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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乃在探討創意課程教學對學生的創造力、多元智能是否有所提升以及學生的人格特質、家庭社經地位對創造力之影

響。所使用研究工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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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格特質量表」

，以彰化縣某國小五年級學童129人為樣本進行研究。以spss 10.0 進行統計分析，所得結論如下： 一、在實驗教學提升學

生創造性認知中，獨創性實驗組顯著高於控制組。 二、在實驗教學對學生多元智能的提升中，學生肢體動覺智能實驗組顯

著優於控制組。 三、在多元智能與創造力之關係中，語文智能與獨創性有顯著正相關；邏輯數學智能、肢體動覺智能、人

際智能均與流暢力有顯著正相關。 四、在人格特質與創造力方面：嚴謹自律性人格特質與威廉斯創造思考活動中之流暢力

、精密性有顯著負相關。 五、在家庭社經地位與創造力的關係中：家庭社經地位與威廉斯創造思考活動中之精密性有顯著

正相關，而且中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較高於高社經地位家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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