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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智力理論，有一段很長時間，都是心理計

量觀點的天下，當時的教育便以 IQ 來定義人的智

力；學習甚至是人生教育的重點、是爭取智力的

測驗認知，而不是生活改善的生活智慧，脫離了

社會認知的領域知識。一元智能的追求也造成了

許多學習者、青年人的人格曲扭。當時對 IQ 概念

和智能單一觀點不同意的人為數眾多－像賽斯通

(l.l.thurstone) 主張智力是由七種彼此獨立的基本

心智能力(數字計算、語文瞭解、空間、語言暢通

、推理、記憶、知覺)所組成。基爾福特(j.p.guilford)

認為智力是由 180 種不同特質所組成；還有加納

(Gardner)出版「心智架構」一書主要闡述八種智

能(語文、邏輯數學、空間、音樂、身體運動、人

際、個人內在、自然科學)以及開啟多元智能新世

紀，增加智能在美國社會的熱烈討論。多元智能

論超越了狹隘的傳統智力概念，更反應真實現實

生活中需要的複雜智能，肯定不同智能、能力所

長的價值。  

而作者 Sternberg 認為 IQ 測驗中所評量的智商

是惰性的(無法引領你邁向目標)，生活中真正重要

的是成功智商(Successful intelligence)，完成重要

目標所需的就是成功智商。測驗成績高並不代表

沒有成功智商，但不保證就一定有。具有成功智

商的人知道沒有人是全能的，他們會努力得到、

發展及運用各種智商技巧，而非單靠學校重視的

惰性智商。這些人在傳統的測驗上不見得會拿高

分，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通性(這比拿高分更重要

得多)，他們了解自己的長處與短處，盡量發揮所

長、彌補或是更正短處，如此而已。 

而成功智商包含分析、創造和實用三個層面的

思考能力。其中在課堂和測驗中重視的只有分析

能力。不過，學校認定是聰明的這種智商，在學

生出校門以後的生活中卻沒有創造和實用智商來

得有用。成功智商的三個層面是相關的。分析智

商是要解決問題，判斷想法的品質、創造智商要

能夠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實用智商是在日常生

活中能夠有效運用分析和想出的方法真正解決問

題。唯有均衡運用此三者智商，才能使成功智商

發揮最高效用。即使擁有這三種能力，但更重要

的是知道何時以及如何運用。 

在我們現實的世界中，社會因為有不同長處智

能的人，在社會不同的領域中發揮所長， 所以我

們的世界才顯得多采多姿。各類不同的人才輩出

，發明創新、服務娛樂，使人們的生活便利、幸

福。尤其是越多元的社會越需要多元的人才，讓

不同智能的人發揮不同的智能。不管是那一種智

能對社會都是重要的智能。然而，過去以來我們

的社會通常把語文和數學邏輯智能視為一個人最

重要的能力，在我們成長過程的學習和大部份的

測驗都偏重在這兩個部份，總把這些語文部份和

成功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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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技能，當做最有價值的學習；通常我們測驗

分數高就代表我們的智力高、也以這種智力的結

果安排班級就讀(能力編班)，在就讀中，大多數學

校也以偏向認知方面的學習為重點。不過一旦畢

業，出了社會常常會發現以往所學的，在社會中

無法學以致用或是能力缺乏不足。猶記得生活中

的兩則報導： 

(1)一位在校品學兼優的女學生，卻是「生活

上的白痴」，因為父母平時只注重要求她

的學業成績，對於日常生活的事情全部幫

她安排好，不需要她親自動手，因此，她

對家事一竅不通；有一次父母急著出遠門

，忘記幫她準備好食物，結果她整整餓了

三天沒吃東西。   (中國時報) 

(2)在天津市小學招生中，一些小學不僅要對

適齡兒童進行面試，還讓孩子們到醫院去

測智商。此舉遭到不少家長和教育行政部

門的反對。記者在天津市兒童醫院了解到

，從小學招生開始，幾乎每天都有四、五

所學校安排一些孩子來測智商，其中有重

點校，也有不少普通校。醫院心理科的大

夫介紹，很多按學校要求來測試的孩子都

屬正常智力水平，對智商一般的孩子，有

的重點學校不願要，而要挑選智商高或較

高的聰明孩子。 (天津報導) 

新聞中，充分顯示學校或一般人們的觀念當中

，特別注重語文、認知的智能，對這兩個智能的

診斷測驗，常常是成人判斷孩子或學習者，學習

好壞或成敗重要的關鍵，在其他智能方面具備的

能力，常常受到忽視，當然也不會積極去培養，

對孩子來說，成人及學校價值觀的傾向，很有可

能限制孩子選擇的機會，和抑制自我的表現。這

樣教育出來的孩子，難道就是我們社會上所需要

的人嗎？他們真能在社會上有所成就嗎？答案應

是不證自明吧！ 

猶記得幾年前曾發生過建中資優生自殺事件，

當時正當社會大眾為此建中資優生扼腕之時，筆

者想提出一些關於在這事件背後，一些值得我們

深思的問題：雖然我們不清楚這位資優生選擇自

殺真正的原因，但是顯然他的高智商並沒有幫忙

他找到活下去的方法。不知道什麼原因，聰明的

他選擇了以殘忍的方式提早解決了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事件，讓我們思考到，其實學業成績優異

，並不表示在面對人生挫折時會有適當的反應或

是在思考人生的意義能有積極的態度而能讓自己

快樂的活著。但我們的教育文化，一直以學業表

現為重，而忽略了培養學生面對人生磨難的應變

能力、適應人際關係的技巧、良好的情緒控制力

、甚至積極的人生觀等有益於快樂生活的各項能

力，而上述的能力是無法用智力測驗或學業成績

加以評估的，因此，我認為 SQ 中理應包含現在熱

門的 EQ，因為一個真正的成功者會控制衝動，而

且不怕冒險失敗，如果連自己的生命都無法尊重

與保護的人，是談不上成功的。當然，這些 SQ 的

各層面是可以經由家長、學校而培養出來，這不

僅對學業成績有利，更是獨立生活、進入社會後

的一大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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