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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reative teaching. Based on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a creative teaching course was

developed and applied on 183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he instrument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 New Linguistic Creativity Test, Self-appraised Multiple Intelligence Scale. The result is

as follows: 1. On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originality, elaboration and openness.

2. On Linguistic Creativity Tes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linguistic fluency and creativity. 3. On Creativity

Tendency Sca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magination. 4. On the Self-appraised Multiple

Intelligence Scale and Attitude Questionnai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s significant advance in spatial intelligence,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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