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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小学和初中语文创新教学
及案例分析（下）

张桃花 1　何　浩 2　何小舟 3

（1. 凤翔路小学，广西 南宁 530025；

2. 南宁市第十四中学，广西 南宁 530028；

3. 南宁市第三中学，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以培养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要求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也随之更迭。具体到语文学科来说，融合多元智能理论进行创

新教学，是更好地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将就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小学和初中语文创新教学的案例做具体分析，

以摸索若干稳定可行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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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小学和初中语文创新教学及案例

分析（上）》一文中，我们总结出“小学和初中语文创新教学”

具体操作的四个基本步骤，呈现了三个典型案例。

这三个案例分别对“身体运动智能促进古诗词背诵”“身

体运动智能向音乐节奏智能转化并有机融合从而促进古诗词背

诵”“视觉空间（绘画方向）智能促进理解游记游踪”的语文创

新教学方法做了过程的详细梳理和原理的解读分析。

本文将承接《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小学和初中语文创新教

学及案例分析（上）》，呈现有关“自我认知（内省）智能”“人

际交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及“语言词汇智能”是如何单独、

合力或者移用，来促进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学的。同样，本文也将

对这些案例进行原理的解读分析。

一、拓宽习惯性阅读范围

南宁市某中学学生何某某爱读书，阅读量达标，小学时已读

完不少国内儿童文学著作，还了解了外国文学名著若干。到初一

时，其课外阅读范围已不限于文、史、社会的范畴，也涉及数、

理、化、生等理科领域。但何某某在语文测验当中的表现却总是

出现相同的问题——对诗词、小说、散文类人物的深层次情感把

握不准确。

散文、诗词、小说里人物的感情有时是含蓄委婉、埋藏较深的，

要把握它，学生首先要捕捉字里行间的相关信息，然后通过深入

理解这些信息从而产生联想和想象，最好将自己代入到作品情境

当中，最后才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人物所要表达的深层次情感。

即学生要有一个从信息捕捉、加工，最后是关键的“主动产生信

息输出”的思维过程。

一开始，语文老师采用了传统的“多读、多写、多评”的加

强训练，持续了一个学期，效果不理想（如上两图所示）。因此，

语文老师想到尝试用融合了多元智能理论的语文创新教学来解决

问题。

首先，语文老师通过观察和交流，逐渐明晰了他习惯性的阅

读范围和特性：

1. 文史类书籍多读偏重于情节的，例如小学时多读《安徒生

童话》（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国集志怪故事集》（云南美术出

版社）……初中时读《西游记》（人民教育出版社）……但较少

读诗歌、散文，尤其古诗词能成诵的篇目不多。

2. 科学类书籍多读偏重于静态知识介绍和呈现的，例如小学

时读《繁星三部曲立体书》（化学工业出版社），初中时读《好

玩的生物学》（清华大学出版社）……较少读需要展开联想和想

象的科幻类作品。

3.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书籍是有共性的——他们的

文体特征决定了阅读者的思维活动更多停留在“被动输入静态信

息”的层面，而深入理解、想象和代入情境从而“主动产生信息输出”

