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發展

摘  要

一個人未來的成就與其天生智能、人格特質及後天學習息息相關；一個人

的成就高低與其喜好、能力、人格特質及環境適配也有其絕對關係。本研究旨在

發展一份兼具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及Holland提出的六角形職能理論共同

特色，並能兼顧受試者之智能、興趣及人格特質綜合評估的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

表。研究結果顯示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經焦點訪談編撰題目後歷經兩次項目分

析修正後定稿，並進行Cronbach’s α及再測信度的信度分析，及內容效度、建構效

度、效標關聯效度等效度驗證，結果皆符合理論架構及預期。多元智能職涯探索

量表未來期能鼓勵學校教育因材施教，達到開發個別優勢特長的目標，並對即將

畢業之學生發揮生涯探索及規劃的功能。

關鍵詞：Gardner、多元智能理論、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Holland、六角形理論

朱錦鳳 東吳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第九卷第四期 2013年12月 頁29-56
DOI  10.3966/181665042013120904002

朱錦鳳電子郵件：gju@scu.edu.tw



Abstract
A person’s achievement is related to his/her intelligences, interest, and personality.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supports the mutually interactive contribution of 
intelligences, personality and education, as it emphasizes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to maximize his/
her potential. Besides, Holland, who has been devoted to career survey and created a hexagon 
theory, has also mentioned that our personality, interest, ability, and environment are all critical 
variables for our succes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develop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ccupational Scale (MIOS) which consists of all of the three attributions (intelligences, interest 
and personality) together. The MIOS processed the complete procedures of scaling development, 
two stages of item analysi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all yielded the 
predicted perspectives. The MIOS is expected to be a useful scale for senior students searching 
for suitable career choice.

Keywords: Gardne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ccupational 
                    Scale, Holland, hexagon theory

Gin-Fon J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ccupational Scal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31, 2013 , Vol.9 No.4 pp. 29-56

Gin-Fon Ju's E-mail: gju@scu.edu.tw



31朱錦鳳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發展

壹、緒論

一個人的未來成就究竟與其IQ較為密切亦或是與EQ較為密切至今尚無定

論，但它必定與其智能、興趣及人格特質息息相關是無庸置疑的。Gardner提出的

多元智能理論就支持人們的成就與其天生智能、人格特質及後天學習息息相關，

因此鼓勵學校教育因材施教，先了解個人天生潛能並配合個別需求引導學習，充

分開發個別獨特的優勢特長，達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目標。長期專注在職業量表

發展並提出家喻戶曉六角形職能理論的Holland也曾提到，一個人的成就高低與其

喜好、能力、人格特質及環境適配有其絕對關係。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論與傳統智力理論提出的IQ、認知能力或學業成

就有所差別，傳統的智力測驗較偏重於對語文智能及推理智能等認知功能的測

量，這些測量較能預測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但對於預測學生未來職業的成就表

現恐不高。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反對將人類智力視為單一的整體能力，而

將智力視為不同心理功能的組合。不同個體有其獨特的智能組合，且這些智能可

以透過教育及學習加以強化或改變（Nolen, 2003; Viens & Kallenbach, 2001），以

幫助個體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甚至創造出個體在所處文化背景中的生存能力，而

最後形成其獨特的成就。Gardner認為每個人皆具有多元智能，並且有某一智能最

為優勢，因而該個體受到其優勢智能影響，而展現出某一特定之行為特徵。

目前以Gardner多元智能理論所發展出的智力測驗與其他智力測驗之最大差

異在於：（1）Gardner認為人類智力並非全然與生俱來且穩定不變的，透過後天

學習、引導、鼓勵、增強、環境等可能會改變個體潛能的培養及影響其未來成

就；（2）Gardner有別於其他研究智力的學者，不特別強調推理能力，是唯一以

自陳式的作答方式評量其自我的智能，並將許多個人主觀知覺到的實務應用能

力融入其中；（3）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主要不是用來測量個體智能的高

低，而是去探索個體本身對主觀能力的評價，目的在幫助教師重視學生的自我評

價，並開發其潛能以達到學生樂在學習、學以致用及終身學習的目標。因此，作

者認為Gardner的多元理論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強調智能與喜好、人格特質的結合並

重，很適合應用於大學生的職業探索及生涯規劃。換言之，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

能理論應該較能詮釋人們未來職業的成就表現。事實上，動機、情緒及態度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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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未來成就可能具有重要的影響。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正是強調人類智慧

