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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一創造思考訓練方案的實驗教學，利用研究者自編之「多元智能的創造力課程」，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實施教學，

目的在探討該課程方案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創造思考能力及多元智能的影響。研究採準實驗設計的不等組前-後測控制組設

計，研究對象為彰化縣兩所國小五年級學生共183人。研究工具包括威廉斯創造力測驗、新編語文創造力測驗、多元智能

自我評量表。將所得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共變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處理。依上述研究目的與方法，所

獲致的結論敘述如下 一、實驗教學後，實驗組學生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測驗中開放性、獨創力、精密力有顯著提昇。

而在流暢力、變通力、標題等四向度則沒有顯著提昇。 二、實驗教學後，實驗組學生在新編語文創造力測驗中語文流暢力

、語文獨創力有顯著提昇。而在語文變通力上則沒有顯著提昇。 三、實驗教學後，實驗組學生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中

想像力有顯著提昇。而在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與總分上則沒有顯著提昇。 四、實驗教學後，實驗組學生在視覺空間智

能、肢體動覺智能、內省智能及人際智能上有明顯的進?。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作為教師教

學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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