的动态思维活动不多。

其次，在了解了何某某同学习惯性的阅读范围和特性之后，

语文老师跟他做了很坦诚的沟通如下：何同学小学时读《安徒生

童话》一类的书籍，其兴趣点和关注点多是在故事的发生发展过

程上，思维活动是“被动输入了有趣的信息”；读《繁星三部曲

立体书》这类书籍，则多是被编者制作的精巧活页所吸引，其思

维活动仍然多是“被好玩的活动机关输入了相关的静态知识”。

初中时读《西游记》和《好玩的生物学》亦然，兴趣关注点分别

在于各类妖怪和法术的描述上以及生物知识本身。

语文老师藉此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不跳出原本习惯的

阅读范畴，即便读书再多、范围再广，但因得不到足够量“深入

理解、想象和代入情境从而主动产生信息输出”的动态思维训练，

何同学仍会在准确把握人物深层次情感方面存在不小的困难。

最后，语文老师决定建议何同学尝试采用新的方法来改变这

一状况——即拓宽习惯性阅读范围，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

促进他对人物深层次情感的把握。

具体说来就是老师设计阅读计划，何某某要在自己原本习惯

性阅读的基础上，增读相勾连的小说、诗歌等内容。老师再通过

问题引导他运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进行深入理解、想象

并代入情境，把他的思维由“被动输入静态信息”转为“主动产

生信息输出”。下面是以增读《红楼梦》的阅读计划为代表进行

原理解说：

原 本 习 惯
性 阅 读 的
书籍类型：

原本习惯性阅
读的书籍和相
关内容：

老师设计的相勾连的小说《红楼梦》及相关内容

增读小说《红
楼 梦》 的 相
关 章 回 及 具
体内容：

何同学对红楼
梦中相关内容
的第一次理解
及思维方式：

教师引导何同学运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进
行深入理解、想象和代入情境而所提的问题及学生
回答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逐步把握人物深层次情感的
过程：

何某某对红楼梦中相关内容（诗
歌）的第二次理解及思维方式
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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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类

《史记·秦始
皇本纪》（读
白话文版本）
原文：
“先作前殿阿
房，东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
丈，上可以坐
万人，下可以
建五丈旗。周
驰为阁道，自
殿 下 直 抵 南
山，表南山之
巅为阙，为复
道，自阿房渡
渭， 尾 之 咸
阳。”

第四回
薄 命 女 偏 逢
薄命郎
葫 芦 僧 乱 判
葫芦案
具 体 情 节 门
子 给 贾 雨 村
递 上“ 护 官
符”（诗歌）：
阿 房 宫，
三 百 里， 住
不 下 金 陵 一
个史

何：这收诗大
概是写阿房宫
很大吧，金陵
史家人很多。
思 维 方 式 分
析：被动输入
静态知识，只
停留在字词表
面，不能理解
文中人物“门
子”的心理。

师：可以坐万人的阿房宫，还住不下史家的人吗？
何：这应该是夸张手法吧。
师：那写这个“护官符”的人为什么要夸张得这么
厉害呢？你能再看看是什么人给贾雨村的？
何：是门子。
师：如果你是门子，你会给这么夸张的“护官符”
给你的长官上司吗？
不怕出错吗？你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开始用“自
我认知（内省）智能”促发想象］
何：我给他的目的是……是为了避免他惹祸上身。
师：他有麻烦关你什么事呢？［开始用“自我认知（内
省）智能”代入情境］
何：这次要是我帮他，他以后肯定也会对我好帮我
吧。
师：那现在你能说说这句话里隐藏的深意是什么了
吗？就是“住不下”这句。

何：这里是运用了夸张手法，
不符合事实，但门子因为想要
得到贾雨村的赏识，还是提交
上去，其实是他自己……欲望，
不管法律……（老师此时“徇
私枉法”）哦对，是他自己想
要徇私枉法、讨好上级才这样
做的。

思维方式及结果：通过“自我
认知（内省）智能”促发想象
和代入情境，何同学主动产生
了信息输出，准确地把握了人
物的深层次感情。

神话类

《中国神话故
事集》原文：
“传闻后羿射
杀妖兽有功，
西王母赐其不
老仙药，门徒
蓬蒙趁后羿外
出时逼迫嫦娥
交出仙药，嫦
娥情急之下吞
下仙药飞上月
宫。从此与后
羿遥距相思。”

第 五 回 游 幻
境 指 迷 十 二
钗
饮 仙 醪 曲 演
红楼梦
具 体 情 节 贾
宝 玉 梦 游 太
虚 幻 境 听 仙
女 演 唱《 终
身 误 》（ 词
或曲）：
空 对 着， 山
中 高 士 晶 莹
雪；终不忘，
世 外 仙 株 寂
寞林

何某某：这是
说空虚地面对
山里的白雪，
始终不忘记世
外仙草寂寞的
树林
思维方式：被
动输入静态知
识，只停留在
字词表面，不
能理解文中人
物贾宝玉的心
理。

