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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養課後，美芬前來詢問：[老師，我聽說 3 歲前的大腦發育是關鍵期，我兒子

現在 3歲半了，我根本沒有特別給他刺激，現在怎麼辦？]焦慮之情，溢於言表！ 

 

英英：[我從準備懷孕起，就知道我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師，他的大腦發育好像掌握在

我的手裡，壓力好大！] 

 

巧音：[我們夫妻都必須工作才能付許多貸款，我們不得不把孩子送回鄉下給老人家

帶，我們怎麼可能要他們給孩子多一點刺激呢？難道孩子就這樣註定比別人差了嗎？] 

 

兒科跟診護士憂心的說：[青少女媽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只顧自己玩手機，疫苗、

健檢都搞不清楚，簡直不知道在家是怎麼帶小孩？這樣一來，會不會因為刺激太少而影響

發育，造成階級差異擴大化啊？]真的是憂國憂民！ 

 

到底 3歲前大腦發展有多快？刺激有多必要？什麼樣的刺激才是好的？不好的又有哪

些？對於腦部發展這件事，我們有沒有過於大驚小怪啊？研究究竟說出了麼新東西呢？ 

 

(研究報告怎麼說？) 

大腦在受精後三週內就開始發育了，出生時就約有一千億(100billion)個以上的腦細胞，

當然細胞與細胞間也有了部分連結，醫學界過去對大腦的概念是，一出生就"定"了，理由

是腦細胞在出生後的數量大約是不會改變了，所以生成什麼腦貨色，就認了吧！所幸這種

推論很快就被打倒了。 

 

腦部發育超快！在一歲左右，腦大小就約是成人的一半了；兩，三歲時就約達 80%大

小了，數目並不怎麼增加，腦變大是因為細胞變大，更重要的是連結網路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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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誇張！2 歲左右嬰兒的神經網路連結是這輩子最多的時候，過了這個時期，就一直

修剪掉不會用到的部分！這很容易想像！如果從學校走到你家的小路繁多，你繞來繞去是

不是比走直直一條大馬路慢多了？人體演化是不會做這種沒效率的事！因此不要的連結一

定廢掉！ 

 

想像一下：你置身於一個黑暗的房間，房間裡有無數盞燈，每亮一個燈就使你看到光

源附近環境，燈越亮越多，就好像大腦細胞間線路被激發！這個亮燈的動作就是"環境刺

激"，聽見媽媽的聲音，聞到奶香味、陽光、音樂、撫摸、觸感…..這一切的一切就像是按

下無數個電燈開關！ 

 

然後再想像一下：沒有這些刺激的腦，沒有燈照的大腦只能陰暗沉寂。 

 

醫學界越來越清楚知道：腦部發展不是"天註定"，環境經驗一樣重要。這些環境經驗

就如前述所云的"亮燈"一樣！在頭 1000天的日子裡，這個大約長到 100公分高的小娃兒，

每秒以形成 700個以上的神經細胞連結速度在大腦內建造高速公路網！！一個刺激，就亮

一個燈，就照亮環境，產生許許多多連結！ 

 

大腦接受許多刺激之後，必留下痕跡，也就是細胞間的網路連結，這些難以計數的連

結，將會在 2、3歲以後，把沒用的，少用的一一修剪掉。 

 

但是事情沒這麼簡單，環境經驗將一直影響人的大腦發育，藉由功能性核磁共振攝影

掃描(fMRI)的參與研究，我們清楚地知道，老狗是玩的出新把戲的！只是速度沒有幼兒期

那麼快而已！這就是這一個世紀以來，腦科學家帶給人們的新希望：再老，我們的腦都有

可塑性(神經可塑性)！只是最佳時機是"小時候"！ 整個大腦相當複雜，各部各司其職且互

相溝通交流，連結支援越強壯者，反應也越強大，因此，嬰幼兒期自然是要各種刺激的。 

 

舉例來說：大腦裡的邊緣系統住了一堆小機構，掌管情緒，壓力掌控，酬賞反應等等，

但它可不能自行其是！為了讓行為符合社會規則，這一堆小機構必須跟上司(前額葉腦)密

切往來，以免做錯事，生氣時，如果時機對了，可以適時發飆；時機不對，就要忍耐，與

大腦連結不夠的人，一時氣不過，打人殺人，最後自己落的入監受苦，就是邊緣系統眾多

小機構跟大腦連結不足所致。 

 

像這種情緒腦與理性腦連結的產生就需要學習與教導的刺激，其他還有語言，樂器演

奏等等也須環境特別施予刺激，但有些刺激只要環境裡有，無需特別"加工"，腦部自然會

產生連結，例如光與視覺，嬰兒只要不是被放在黑漆漆的環境裡，視覺細胞自會跟大腦的

辨識系統連結。 

 

回到先前的問題，什麼樣的刺激才是好的？要多"刺激"才叫刺激呢？ 

 

這還真是個敏感又難以回答的問題，醫學上的研究多半從"問題"切入！例如：從核磁

共振攝影掃描儀，我們可以直接"看見"受虐兒，被忽略的孩子，照護極差的嬰幼兒大腦發

育受影響，因此大聲疾呼要跟嬰幼兒好好互動，關心他們的需求與反應，然後互動刺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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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但是很難說究竟要多好或多大的刺激才對大腦發育最好。 

 

目前重要結論的包括： 

1. 負面環境因素(受虐，忽略不理等)影響大腦發育頗巨！！ 

2. 雖然腦部終生具可塑性，但大腦發育的確存在”敏感期”，嬰幼兒期就是重要敏感期。 

3. 充足的營養是腦部發育必需的，缺乏某些元素會使腦部發育不良，如鐵，脂肪等。 

4. "人"的刺激優於"物"的刺激，所以家人互動一定會比電視，錄音帶，或玩具好。 

5. 孩子的大腦很早在三個月大就可以辨識父母的情緒，憂鬱，焦慮等負向情緒有負面

影響。 

 

 (衍伸來應用！) 

 

*母奶比牛奶好。 

*媽媽的聲音(說話，笑聲，朗讀聲…)比錄音帶好。 

*媽媽面對面的臉龐比電視，電腦好。 

*有來有往，一來一去的逗弄互動比昂貴的玩具好。 

*溫暖平靜比緊張焦慮好。 

*花時間了解每一個孩子的獨特性比滿地找專家好。 

 

發現了嗎？ 

其實對孩子大腦發育最好的工具就是父母本身，母親尤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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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成立社團法人杏璞身心健康關 

懷協會，擬由心理衛生教育著手，藉由 

情緒教育推廣、正確身體意象宣導及飲 

食障礙講座，幫助民眾建立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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