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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个性化外语教学 

——以文华学院外语教学为例 
张永花 

（文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多元智能指出人的智能是多方面的，对人才的培养要认识到这一特点。文华学院实行个性化的教育办学特

色，充分挖掘学生的优势潜能，已形成“三九”个性化教育模式。外语学部作为学院的一个分支，其个性

化的外语教学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及教师个性化的专业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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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

为，人的智能发展是不均衡的，是多元的，人的智能构造

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多元化。因此，学校在发展学生各

方面智能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并非人人都是全才，并留意

每一个学生只会有某一两方面的智能特别突出。文华学院

的个性化教育办学特色契合了多元智能理论，正是多元智

能理论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科学应用和智慧体现。学生是

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性，

在学习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习惯、爱好、特长、要求

和能力。针对千差万别的学生个体，统一规格的、千篇一

律的教育模式显然不能满足个性十足的学生需求，因此，

因材施教或个性化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过几年的反复思考与摸索，文华学院刘献君校长发

现，个性化教育是面对独特的生命个体，通过适合每个独

特生命的手段，发掘个体生命的潜能，促进个体生命自由

发展的教育。自 2005 年以来，文华学院在个性化教育方

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 2008 年正式提出要培育个

性化教育的办学特色，创新多样性人才培养模式[1]。在“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全院上下达成共识，

围绕“潜能、立志、空间”三个关键词，推行“三九”个

性化教育模式，努力为学生提供最合适的个性化教育。 
文华学院外语专业个性化教育的建构是立体多维的，

从培养方案到人才培养模式，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教学，从

教师到学生，全方位多维度展开，着力培养学生的个性化

专业能力和学习能力。外语专业教育的个性化首先体现在

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模块和课程设置上，为个性化人才培

养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外语专业对学生加强个性化

的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职业能力。

除了课程体系的个性化设置，外语专业教师的课堂教学组

织形式、教学方法等也体现出较强的以人为本的个性化特

色。教育变革的首要主体是教师，外语专业教师根据自身

特点和素质差异，积极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主动

参加各种教学竞赛，促进自身专业发展与成长[2]。为全面

地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外语专业教师还在课外开展丰

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指导学生参加各种赛事，促进学生的

个性潜能发展。2008 年以来，文华学院外语专业所推行

的个性化教育已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为该专业学生的成长

提供了多种可能。 

1  外语专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外语专业的个性化教育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个性化课程模块及其课程设置上，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

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从制度和规格上保障了个性化教育的

实现。正如顾明远教授所指出的，教育要以人为本，尊重

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选择，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并

为学生选择提供条件[3]。以人为本，对于学生来说，就是

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只有尊重学生的选择权，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学生的潜能才能得以充

分的发挥。这就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沿用“大一

统”的教育模式来管理学生的学习。在大学期间，外语专

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意愿，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在通识课程模块里，外语专业提供日语（英语）和法语两

种语言作为第二门外语，供学生选择。在高年级分方向教

学模块里。外语专业分英语教育、跨境电商（英语和日语）、

翻译、ＩＴ日语方向进行教学，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职业规

划进行选择性的学习。同样，在高年级，外语专业还针对

考研学生和在专业知识上有进一步需求的学生开设了考

研提高课和专业技能课，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在

毕业论文（设计）模块里，外语专业一改以往以学术论文

为主的经典做法，让学生在学术论文、应用翻译和实践报

告中选择。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模块的设计，都充分考虑

到学生的个性化要求，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和个性发

展，对传统的“一刀切”人才培养模式大胆进行创新，也

体现了文华学院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2  外语专业个性化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指导 

2008 年，文华学院在大规模学情调查的基础上，综

合学生潜能测评、学生与教学的业务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从总体上将学生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学术型”“能力

型”和“潜力型”。根据“分类指导、分层施教和个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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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相结合”的原则，学院对不同类型学生分别实行“深度

