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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如何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 
薛金珠 

（云南省镇沅县恩乐镇中学  云南普洱  665000） 

摘要：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素质教育理念逐渐普及开来，教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此更好地促进学

生的全方位发展。在初中阶段的教育教学中，地理学科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此，教师需

要积极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式，改进课堂教学，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效率。课程改革的推进和发展对于教师而言，是机遇也

是挑战，同时促使教师持续不断提升、完善自身。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可将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引入初中地理的课堂教学

中，以其全新智力观为基础，更为细致、深入地认识、理解学生，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转变教学形式及指导手段，使初中地理课

堂教学焕发新的生机。本文从多元智能理论相关知识内容出发，进一步分析探讨利用多元智能开展地理教学设计的相应策略，从而

构建更为优质的课堂，使学生获得成长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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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力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加德纳于 1983 年在《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1]。加纳德认为每

个人与生俱来都不同程度地拥有语言/语言智力、逻辑/数理智力、

视觉/空间关系智力、音乐/节奏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交往智

力、自我反省智力、自然观察者智力和存在智力等九种智力构成，

同时，他也从新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智力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以

及发展的潜力等。在他的观点中，人的智能水平各不相同，各种智

能在个体的全面发展结构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任何片面训练、发

展某一方面的智能都是不可取的[2]。 

多元智能理论在诸多领域均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在教育教学领

域中，多元智能理论对实现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为了全体学生的

发展，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全新教育理

念，尤其是个性化教育，提供了相对开放的平台。除此之外，当前

地理课堂教学存在着传统教学过分强调语言和数理逻辑智能，忽视

了每个人所具有的不同智能和智能结构，就是一个人的特异之处，

同时也是他的特殊禀赋或者叫做天性[3]，并且忽视学生其他各种智

能发展的问题。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经画过一幅画，讽刺教育工作

者总是用单一标准要求学生，就像园丁拿着剪刀翦切冬青一样，老

师常常就是这样把学生剪切得整齐划一，但学生却缺少其独特的个

性化特点，学生的多种智能也得不到较好的发展。而多元智能理论

要求地理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积极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从新

时代的教育观念出发，创新教学形式，促进教学效率提升，发挥学

生主体地位，从而更为科学有效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促使其实现

全方位的发展[4]。除此之外，它从客观上要求老师在地理教学实际

中开展多样化、开放性的教学，注意分析学生特点和智力差异，坚

持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从学生本身出发，坚持一切教育为了学生，

进行真正能使学生受益的教学活动，同时还应当积极组织开展能够

展示学生多元智能的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并提高

学生的课堂投入度，使学生真正学有所得，从而更好地全面培养学

生的多元智能，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一、用多元智能来教 

在实际教学中，多元智能在地理教学设计运用的宗旨就是通过

多元学习路径有效提高地理教学效果[5]，同时促进学生个体智能的

发展，使学生实现进步和成长。基于此种教学宗旨，教师在课堂上

可以通过以下 9 种智能进行训练（见图 1），从而更为科学有效，同

时更具有针对性地促进学生多种智能的提升，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

的开展，使学生都能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学科素质，提升多方位

的技能水平。 

 
图 1 

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有选择地进行整合应用，设计包

罗多种智能活动形式的菜单。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进行快乐的学

习，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乐趣，从而能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于地理

学习的兴趣，以此更为积极主动地进行地理知识的学习，理解和掌

握相关的地理知识。 

二、多元智能的地理教学设计策略 

1.个性化的课堂教学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包罗多种不同智能活动的教学路

径。教学应注重学生的个性智能特点，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

量，注意保证与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6]，通过多元智能路径让每

个学生得到最优的发展，实现更为优质的进步和提升，教师应当着

眼于使学生能以适合于他们的智能特点的学习方式从事学习活动。

换而言之，也就是保证“会说的让他说，会画的让他画，会问的让

他问，会表演的让他表演……”。让学生能够在不同的智能活动中

展现他们的智能，以便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并且让学生

更好地学懂知识、获取知识。具体则用以下案例加以说明。 

我在“地球的运动”这节教学中为学生设计了 5 个这样的多元

化学习路径。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智能选择一种路径来学习。 

（1）语言言语开发：口头描述地球运动的主要的特征、意义。 

（2）运动智能开发：①多媒体展示地球运动；②学生用地球

仪演示地球的运动；③学生扮演地球演示自转和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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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际沟通开发：学生以 4-6 人为小组，比赛哪一组演示