师：你说的这个意思来看，这首词该是写景吧？但
我却不同意，知道为什么吗？
何：不知道。
师：你看，高士两个字你漏掉了，山中高士是啥意
思？
生：山中高洁的隐士吧。
师：对了。因此，这里看似写景，实则写人，红楼
梦里哪个人物是像隐士一样高洁规矩的呢？又有哪
个人是世外寂寞之人呢？［开始用“自我认知（内省）
智能”促发想象］
何：香菱？
师：这首歌是仙姑唱给贾宝玉做暗示的，唱的这两
个人肯定跟贾宝玉密切相关啊。如果你是贾宝玉，
在你看来，哪个人高洁规矩？哪个人像身处世外寂
寞的人？［开始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代入
情境］
何：不确定，我觉得有几个。
师：那我提示一下，你身边最密切的两个人，一个
“雪”和“林”……［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
代入情境并促发联想］
何：哦！我知道啦！是薛宝钗和林黛玉！［第一次
把握了唱词的真实意思，从字面表层把握了深层含
义］
师：好，那咱们再仔细想想，这首词到底隐含了谁
怎样的情感呢？

何：我是贾宝玉，喜欢林黛玉，
所以对她念念不忘。但是对薛
宝钗却很空虚？［学生第二次
把握了唱词表达的人物情感，
并开始将自己代入人物身份，
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
提出疑问］
师：对啊，你对林黛玉念念不
忘可以理解，但你对着薛宝钗
怎会空虚呢？
何：因为我不喜欢呀！
师：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呢？［老
师强化这一过程，引导学生进
一步运用“自我认知（内省）
智能”深入理解人物情感］
何：我不知道。
师：那我们再读再想，相信你
会从中找到更深刻的答案。
何：行！
思维方式及结果：何某某通过
“自我认知（内省）智能”促
发想象并代入情境，分三次逐
步深入把握人物情感（最后一
次还在进行中），一次比一次深。

从以上何某某的情况来看，他习惯性阅读的范围在拓宽了的

同时，对小说和诗歌等文体当中所蕴含的人物情感，是可以通过

合理调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来把握的。据此，我们可以

总结这一语文创新教学方法适用范围和操作步骤如下：

①适用范围：思维活动多停留在“被动输入静态信息”的层面，

而深入理解、想象和代入情境从而“主动产生信息输出”的动态

思维活动并不多的中小学生；

②首先要有意识地拓宽其习惯性阅读的范围，特别要纳

入包含有人物深层次情感的文体，例如小说、诗词、戏剧、

散文等；

③教师在其原有阅读的基础上，设计相勾连的阅读计划，把

相勾连的小说、诗歌等文体当中人物深层次情感，以问题的形式

呈现出来；

④最后通过引导学生调动自己的“自我认知（内省）智能”，

特别是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人物，产生想象、代入等动态思维，

主动输出信息，回答问题的过程就是逐步把握人物深层次情感的

过程，可以反复多次训练。

二、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促进学生准确把握群像类文章主

旨的案例

何某某同学在理解人物深层次感情方面取得突破后，又遇到

了新难题——对群像类文章主旨的把握不准确。

这在语文老师的意料之中，因为根据该同学之前的情况就可

推断，他读群像类文章的注意力往往是停留在情节的变化发展上

的。经过上述语文创新教学方法的训练后，何同学对其中单个人

物的深层次感情的把握会有所深入，但对多个人物之间错综复杂

的关系，及这些关系共同编织成网、最后呈现出来的主旨又是难

以理解和把握的。

语文学习原理如下：

对于人物少、主要人物相对集中的文章，学生要把握其主旨

往往只需要先了解作者生平经历、创作背景并整体感知文章主要

内容即可。因为这类文章中的某个主要人物的经历、结果和相关

的深层次感情就能较为明确地呈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文章主

旨。例如《藤野先生》（八年级上册课文），学生了解了作者鲁

迅当时的求学经历和时代背景，就能通过主要人物藤野先生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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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所行及体会鲁迅的深层次感情，来把握此文要表达的“尊敬和