的多元性，並加入了性格變項的考量，例如人際智能和內省智能，亦將創造力、

觀察力和肢體運用的能力納入智力之中，對於多元智力觀點而言的確是個嶄新的

突破。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依據Gardner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為基礎，以自陳

式量表方式評量個體在八種智能的優弱勢智能，並以結合智能、人格特質及喜好

的題目敘述特色，發展一份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不僅能提供個體對自我有更

深的了解，並可應用於學生之就讀科系或職業選擇之參考，讓自己的優勢特長得

到更好的發揮。

貳、文獻探討

一、Gardner’s 多元智能的定義

 Gardner是認知與教育學的教授，被譽為當代最傑出的心理學家暨教育學家

之一，其研究範圍包含人類發展、創造力、藝術、教育等等，最著名的是1983

年一本突破傳統智力觀點的多元智能理論一書《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是指人類至少具備七種智

能之智力觀點，除了傳統智力測驗所測量的認知心理功能外，更納入了具有性格

成分的心理功能。多元智能理論是Gardner基於大腦神經生理的研究及跨文化人類

發展的比較等諸多研究整合後提出的七種智能，其定義如下：

（一）語文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語文智能是指個體能有效運用口頭或書面文字語言的能力。語文智能高的人

擅長說話時語音的抑揚頓挫、對文章結構、文意、文法的運用自如，以及對語言

文字的敏銳度。

（二）邏輯─數學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邏輯―數學智能是指個體能有效運用推理思考和數字處理的能力。邏輯―數

學智能高的人對於邏輯或數字的敏銳度也高，包括：分類、比例、推理、機率、

計算和假設檢定等。

（三）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空間智能是指個體對於視覺空間感受的敏銳度，且能夠把所知覺到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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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來的能力。空間智能高的人對色彩、線條、形狀、形式、空間及其關聯的

能力相當敏銳。空間智能高的人擅長運用心像，將腦中的視覺和空間的想法立體

化，並擅長在一個空間中很快找出方位。

（四）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

音樂智能是指個體對音樂察覺、分辨、改變和表達的能力。音樂智能高的人

對於節奏、音調、旋律或音色具有很高的敏銳度。

（五）肢體─動覺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肢體―動覺智能是指個體擅長運用身體表達出想法和感覺，以及運用雙手靈

巧地製造或改造事物的能力。肢體―動覺智能高的人對於全身或某一部位的身體

運用協調性佳，如平衡感、敏捷、力量、彈性的能力。

（六）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人際智能是指個體對自身及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的敏銳度。人際

智能高的人可捕捉他人臉部表情、情緒變化和聲音、動作的改變，辨別不同人際

關係的暗示，以及對這些暗示作出適當回應的能力。

（七）內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內省智能是指個體對自身了解，且能依對自身的了解做出適當行為、計畫的

能力。內省智能高的人擅於意識自己的內在情緒、動機、喜好和欲求，且能夠自

律、自知和自尊。

（八）自然觀察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 

Gardner於其後又增加了第八項智能：自然觀察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reframed : multiple intelligences for the 21st century，1999）。自然觀

察智能是指個體能有效辨識及分類其生活環境中的動、植物，以及其他無機物等

自然環境的能力。自然觀察智能高的人擅長觀察動、植物及大自然的生活特性，

亦包含對古生物的理解區辨，在生物科學上的表現優異。

二、Gardner’s 多元智能的應用

Gardner的多元智能定義所延伸的實際生活應用層面，可能包含各優勢智能

所擅長的潛能面向、特質傾向、適合唸的科系及適合從事的工作類別等，其摘要

如表1（李平，2003；Armstrong, 2009; Gardner, 1983, 1993）。換言之，Gardner

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正是意圖將人類智能與其實務應用層面做結合，實際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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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充分了解自我的優勢能力與其個性特質、學習潛能及未來適合的職業之關聯

性和契合度。

三、Gardner’s 多元智能的特性

Gardner對於人類多元智能的特性提出以下看法（Gardner, 1983, 1993, 

1999）：

（一）每個人皆具備多元智能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並非將人類智能區分為屬於何種類別，Gardner認為

每個人都具備這八項智能，但某些智能是比較優勢的，某些智能可能位於一般水

準，也有某些智能是比較弱勢的，因此每個人都具有其獨特的智能組合。

表1 Gardner多元智能的應用層面摘要

註：編修自李平（2003）、Gardner, H (1983, 1993)、Armstron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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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智能可以後天啟發