拓展型、能力强化型、扬长教育型”的教育策略，引导学

生个性化发展[4]。以此分类，外语专业教师根据学生的进

校成绩，大致将学生分为“考级型”“能力型”和“竞赛

型”三大类，进行分类指导和隐性分层教学。由于学生的

原有基础不同，教学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针对他们存

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教育。[5] 
在课堂具体教学中，外语专业教师充分利用外语学部

得天独厚的讨论式教室的优越条件，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

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

观能动性，采取教师讲授和学生参与相结合的方式，运用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合作学习、自主学习、探究学习、

任务型学习等教学方法，利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先

进的教学手段，将学生按异质分组，组织语言活动，并且

将“i+1”运用到小组活动中，实现小组成员共同进步与

提高。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并不意味着排斥教师的主导作

用，教师依然是学习环境的设计者以及学生学习的指导

者、帮助者和学习伙伴。在多种教学活动中，教师帮助学

生从被动学习变为自主学习，从多教少学到少教多学甚至

不教自学，培养学生自我学习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不仅有课堂上的个性化教学安排、设置和课堂个性化

的组织活动，外语专业教师还带动学生参与一系列学科专

业竞赛，对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充分挖

掘他们的优势潜能。如对学生进行英语演讲指导、英语写

作指导和英语阅读指导，带领学生参加外研社“三赛”、

“外教社杯”演讲比赛、华中地区中英文辩论大赛和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等。 
外语专业还试行第二张成绩单，对学生进行学业个性

化评价。高等教育绝不仅是专业教育，更是能力教育和素

质教育。外语专业在依托课堂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同

时，还创造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能力与素质培养，全面培

养他们的外语能力和通用能力。从 2016 级学生开始，外

语专业学生毕业时，除了得到一张通用的成绩单以外，还

将得到第二张成绩单。第一张成绩单主要记载他们四年来

的课程考试成绩，它由一串串的数字组成，集中反映了学

生在校期间的专业学习情况。第二张成绩单主要记录学生

在校期间所参加的各种活动，如社团活动、“二课”活动、

实习实践、学科竞赛等方面的情况，以及用人单位对学生

的评价和学生的自评，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两个

成绩单合在一起，可以清晰地展示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生

活情况，既有助于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全面考量，也有助于

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3  外语专业个性化的教师专业发展 

3.1  参加教学竞赛，提升自身教学水平 
在对少数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进行个性化参赛指导

的同时，外语专业老师也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老师

们结合自身教学特长和教学经验，积极地投入到各类教学

竞赛当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积累大赛经验，在教学

中更凸现自己的个性化教学风格。个性化教学既体现在老

师对学生的个性化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上，也体现在老师

对学生个性化的参赛指导上，还体现在教师本人对教学质

量不断的追求上。外语专业老师一直积极参加各类教学大

赛，比如“外教社杯”教学大赛、外研社“教学之星”大

赛、高教育社的微课大赛和校际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等，并

且取得不俗的成绩。在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的过程中，

学生给予教师的反馈也可以反过来促进教师改进自己的

教学方法，对自身的个性化教学和个性化指导都可以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 
3.2  加强学术研究，形成个人学术特点 
教学相长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的结果，作为教师，

教学与学术是教师自身成长必不可少的左臂右膀。“教学

出课题，科研出成果，成果回课堂”一直是外语学部处理

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座右铭。教学与学术相辅相成、互相促

进，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反哺教学。经过学部前几年的大

力推动，外语专业教师现已基本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特

点，如有的教师专攻翻译，有的教师专攻写作，有的教师

专攻文学，还有教师的学术重点是外语教育和二语习得。

通过外出参加培训或研修，以及聘请校外专家来校讲学，

外语专业教师结合自身学术优势，以符合自身需要的方

式，在学术上形成了个性化的学术特点。 

4  结语 

外语个性化教学遵行学院个性化办学特色总体设计

思路，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模块设置上，充分发挥个性

化特点。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专长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

的专业方向和课程模块。教师在课上和课下，对学生进行

个性化的教学和课外指导，并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和学术

兴趣，加强个性化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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