怀念先生及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主旨。

但群像类文章的主旨不同，因人物众多，其主旨往往不会单

单由某个人物呈现出来，而是通过一群人物（包括主要人物和若

干次要人物等）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变换呈现出来。可以说，把

握群像类文章主旨的关键，就是理清其中的人物关系。例如《刘

姥姥进大观园》（九年级上册课文），学生如果只能单单把握好

刘姥姥这一个人物，而不能理解刘姥姥和大观园中一系列人物的

关系，就不能把握这篇课文的主旨——“对底层小民艰难换取施

舍以求更好生活的悲悯和尊敬，同时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靡腐朽

及必然走向没落的未来”。

图 1、思维关键点

由上图可推，对何同学来说，把握群像类文章的主旨的一般

思维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正好是他所缺乏的。把握这类文章主旨相

当于对他语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能力的再升级。

而语文老师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仍然是融合了多元智能理论

的语文创新教学——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使“自我认知（内省）

智能”和“人际关系智能”形成合力，补全“理清人物关系，理

解人物群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变换”的关键环节，从而促进学生

准确把握主旨。以下是原理解析及具体案例的操作过程梳理：

原理解析——戏剧表演的形式是老师精心设计、用来解决难

题的突破口。戏剧是融合了小说情节、诗歌语言、散文感情的文

学类型。结构方面有情节，是为了照顾了何同学原有的阅读兴趣

及习惯，方便他接受；而表演过程中语言的表达和情感的传递，

则要求他不仅能理解人物自身的感受，更要把握好和舞台上其他

相关人物之间的互动。可以说，语文老师选择戏剧表演的形式，

是帮助何同学补全“理清人物关系，理解人物群及其互相之间的

变换关系”这一关键环节的最恰当方法之一。

具体典型案例及操作过程梳理——

1. 在教授《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把课文原文编排成戏剧，

何某某扮演刘姥姥，其他三位同学分别扮演贾母、王熙凤、鸳鸯，

要求把原文精髓表现到位。

2. 在戏剧正式表演前进行若干次排练，每次排练前都引导何

同学从“角色内省”（理解人物深层次感情）与“人际关系”（促

进把握文章主旨）两个角度来思考如何做得更好，特别注意在舞

台上和其他角色互动表演时的语言、动作、神态三个方面。

3. 在排练过程中数次纠正何同学的动作、语言、神态方面的

细节，通过这种方式引导他对人物关系深入细致理解，以下三次

纠正是这一过程的细节代表：

（1）通过修改戏剧动作帮助何同学理清人物关系：

师：何 XX，你没有把刘姥姥夹鸽子蛋的动作演出来。  何：哦，

那我再来一次。

师：还不行，动作太快了。  何：还要夹久一点啊？

师：不是久的问题。你想想，我是王熙凤，那一双那么重的

筷子给你夹鸽子蛋，你是刘姥姥，你应该猜到我想要怎样了吧？  

何：哦！我明白了，那我是应该夹得久一点。

师：除了久一点，还有吗？   何：还应该手忙脚乱一点，蠢

笨一点。    

师：为什么？    何：因为要故意做出搞笑的样子来逗她们开心。

师：对，但你不觉得很丢人吗？  何：没办法啊，寄人篱下，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师：嗯，不错！理解了！再演一次，演完以后再总结她们间