地球运动更正确。 

（4）视觉空间开发：绘制地球自转和公转示意图。表明自转

方向、节气、日期太阳直射纬线。 

（5）自我认识开发：让学生自己设计与地球运动有关的试题，

让别人来回答或回答别人的问题。 

在这个教学设计中，教师提供教学路径让学生选择，使他们能

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其乐于在自己的智能强项领域探索并自我感觉良好，也有助于提

升学生学习的信心，以至于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促进学生更为投入地学习，形成良性循环。学生可以利用自己

潜在的智能，通过 5 个路径来获取知识、学懂知识，同时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也获得了锻炼，收获了成长，由此也更进一步开发了学

生的各种智能。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采用了哪一种路径学

习，也就发展了哪项智能。举例来说，运动智能强的学生能在游戏

路径中学懂知识，而视觉空间智能强的学生能在绘画图形中掌握知

识。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有选择的进行整合[7]。 

2.个性化的学习评估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传统的地理教学评估大多集中于纸笔测

试，形式较为单一，这对于地理智能相对弱而其他智能相对强的学

生是极不公平的，而这一类学生也并不能通过纸笔测试体现出自身

的优势，反而因为成绩不佳会丧失对于地理学习的热情，这对于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多元智能将学生置于“情景化的多

元评估”中，在那里，学生可以充分展现他们在某方面的智能，而

不单单是展现纸笔检测的语言言语和数理逻辑智能，这也有助于教

师更为全面地了解学生，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促

进学生的均衡发展[8]。 

我们以一个案例加以说明。如，在检测学生对“天气与气候”

一节的学习效果时，可以这样设计： 

（1）口头表述你对天气和气候的理解。 

（2）收集呈现你收集到的描述天气和气候的词语。 

（3）写 100 字以内的文章要用上天气和气候两个词语。 

（4）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天气（参照天气符号）和气候（画春

夏秋冬的画）。 

（5）与同伴合作根据生活体验说一说或者写一写家乡的四季

变化中气温和降水的差异。 

（6）设计关于本节内容的试题。 

教师可以让学生从“6 个评估菜单”中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

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来呈现学习成果，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学习内容

的理解。随后，教师根据学生呈现的成果给他们评价打分，做出评

定。这种情景化和多元化的评估，有助于更全面地开发多元智能，

同时促进学生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性的发展。学生可以更为

自由的发展，不受到过多的约束，也更有助于学生表现自身特点，

展现自身的优势与才能。在教育教学中，教师不再用同一标准来要

求学生，减少对于学生的束缚，对学生的评价趋向多样化、开放化，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思

维不过分局限或禁锢于某一处，而是能更多地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

展，不仅能使学生的思维及能力得到快速的提升和进步，而且可以

减少学生对于学习的排斥感，真正爱上地理学习[9]。学生不再受到

单一的评价方式的局限，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同时选择自己

擅长的方式完成任务也能让学生更为主动的进行，以便减少单一形

式带来的枯燥乏味感。 

3.个性化的家庭作业 

教师针对不同智能类型学习者要求的作业形式可能不同。教师

可以把家庭作业设计成开放性的，多样化的，设计不同的作业形式，

让学生依照自身兴趣和优势方向自主选择。举例来说，在学习了“交

通运输业”一节内容后，教师可以这样设计家庭作业。如，绘画智

能家庭作业：用绘画的方法绘制中国主要铁路线交通图，下节课一

起分享展示大家的成果。再如在学习了“我国地形区”一节内容后，

教师可以这样布置音乐智能家庭作业，要求学生用有音乐背景的形

式制作幻灯片展示我国的地形区。 

做为教师我们就应该逐渐意识到，尊重学生的独特个性不仅是

一个有关人格尊严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和有关大脑结

构的生理学问题。一个人的长处在于运动智能，我们却要求他非得

学好几何学不可，一个人的长处在于音乐智能，我们却要求他写出

一流文章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这样的要求不但没有道理，还是十

足的无知，不仅对于学生的成长毫无益处，而且会遏制学生的进步

和提升，对于学生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我们既然不要求一棵杨树

成柳树，不要求一棵松树长成柏树，为什么一定要要求一个长于交

际的学生一定要成为冥思苦想的哲学家，要求一个长于情绪体验和

感情表达的写作者在化学考卷上答出一百分呢？同样的道理，每一

个学生都有权利按照他自己固有天性和禀赋发展自己，外力不应该

给予与他的天性、禀赋和意愿相抵触的干预，而应当给予学生充分

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的机会，给予其自由成长的空间。多元智能理

论让我们认识到学生智能的多元化[10]，这对我们的教育教学也有很

大的启示，也让更多的教育教学者重新思考教学观念，同时试图改

变现存的教学方式来发展不同学生的智能，实现个性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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