體驗行銷、網路行銷、媒體行銷、金三角

行銷等行銷術，爭取發展資源；並善用評鑑

機制，落實因材施教，帶好每一個學生。

㈥、結語

辦學者都有其口頭宣稱的理想與理念，

但理念有符合教育本質者，也有背離教育本

質者。體制內的學校都可透過多元的藝能教

育、開放教育、社團活動、自主學習、彈性

學習、體驗學習、樂效學習、個性化學習，

以啟迪學生多元智能；透過混齡學習，學到

合作學習與互助分享的美德；透過親師夥伴

合作、平權參與，有效提升學習力，親師生

共同建構理念學校的新教育圖像。

體制內的學校推動多元智能課程實驗工

作，除了要承擔課程實驗的責任外，同時，

也要面臨科層體制重重的束縛、限制、辛路

歷程與挑戰。惟若教師能堅信學生第一、有

愛無礙、有心就能創新的理念、有專業想法

就有解題辦法，若能以多元智能的特色課程

與教學活動，吸引學生就讀，若教育行政機

關及師培單位能積極培育理念學校及開放教

育的師資，加速法令鬆綁，促進家長參與，

則學校必能在自主管理的良好基礎下，逐步

實踐自主學習、從容學習、樂效學習與發展

學生多元智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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