的关系（指填好表演提示表）。

何：好。（表演合格后在提示表内填下了看不起、戏弄、忍

辱讨好等词，这是利用“人际关系智能”解决了人物关系问题）

（2）通过戏剧神态理清人物关系：

师：刘姥姥说自己吃母猪不抬头时的表情是模仿什么？   何：

当然是模仿母猪了。

师：为什么？  何：因为她听到贾母请自己吃饭，受宠若惊，

想用这种方式来逗乐。

师：她也是长辈哦，为什么还受宠若惊？   何：她穷啊，地

位差太远了，尊卑悬殊。

师：那你觉得刘姥姥和贾母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等下用笔填

填下面这个表演提示表，再试着演一次，可能会更好些，你觉得

呢？   何：好，我试试（表演合格后，填下了尊卑关系、讨巧等词，

这仍是利用“人际关系智能”解决了人物关系问题）。

（3）通过戏剧语言理清人物关系：

师：何 XX，我觉得你这里（用餐过后和鸳鸯对话）的语气不

太对。  何：啊？是吗？

师：之前你跟贾母说话时的语气是对的，但现在的语气不太对。  

何：为什么？

师：你跟贾母说话和你跟鸳鸯说话的语气会是一样的么？    

何：好像是哦，不一样。

师：为什么不一样，你说说看这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何：

鸳鸯是贾母的贴身丫鬟，刘姥姥是贾母的远房亲戚。

师：那刘姥姥和鸳鸯又是什么关系呢？   何：应该……没有

什么关系啊？不是亲戚吧？

师：我不是说亲戚关系。这样吧，你觉得刘姥姥和鸳鸯谁的

地位高些呢？ 何：嗯……

师：刘姥姥是贾母的亲戚，又是长辈，特别是贾母赏了她自

己喝过的老寿眉茶以后，刘姥姥的地位就抬高了。这个时候她和

鸳鸯丫鬟的地位如何呢？    

何：我觉得……不知道，但刘姥姥地位应该不会比一个丫鬟

还低吧？

师：对。我是鸳鸯，你是刘姥姥，我们俩吃这顿饭、演这场

戏有个怎样的相同的心愿呢？

何：让贾母高兴一下，逗她开心呗。

师：对了，既然我们地位没有什么明显高低，心愿又相同，

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何：战友关系。啊不，合作关系。    

师：对了。以前刘姥姥地位可能还比较低，但现在不一样了，

关系变换了。你理解了他们俩之间这个时候的关系，还能用原来

对贾母说话的语气来演和鸳鸯说话时的语气吗？    

何：哦！我明白了。应该是平等合作关系。那老师我们再演

一次……（这是利用“人际关系智能”解决了人物关系及其变换

的问题）

图 2、戏剧表演提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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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决了“理清人物关系，理解人物群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

变换”的问题后，教师再引导何某某回答本文主旨问题。

师：你的表演已经很到位了，值得表扬啊，真不错。你作为

刘姥姥一路过来是什么心情？

生：嗯……一开始有点生气，毕竟好像有点受到侮辱的感觉，

但最后好歹讨了贾母欢心，让大家都开心高兴，自己其实也没损

失什么，还有鸳鸯照应自己，其实也没什么了。当然还有点……

嫉妒吧，不甘之类的。（运用“自我认知（内省）智能”理解人

物深层次感情）

师：那么作者曹雪芹写这一回的目的有哪些呢？

生：我觉得是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艰苦吧……还有贾

府这些人的奢侈和目中无人。

师：有些过了，悲惨艰苦谈不上，刘姥姥不悲惨艰苦啊，特

别她后来还受了那么多恩惠。贾府这些人倒也谈不上目中无人，

其实你看捉弄是捉弄，但还事先暗示通告，而且大家的笑也并不

是恶意的嘲笑对吧？咱们不能说得太偏激了（仍引导何同学更准

确地把握人物关系）。

生：好吧，那就改一下——应该反映了上层社会的奢华和下

层人民的辛酸和卑微。

师：嗯，好多了（此时已通过理解人物关系帮助该同学理解

了群像类文章的主旨）。

（教师过后又通过让何同学扮演戏剧《雷雨》中的“鲁侍萍”、

《屈原》中“屈原”等角色，来进一步提升其把握群像类文章主

旨的能力）

以上过程表明，何某某对《红楼梦》中这篇《刘姥姥进进大观园》

群像类文章的主旨把握是准确的。而他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无法理

解到准确把握的蜕变，语文创新教学方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将这一方法操作步骤总结如下：

①静态知识积累环节：了解群像类文章作者的生平经历、创

作背景并整体感知文章主要内容（以上案例不做赘述）；

②进入动态思维环节一：引导学生调动“自我认知（内省）

智能”，产生想象、代入等动态思维，主动输出信息，理解人物

深层次情感；

③进入动态思维环节二：将群像类文章改编成戏剧，在学生

表演的过程中，通过对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的修正，促使学

生调动“人际关系智能”来理解文章中各种人物间的关系及其变换，

裨补思维关键点，这一环节即开始为理解主旨做预备；

④反复综合动态思维环节一、二，多次修正戏剧表演直至成

熟的过程，就是“自我认知（内省）智能”和“人际关系智能”