人類智能雖因先天遺傳因素，決定了個體智能組合的強弱，但後天環境與教

育也會使人類的智能不斷再發展茁壯。某些智能可以經過學習或訓練而增加，透

過適當的鼓勵與增強，個體可使優勢智能得到啟發、弱勢智能得到成長。

（三）多元智能彼此有關聯存在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是用來描述人類的整體智慧，隨著該理論的發展，

未來可能再增加新的智能。針對目前提出之八項智能而言，某些智能可能彼此有

相關存在，例如語文智能與人際智能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人際智能和內省

智能也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事實上，在生活中這八項智能不會獨立存在，

而是相輔相成的。Gardner區分出八項智能的目的在於闡述其基本特點，並利用這

些特點因材施教，且在實際生活中將這些智能發揮在原本特有的文化環境中。

（四）每種智能都有多種表現的方式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強調，任一種智能都可能有多種不同的表現方式。

例如某個人雖然體育表現不好，但卻能栩栩如生的模仿他人，那麼此人的肢體動

覺智能仍是很好的。因此，人類的智能可能以豐富多樣的方式呈現，並組合出獨

特的才能。

（五）多元智能對教育的影響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對於社會的影響，主要在於教育及教學的層面。多

元智能理論引發了對聰明或駑鈍學生的爭議，過去將「跟不上程度的學生」貼上

「不聰明」的標籤，如今卻認為這是因為不同的學生有各自適合的學習方式。

老師的某一種教學方式可能適合某些學生，但卻不適合另一些學生，因此，現今

的教學正努力朝向「適才適性」的方式改進。教師應先了解學生的多元智能，再

學習以各種方式引導教學，例如以作文、編故事、實作、唱歌、畫圖、舞蹈等方

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藉以將學生的潛能發揮出來（Armstrong, 2009; Gardner, 

1983, 199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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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撰題

本研究最初以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為基礎，發展一份八大智能職業量

表。本研究初擬之八大智能職業量表包含「語文」、「數學」、「空間」、「人

際」、「藝術」、「體覺」、「內省」和「自然觀察」等八個分量表。由於八大

智能職業量表是以自陳式方式為主軸，題目敘述除了包含問自己會做什麼，喜歡

做什麼，擅長的日常事物外，同時也包含個性特質的傾向。

本研究初擬之八大智能職業量表，其各分量表經焦點訪談定義內容並編撰題

目，再以內容主題專家針對各題敘述進行審題及修改，最後各分量表題目之初稿

為每個特質含30題具表面效度的預試題目，也就是含八個分量表共240題的預試

題本。本研究預計以項目分析刪題後，最後每個特質保留最具鑑別度的20題、八

個特質共160題，作為正式題本，方不致未來題本過長、耗費太多時間施測。多

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為一自陳式李克式五點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沒意見、4：同意、5：非常同意），計分方式相等於填答的數字，作答時間

約30分鐘可結束。

二、預試及項目分析

本研究以某班必修課學生為樣本便利抽樣51名受試者作為預試樣本，由於

八大智能職業量表是自陳式題目敘述，因此項目分析主要以社會期許傾向與鑑別

度分析合併考量來刪題。社會期許值參考EPPS計算社會期許值的作法，以任一

題答某一邊（1、2或4、5）的累積百分比而定，累積百分比愈低則考慮刪除（朱

錦鳳，2010；Edwards, 1959），類似極端反應的概念。本研究在社會期許的刪題

標準是以任一題答某一邊累積百分比低於10%的題目予以刪除。鑑別度分析則是

分別就其八個分量表的總分，以平均數分高分組與低分組兩組，再針對所屬各題

之高、低分組之作答平均值進行t檢定，若t檢定達顯著差異表示該題之鑑別度良

好，但若未達顯著差異則予以刪除（朱錦鳳，2010）。各特質之項目分析資料詳

見如表2。為求最後正式題本各特質保留最具鑑別度的20個題目，因此每一分量

表是以刪去相對較差的10題為原則，其餘題目依序重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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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預試題本之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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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本修正

