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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由九所大學中，抽取中文系、外語系、企業管理系、法律系、會計系、財務金融系、社會工作系、護理系、數學系

、資訊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及物理系等12個科系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657人，進行多元智慧問卷的施測。而在資料分

析方面，以性別和科系為自變項，語文、邏輯-數學、空間、音樂、肢體-動覺、人際、內省、和自然觀察等八種智慧為依

變項，進行雙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男、女生的多元智慧具有顯著的差異，女

生強於人際和內省智慧的表現，男生則強於動覺、空間和自然智慧。而不同科系的學生也具有不同的優勢及弱勢智慧，在

人際智慧方面，外語系、會計系、護理系強於資工系，在內省智慧方面，中文系、財金系、社工系強於數學系和資工系，

在語文智慧方面，中文系和法律系最強，數學系和財金系最弱，在邏輯智慧方面，數學系、物理系和電機系的邏輯能力最

高，中文系和外語系的邏輯能力最低。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護理系在八大智慧中呈現智慧均衡發展的現

象，所以，教育工作者若能善用學習者的優勢智能，並開發學習者的弱勢智能，則將協助學習者達到全智慧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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