不断合力帮助学生将“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变换”梳理清楚

的过程，梳理清楚后，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自主把握群像类文

章主旨即可。

三、把数学逻辑智能中的同类思维方式移用到语言词汇智能

当中

南宁市某小学年六级 9 班学生林某某语文成绩严重较落后，

数学成绩则较为拔尖。升入初中后，这种状况愈发明显，被老师

和同学看成“典型的理科生”。

以下是这位同学在八年级上学期开学考的答题卡及教师的观

察和分析（见批注）：

图 3、观察分析案例

从语文卷面来看，林同学在回答语文考试中的主观题时，该

答的有遗漏，但同一个意思却又翻来覆去地作答。这说明他思路

不清晰、缺乏系统性，因而写出来的答案不完整更不流畅，导致

丢分严重。而在平时的练习当中，林某某同学也呈现出类似的几

种错误类型——

1. 因理不清答题思路而留下空白（例如上图第 15-（1）和 16

题）；

2. 遣词造句太少或者不当（例如“突出向日葵坚强隐忍的品

质”，正确答案是“突出向日葵面对风雨却毫不畏惧、坚强勇毅

而又积极乐观的精神品质”。林同学的答案格式不完整且准确的

用词只有“坚强”一处，“隐忍”一词则完全答反了方向，应改

为“积极乐观”）；

3. 重复啰唆且缺乏书面感，口语化倾向较重（例如上图 15-（3）

反复说“风雨让其他庄稼死了”“几次打击便枯死衰亡”，正确

答案只需写“几次风雨的打击已摧毁了其他庄稼”）。

语文老师对此的评价是“典型的用数学的思维来写语文的题”。

班上除林同学外，还有一部分同学存在相同的问题，而这些“典

型的理科生”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束手无策的对象。

但如果以上图的数学卷面为代表进行探究，我们会发现语文

老师的评价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林同学在第 20 题中的思维习惯表

现得很明显——他做数学计算题时分解步骤清晰明了，合并同类

项能力很突出，同时答题非常简洁，不拖泥带水。

表面上看，语文答题水平不高和数学计算能力强这两者无甚

关联，但语文老师却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暗含的多元智能间互相联

系、互相影响的原理：

1. 其数学逻辑智能以简洁明了为思维特征并养成了习惯，而

在运用语言词汇智能答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就变成了“如果不

会就不答所以留下空白”“就算会也只是习惯性地最为简洁地回答”

的现象，从卷面上来看就是留空或者遣词造句太少。并且正因为

遣词造句太少，所以“答题不完整或者用词不当”的几率就大幅

增加——原本一句话、三个词才能回答完整准确的题目，林同学

半句话、一个词就答完了，导致丢分较多。

2. 林同学明知道自己这种简洁明了的数学思维习惯让他在答

语文题时会吃亏，所以就有意无意地想多写一些来弥补。但因为

他无法突破自身原有的思维局限，因此多写的文字内容并不到点

子上，往往就在原地重复。而又要用不同的表达来重复同一个意思，

自己又缺乏文采，因此就容易越写越俗气、越写越口语化，从卷

面上来看就是啰唆且缺乏书面感，导致林同学二次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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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就是：以林同学为代表的一部分学生，习惯用数学思

维来写语文的题，很可能会导致该答的没答上、不该答的重复答的

局面，这是符合前文所述“八种智能之间并非割裂关系，而是互相

联系，也可以互相影响”的原理的。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教

师便针对性地设计了以下语文创新教学的方案，并逐步推行：

1. 将数学逻辑智能中“找间接条件”的思维方式移用到语言

词汇智能中“找近义词句”，用这种方法解决林同学等留下空白

或遣词造句太少的问题。

2. 将数学逻辑智能中“合并同类项”的思维方式移用到语言

词汇智能中“删减同意义的词句表达”，用这种方法解决林同学

答题重复啰唆、口语化的问题。

以下是将“间接条件证明全等的数学逻辑智能”移用到“语

言词汇智能”中，从而完整而准确、优美而流畅地回答苏轼词作

主旨的具体案例及全过程分析：

数学几何题 语文主观题

求 证：∆FCH ≌ 
∆FGA 和 S∆t ？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过程如下：

林同学第一次
作 答： 有 点 忧
愁， 但 后 来 就
轻松快乐了。

评价分析：
首先这并非是一个完整表达了因果关系的句子，忧愁快乐
原因不明，格式不完整；
其次，漏掉了作者对人世间的祝福之情的答案，内容有遗
漏；
第三用词太少且不准确，口语化和重复啰唆的问题并存。