由於八大智能職業量表是以自陳式方式自評其能力、人格特質及興趣喜好，

當實際分析效度時，針對已社會化的大學生而言，在自省智能方面始終隱含著強

烈的社會期許或稱為反應偏向誤差，導致無法準確預測及區辨理論所期望的職業

類別表現，因此又陸續將自省分量表修正為與該項職業較為相關及具體的事務分

量表，並且將音樂智能擴大為包含面向更廣的藝術分量表，使與現實生活中的職

業分類更契合。因此，本研究經重新修正部分分量表的組成及定義後，將所發展

之量表名稱更名為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期能與本土社會文化更為貼切。

為了確定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所包含的八個分量表，涵蓋了現實生活中各

種職業類型的可能性，本研究主要以職業量表中最具影響力之Holland所提出的

六大職能理論（Holland, 1966, 1992; Holland, Fritzsche, & Powell, 1994）分類作為

檢視依據。例如，Gardner的八大智能對應於Holland的六大職能（RIASEC）分類

時，「R」（Relistic）是指實務操作型，接近Gardner提出的「空間」智能及部分

的「肢體動覺」智能和部分的「自然觀察」智能的合併；「I」（Investigative）

是指研究分析型，接近Gardner提出的「邏輯數學」智能和部分「自然觀察」智能

的合併；「A」（Artistic）是指藝術創作型，接近Gardner提出的「音樂」智能和

部分「肢體動覺」智能的合併；「S」（Social）是社會助人型，接近Gardner提

出的「人際」智能和部分「語文」智能的合併；「E」（Enterprising）是指企業

表2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預試題本之項目分析(續)

註1：社會期許欄位中，「*」表示作答選項4和5人數加總的百分比，其餘為作答選項1和2人數加總的百分比。
註2：框線表示刪去的題目，可能為社會期許傾向（10%以下)的題目或鑑別度不佳（t未達顯著)的題目，或相對
較差的題目（題號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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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型，接近Gardner提出的「人際」智能、「語文」智能和部分「邏輯數學」

智能的合併；「C」（Conventional）是指行政事務型，接近Gardner提出的部分

「語文」智能和部分「內省」智能的合併。此外，為使未來八大智能職業量表包

含較完整的職業分類，本研究將Gardner提出的「音樂」智能更換為包含音樂、美

術、創作、設計的「藝術」智能；將Gardner提出的「肢體動覺」智能更換為偏重

體感、操作、運動的「體覺」智能；並將Gardner提出的「邏輯數學」智能更名為

「數學」智能、「自然觀察」智能更名為「生態」智能，使其成為更簡潔、完整

且各職能區辨性較高的職業量表，並期能發揮幫助畢業生探索職業潛能及規劃職

涯功能的目的。

換言之，本研究新增與內省相關的「事務」智能以取代原先社會期許偏高的

「內省」智能。「事務」智能類似Holland提出的「C」事務型，是職涯分類中非

常重要的一環，但Gardner提出的八大智能並未包含有屬於事務類型的智能。因此

本研究在修正題本時新增「事務」智能取代Gardner的「內省」智能。此外，本

研究將原先Gardner較強調社會性的「人際」智能，修正為兼顧領導特質的「人

際」智能，以區隔與其他智能的差異。領導性也是職能分類中的重要一環，類似

Holland提出的「S」社會型和「E」企業型的合併。

針對修正的這兩個分量表，本研究重新經焦點訪談定義內容並編撰題目，

再以內容主題專家針對各題敘述進行審題及修改，最後新增之兩分量表題目之初

稿，各含24題具表面效度的預試題目。本研究再次便利取樣57人進行新增兩分量

表之項目分析，其結果如表3。為求最後保留最具鑑別度的20個題目，因此以刪

去相對較差的4題為原則，其餘題目依序重新排序。

表3 修正後「人際」智能及新增「事務」智能題目之項目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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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式題本定稿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的正式題本包含「語文」、「數學」、「空間」、

「人際」、「藝術」、「體覺」、「事務」和「生態」等八個職業智能，比

Holland提及的六大職能類別還廣，期使更能發揮職業分類的功能。多元智能職涯

探索量表的正式題本包含八個智能，每一智能包含20個題目，全量表共160題，

其八大智能的定義詳述於表4。

表3 修正後「人際」智能及新增「事務」智能題目之項目分析結果(續)

表4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八大智能的定義

註：框線表示刪去的題目，可能為社會期許傾向（10%以下)的題目或鑑別度不佳（t未達顯著)的題目，或相對
較差的題目（題號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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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正式題本為工具，多次取樣進行信、效度

分析及驗證，其結果如下。

一、信度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的信度檢驗主要以Cronbach’s α和再測信度兩種為

