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01

引导学生进行长板发掘和发挥的问题研究—以 SCUJCC

高校为例子 

毛茜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在对学生的长期培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善于发挥自己优势智能的同学容易脱颖而出，获得某一方面的成就。在教学育

人的过程中，也提倡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因此如何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智能，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智能，值

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本文根据多元智能理论，对学生的优势智能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制作问卷，对学生进行测试，发现学生的

优势智能，并引导学生去发挥自身长板。并探讨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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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基础 
1.1 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

授，在 1983 年提出的。教授指出, 人类在构建思维的过程中会形成
多元化的多种认知, 这些思维理念的认知, 就是指人类自身具备的
多种智能，比如语言方面、数理逻辑方面、音乐方面、空间方面、
身体运动方面、人际交流方面、内省方面、自然观察方面等。[1]后来，
加德纳认为，过去对智能的定义过于狭隘，将人类智能又增加了一
个存在智能。 

1.2 长板原理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邹广严校长在2013年 1月22日的2012年度

总结大会上正式提出了“长板原理”，邹校长认为，教育和人才适
用于“长板原理”，也就是说，一个学校、一个人，在其基本面可
以的情况下（如一个人品格良好或一所学校基本条件具备），他的
成功取决于他所具有的最长的那块“板”。邹校长说一技之长谓之
长板，促进成功的最长的那块“板”也可以叫做长板。推而广之，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长板，我们在某一方面的智能优势也是长
板，甚至我们在某一方面的潜能也可以是长板。我们锦城“学校谋
特色，学生谋特长”，就是发挥长板效应。 

2引导学生优势智能的发掘的过程 
2.1 学生优势智能的测试 
在多元智能理论的引导下，学校将学生的智能分为的十大智

能，分别是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
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者智能、存在智能、管
理领导智能，并制作了相关的问卷调查，让每位同学参与测试，帮
助学生找到长板。问卷设定，测试总分排名前三的智能为该学生的
优势智能。 

2.2 学生优势智能的体验和发挥 
在测试出优势智能后，引导学生填写长板发挥和体验表，主要

是让学生在测试出来的三个优势智能的前提下，去回顾之前所取得
的成就或者获得的满足感来自于哪些相关的事件，去进一步证明测
试所得的优势智能是否与自身相符。以及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优势智
能，写出对大学学习和生活的规划。 

2.3 辅导员对学生测试结果的反馈 
在学生完成测试，填好相应的表格后，辅导员需要及时对学生

的测试结果进行反馈，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优势智能进行指导，给
出具体的建议。比如说，语言智能优势的学生，可以多参加语言类
课程模块的学习，还可以积极参与关于校园生活的辩论、写诗歌、
编短剧或讲故事、文学作品鉴赏、课堂问题的讨论、时事评论、参
观关于文学创作的展示、创作广播节目等系列活动。通过课程和活
动，使学生对语言结构有更好的了解，还可以加强学生的言语表达
与言语沟通能力，进而促进语言智能的发展。逻辑数学智能优势的
学生，可以多参加科技创新类课程，比如科技创新竞赛、小发明、
小制作等，也可以参加数学、物理、计算机等比赛。通过学习及比
赛活动，使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基本原理、设计思路、解题方法、
操作步骤，初步具备对自然科学的缜密思维能力，进而促进学生逻

辑数学智能的发展。等等。 
3在测试学生长板和进行长板指导时存在的问题 
3.1 小部分学生对待长板测试不认真 
长板测试，并不是一门必修课，对于学生的大学学习和生活起

到的是辅助作用，并没有决定他们是否能够毕业，但是在进行长板
测试和填表的过程中，需要学生花心思和时间去认真做，如果没有
让学生认识到长板测试的重要性和意义，学生很难完全配合，如果
学生采取敷衍的态度，测试的结果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3.2 学生无法正确看待测试结果 
人类的优势智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还受到很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所以长板探测表只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参考，并不能决定
这些优势智能都永恒不变，所以对待结果应该正确看待，合理参考，
服务自我，不能过于迷信。 

3.3 辅导员对学生优势智能进行单独指导的难度大 
每位辅导员有 300 个左右的学生，但是由于每个学生的优势智

能都不一样，必须要进行单独指导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辅导员
工作繁重，单独指导长板并且进行跟踪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难度大。如果敷衍进行，达到不到期待的效果。 

4针对长板测试和执行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4.1 重视事前宣讲工作 
开展长板测试前，要先对所有学生进行宣讲，讲述工作的重要

性，讲对学生的重大意义，让学生深刻理解，动员学生都要积极配
合，牺牲自己的小时间，换来对自我更为深入的认知，换来对整个
大学学习生活的合理安排。 

4.2 引导学生科学客观看到测试结果 
引导学生要善于利用测试结果来服务自我，不要迷信，不要有

太多顾虑。我们探测只是为学生认识自己，发展自己提供了依据，
不要去猜测怎样填才是最好的，越真实的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更
不要受他人的影响，也不要影响别人。 

4.3 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 
由于对学生进行长板指导和跟踪工作量大，建议将所有学生的

进行分类指导，把有相同优势智能的学生整合起来，一起给予反馈，
进行一对多的指导，当然也要控制一个人数，建议最多五个人以内。
对于个别特殊情况，再进行一对一单独调整。 

5结语 
在多元智能理论的启发下，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的不同职能，也

理解到了启发学生去认知自我优势智能的重要性。现代教学提倡因
材施教，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个性化培养，要善于
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让其长板更长，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智
能，为自身成长和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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