策略：将“间接条件证明全等的数学逻辑智能”
移用到“语言词汇智能”中，分三个针对性步骤
解决以上问题。

第一次针对性
调 整 步 骤（ 针
对 格 式 不 完
整）：

教师引导：你在证明∠ GHF= ∠ GFH=45°之前，如果不
用上四边形 ABCD 是正方形，还能证得出吗？这个条件是
写在题目里已知的，如果用不上肯定没道理对吧？
同样，你答作者忧愁或快乐的感情之前，能不能把他忧愁
或快乐的理由先写上呢？这在原词中同样是有的，不用上
同样肯定没道理。

林同学补出结果：
作者因为和弟弟分离以及被
贬官而忧愁，后又想到月亮
自有圆缺，人间自有离合而
轻松快乐起来。

分 析： 以 上 是 老 师
引导林同学将数学
逻 辑 智 能 中“ 找 间
接 条 件” 的 思 维 方
式移用到语言词汇
智 能 中“ 找 相 关 的
近 义 词 句”， 用 这
种方法解决了林同
学留下格式和内容
的空白或遣词造句
太 少 的 问 题， 使 得
答案完整准确。

第二次针对性
调 整 步 骤（ 针
对 内 容 有 遗
漏）：

教师引导：再看看你是怎么证明三角形 FGH 全等于三角
形 FGA 的——你用大括号括出了三个已经条件对吗？三
个条件才能得到正确答案，那么你答作者感情的时候只写
一个词忧愁够了吗？答轻松快乐两个词好一点，但最后一
句话你提到了吗？  

林同学补出结果：作者因为
和弟弟分离以及被贬官而忧
愁、悲伤、难过，后又因为
想到月亮自有圆缺、人间自
有离合而轻松快乐起来，心
情愉悦，并祝福天下所有人。

第三次针对性
调 整 步 骤（ 针
对答题重复啰
唆、口语化）：

教师引导：其实现在你的答案已经接近圆满了，但还有一
点啰唆和缺乏文采的问题。我知道你可能已经感觉到难
了——又要多写几个词，又要不重复还要有文采。但其实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你看你这道题为什么丢掉 1 分呢？数
学老师已经给了提醒了：条件重复且没条理，好在你最后
改过来了重新写，不然丢分会更多。
那么你看这些词，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既然都忧愁
悲伤了，还能不难过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个比难过更进
一步的词呢？快乐和愉悦是不是也重复了呢？可以更进一
步吗？   

林同学删除了重复意思的词
并替换为更有文采的词，得
到了接近满分结果：
作者因为和弟弟分离以及被
贬官而忧愁、悲哀、黯然神
伤，后又因为想到月亮自有
圆缺、人间自有离合而轻松
愉悦起来，并乐观旷达地祝
福人间。

分 析： 以 上 是 老 师
引导林同学将数学
逻 辑 智 能 中“ 合 并
同 类 项” 的 思 维 方
式移用到语言词汇
智 能 中“ 删 减 同 意
义 的 词 句 表 达”，
用这种方法解决林
同学答题重复啰唆、
口 语 化 的 问 题， 使
得答案文艺而流畅。

经过以上语文创新教学方法的多次、反复训练，林某某同学

答语文主观题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林同学的进步表明，“典型的理科生”并非像我们传统所认

识的那样，提升其语文素养并非没有途径。相反，如果合理运用

融合了多元智能理论的中小学语文创新教学的方式方法，我们就

有可能取长补短、化弊为利。

同理，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还有很多看似难以解决的

顽疾。但我们也认为，如果将小学和初中语文创新教学的四个基

本步骤掌握于心，将其方式方法自觉、熟练地运用到我们的工作

中去，也许就能找到治好这些顽疾的突破口。因此在文章最后，

我们再次强调小学和中学创新教学具体操作包含的四个基本步骤，

希望和有志同仁共勉：

一，有意识地观察学生优势智能所在；

二，创造性地将学生的优势智能转变为他感兴趣或取得成就

感的学习辅助方式，刺激他凭借优势智能产生的兴趣或自豪感来

加强对小学和初中学段的语文学习；

三，完成以上两步后，才能通过反复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学生

的学习习惯，从而提升他学习语文的效率、增强学习效果；

四，回到第一步，重复一至四步的工作，但要注意作为学习

辅助方式的优势智能，必须跟着学生自身智能变化发展的情况而

随时转向、替换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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