主。

（一）Cronbach’s

Cronbach’s α係數可顯示各分量表所含題目之內容一致的程度。本研究取樣

某大學一班必修課為樣本進行施測，有效樣本共69人，分析Cronbach’s α信度，結

果如表5顯示，各分量表之Cronbach’s α係數介於 .84～ .95之間，具有良好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

表4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八大智能的定義(續)

註：參考自Gardner, H (1983,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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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測信度

本研究又取樣該班學生為樣本，重複施測本量表，間隔時間為八週，以相

關係數分析各分量表前後兩次施測分數之再測信度，有效樣本共56人。由表6顯

示，各分量表之再測信度介於 .71～ .89，皆達.01的顯著水準，具有良好的分數穩

定性。

二、效度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的效度檢驗以內容效度（內容主題專家、項目分

析）、建構效度（各分測驗間的相關、因素分析）及效標關聯效度（已出版之相

關測驗、自評、相對族群：性別、能力高低）為主要方法。

（一）內容效度

本量表之題目內容依據文獻定義、焦點討論，各分量表編撰約30個題目，又

經內容主題專家修正後預試，進行項目分析。在兼顧項目鑑別度、社會期許、量

表結構及初步信效度檢視的多重考量下，本量表又增修部分量表並進行二次項目

分析，各分量表刪去相對較差的題目至20題後定稿。有關項目分析部分已於前節

詳述，在此不再贅言。

（二）建構效度

本量表之建構效度驗證部分主要（1）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呈現其與理論架構

之符合程度及各分量表題目歸類的一致程度；（2）以各分量表間的相關分析呈

現其各分量表間的關聯程度。

1. 驗證性因素分析效度

本研究便利取樣各大專院校學生及在職人士共480人（男性198人、女性282

人）為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最後有效樣本476人。因素分析之萃取方法採

主成分分析、旋轉方法採最大變異數轉軸，轉軸收斂於9的疊代，其結果如表7所

表5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係數

表6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再測信度r係數

註：**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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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各題的歸屬及其負荷量顯示，八個分量表大致符合量表理論的結構分類。

八個因素依序分別是藝術智能、數學智能、語文智能、空間智能、體覺智能、人

際智能、生態智能及事務智能。各因素所屬題目的負荷量大多在0.5以上。

雖然少數題目與原先所屬智能之歸類有些出入（如，題41、61、121），也

有一些題目因素負荷量不夠高（如，題84、59、41、119、106、72、61、147、

157、131、134、140、132、121），可能和Gardner所提出的八大智能具互不獨立

的特性有關。因素分析易受取樣而影響，本研究未來將累積更多樣本以確定其適

切性。
表7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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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因素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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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因素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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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因素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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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分量表間的相關

本研究為了解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各分量表的相關情形，再度取樣某大學

一班必修課學生為樣本進行各分測驗之相關分析，有效樣本共61人，其結果如表

8所示。結果顯示部分變項間達顯著相關。例如，語文智能與人際和藝術智能達

顯著正相關。數學智能與空間和體覺智能達顯著正相關。空間智能與藝術和體覺

智能達顯著正相關。人際智能與語文、藝術和體覺智能達顯著正相關。體覺智能

與數學、空間、人際智能達顯著正相關，但與事務智能呈顯著負相關。事務智能

為一獨立智能，但與體覺智能呈負顯著相關。生態智能則與藝術智能達顯著正相

關。此結果與Gardner認為人類本身就可能同時擁有多項智能，其組合各不相同不

謀而合，且多元智能本身也非完全獨立。

（三）效標關聯效度

本量表之效標關聯效度驗證主要以目標族群（效標族群）、自評表現、已出

版之相關測驗及自評職業興趣等作為效標進行相關分析，並以性別作差異分析。

1. 目標族群（效標族群）之相關分析

本量表之目標族群樣本，以取樣在各智能具有突出表現的受試者30人為標

表7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因素分析(續)

表8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各分量表間的相關分析

註：框線部分為負荷量<.4之題項。

註：* p < .05，** p < .01。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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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施測，並與另便利取樣的一般族群200人作比較，進行獨立t檢定之差異分

析，如表9所示。結果發現各量表之目標族群平均分數皆顯著高於一般樣本的平

均分數，表示各量表分數的確有效反映樣本在各智能之外顯行為表現，與理論相

符。

2. 與自評效標題之相關分析

為進行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作答結果與自評效標題之相關分析，本研究

又便利取樣130人，以10點量表詢問其在八個智能的自評效標題之主觀能力表現

（10代表非常好，1代表非常差），並與其在本量表之八個分量表總分進行相關

分析，如表10所示。結果顯示各分量表與其自評效標題皆達顯著相關，表示各分

量表之總分與受試者自評效標題分數高低一致。

3. 與自評能力之相關分析

為進行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作答結果與自評能力之相關分析，本研究

另取樣某大學一班必修課學生為樣本，最後有效樣本70人，以5點量表詢問其在

八個智能的表現，分別以自己位於一般同儕相對位置約前20%、前20~40%、中

40~60%、後20~40%或後20%來作答，再將分數轉換為5~1的計分，再與其在本量

表之各智能總分進行相關分析，如表11所示。結果顯示各分量表與其自評能力皆

表9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在目標族群與一般族群樣本的t檢定

表10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與自評效標題的相關分析

註：** p < .01，一般族群200人，目標族群30人。

註：** p < .01，N=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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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且最高的相關（框線部分），表示各分量表之分數可有效反映受試者之自

評能力的表現。

4. 與已出版測驗之相關分析

目前國內已出版之心理測驗中與本量表分類最相近的測驗是「多元智能測

驗」（吳武典，2008），「多元智能測驗」是完全依據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

編製而成，也是一份自陳式李克式量表。因此，為進行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與

「多元智能測驗」的相關分析，本研究取樣某大學一班必修課學生為樣本分兩次

施測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與「多元智能測驗」，有效樣本共70人，結果如表12

所示。由於本量表在編修階段，刪去Gardner提出的內省智能、以藝術智能取代

Gardner提出的音樂智能、並修改人際智能為偏重領導智能的分量表、又增加事務

智能等，因此與原Gardner的八大智能定義不完全相符。結果顯示，雖然不同智能

間仍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但相同的智能仍具有最高的相關係數（框線部分），

與理論相符。

表11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與自評能力的相關分析

表12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與多元智能測驗的相關分析

註：* p < .05，** p < .01，N=70。

註：* p < .05，** p < .01，N=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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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量表的「事務智能」是參考Holland提出的「C」型事務職能的概

念編製而成，而本量表以「藝術智能」取代Gardner的「音樂智能」也是參考

Holland提出的「A」型藝術職能的概念編製而成，因此本研究又針對上述之施測

班級再度施測「職業探索量表」，以分析其相近分量表之相關情況。有效樣本共

62人，結果如表13所示。結果顯示本量表的「事務智能」的確與「職業探索量

表」的行政事務「C」型達顯著相關（r = .46**）；「藝術智能」也的確與「職

業探索量表」的藝術創作「A」型達顯著相關（r = .75**），皆與理論相符（如

表13框線所示）。

此外，本量表之「語文智能」及「數學智能」與「職業探索量表」的研究分

析「I」型皆達顯著相關（r = .27**、r = .46**）亦符合理論，因為語文及數學智

能一向被認為與學業表現關係最密切的；而「人際智能」與「職業探索量表」的

社會助人「S」型（r = .64**）及企業領導「E」型（r = .47**）亦達顯著相關也

與理論符合。本研究也發現本量表之「空間智能」與「職業探索量表」的實務操

作「R」型（r = .46**）、研究分析「I」型（r = .30**）及企業領導「E」型（r = 

.33**）達顯著相關；而「體覺智能」與「職業探索量表」的社會助人「S」型（r 

= .28**）達顯著相關；「生態智能」與「職業探索量表」的實務操作「R」型（r 

= .30**）達顯著相關。

5. 與職業類型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發展之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定位為一份職業探索量表，理論上

就必須與各智能應用所屬之職業類別互相呼應。表14為參考英國一般職業分類

（Morris, 2013）、美國職業展望手冊（Doyle, 2012）、中華民國職業分類（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指南目錄，2013）、及經營多元智慧一書（李平，2003；

Armstrong, 2009）整合編修而成。因此，本研究另便利取樣在職人士167人進行

表13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與職業探索量表的相關分析

註：* p < .05，** p < .01，N=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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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及職業類型喜好問卷。職業類型喜好問卷為多元智能

職涯探索量表適配之職業類型，如表14所示，受試者可勾選任何自己喜歡從事的

職業類別，可複選，爾後再將其勾選之各智能之職業項目加總得一總分，並與本

量表之各智能總分求相關。結果如表15顯示，各分量表與其職業喜好皆達顯著且

最高的相關（框線部分），表示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各智能之分數與其各智能

所屬職業類別的喜好相符。

表14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適配之職業類型

註：整合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指南目錄（2013）、李平（2003）、Morris (2013)、Doyle (2012)、Armstron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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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性別分析

為了解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之各智能是否有性別差異存在，本研究以因素

分析之取樣為樣本進行分析，去除未填性別之樣本後有效樣本共418人（男生144

人，女生274人）進行男女性別的獨立t檢定。結果如表16顯示，男生在數學智能

（t = 4.51**）、空間智能（t = 3.82**）及體覺智能（t = 5.45**）顯著比女生高

分；而女生在藝術智能（t = -3.88**）則顯著高於男生；語文與人際智能女生比

男生略高但未達顯著差異；生態智能則男生比女生略高但未達顯著差異；事務智

能則男女生幾乎相等，大致與理論相符。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依據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發展一份綜合能力、人

格特質及興趣的職涯量表，以作為大學畢業生職涯規劃的有效評量工具。一個

人的未來成就，也就是在職場上的成功表現，主要取決於三大元素：（1)能力，

（2)興趣，和（3)人格特質。目前國內出版、可供大學畢業生作為生涯輔導的本

表15 八大智能與職業類型的相關分析

表16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在男女性別的t檢定

註：* p < .05，** p < .01，N=167在職人士。

註：* p < .05，** p < .01。N=418（男144人、女27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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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職業量表為數不多，原本根據Holland修訂的「職業探索量表」是一份優質且

結合「人格特質」和「能力」等綜合因素的職業量表也面臨使用權的問題。本研

究發展的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正希望結合這三大元素的重要性，並兼顧個體先

天智能及後天興趣的優勢，輔導國內學生真正了解自己的強弱項，以便在未來職

業選擇或生涯規劃上都能人盡其才、適得其所。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首先依據Gardner提出的八種智能：語文、數學邏

輯、空間、人際、音樂、肢體動覺、內省與自然觀察等智能，各智能編撰30題、

全量表共240題為預試題本。經取樣施測並項目分析後發現，內省智能的題目內

容普遍含有過高的社會期許，且人際智能與其他智能重複性過高，因此重新修正

量表結構。

為考量本研究發展之量表為一職業探索量表，因此以Holland提出的六大職能

「RIASEC」概念檢驗本研究發展之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在未來應用解釋時的

職業類別完整性。結果發現藝術型和事務型是非常重要的兩大職業類別，因此本

研究將亦產生社會期許的自省智能，以相關且更具體的事務智能取代，並將原先

的「音樂」智能擴大為「藝術」智能。修訂後的題本再次進行項目分析。項目分

析主要以各智能各題項的鑑別度及社會期許為主要考量，各智能最後保留鑑別度

相對最佳的20個題項，全量表共160題定稿。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的正式題本，又經多次取樣驗證其信、效度。本研究

主要以Cronbach’s 係數及再測信度驗證其信度。結果顯示各分量表之Cronbach’s 

係數介於.85～.94，具有很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再測信度則介於.71～.89，具有

良好的分數穩定性。在效度方面，本研究兼顧內容效度、建構效度及效標關聯效

度等效度驗證。內容效度主要以內容主題專家及項目分析等方式，確認各特質包

含其代表性行為試題及各題目的鑑別度。建構效度則主要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及各

分量表間的相關確認各分量表的結構獨立性及各特質間的關聯性。效標關聯效度

分別以目標族群、效標題、自評能力、已出版之相關心理測驗、職業類型喜好及

性別等，驗證其對預測各種效標的有效性。結果顯示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具有

良好的效度。

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最後包含語文、數學、空間、人際、藝術、體覺、事

務與生態等八項智能。理論上，每個人都應具備這八項智能、興趣及特質，只是

具有的強弱組合不同，某些智能較為突出，某些則較不明顯，而形成每個人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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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職能。因此，本研究發展的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期望未來可彈性運用在畢

業生的職涯規劃或教育輔導等用途。

本研究發展之多元智能職涯探索量表未來會持續努力與各專業職業類別做更

緊密、適當的連結，也將持續蒐集更多樣本探索智能與職能的融合與應用。針對

目前因素分析美中不足的部分亦會持續取樣進行探討及改善，並且加強預測效度

的追蹤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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