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育&可塑性 

2012/12/11 



2012/12/11 



2012/12/11 

思想培訓 (BBC brai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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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從嬰兒變成現在的我？ 

 

嬰兒如何認識這個世界？ 

 

「人之初，性本善」，我們天
生就擁有美感與道德嗎？ 

 

嬰幼兒能說話、會數數、懂人
我關係辨識、知道時間與空間，
這是與生俱來的基本認知能力，
還是強大學習能力造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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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人之初，性本善」的關鍵實驗 

影片 
助人上山 推人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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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的「幾何天賦論」 

笛卡兒的「空間交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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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大的嬰兒「知道」物體不可能懸空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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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個月的幼兒可以理解別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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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有非常細緻的語音分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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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個月大的幼兒可以藉由統計資訊來理解別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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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偵測器」 
（運用統計結果來學習機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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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操作中學習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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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在遊戲中探索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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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告訴幼兒正確答案會抹煞他們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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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可以改變與創造、學習與探索 

嬰幼兒的前額葉缺乏控制力，但在不受抑制的
情形下，反而讓他們可以創造探索、靈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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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算能力是天生的，線性數量概念是文化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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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改變大腦的神經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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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及英語具有共通的特質，
即使母語不同，他們使用的大
腦結構也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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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大腦的適應力 
BBC Human S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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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大腦的適應力 
Real Life Ba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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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可塑性  
(Bach-y-Rita) 

1. 利用刺激舌頭恢復前庭半規管功能 
2. 利用刺激背部恢復視覺功能 
3. 利用復健恢復65歲中風父親的行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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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可塑性  
(Merzenich) 

大腦地圖上的神經元會因為它們在同一時間一
起活化而連接得更緊密 
假如地圖可以改變，那麼那些天生大腦有問題
的人就有希望了 
大腦不像電腦，大腦是可以不停的適應環境，
替自己升級的 
所以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都有這種可塑
性。即使老年人也可以改善他的認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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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環境可促進海馬迴神經細胞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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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使用特定手指可增大其在大腦皮質上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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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兩指並用可改變其在大腦皮質上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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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肢（Phantom 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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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灰質上的增大可影響猴群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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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使用Facebook可增大某些大腦皮質上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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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每一個經驗都改變大腦的連接 

大腦的可塑性就是越常用的，連接越強，不常用的
就被荒草淹沒了 

大腦一出生時是個很粗略的簡圖，因為神經還未分
化完成。關鍵期時，接觸到刺激可以讓皮質分化
（自閉症可能是過早關掉了關鍵期） 

臨時抱佛腳與每天唸書慢慢累積這兩種神經迴路的
改變是不同的 

可以透過想像力來改變大腦 

如果大腦有可塑性，那為何我們長大後不容易學新
的語言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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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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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嬰才 Naitre Humain  
作者：J.Mehler & E.Dup/著 
原文作者：J.Mehler & E.Dup 
譯者：洪蘭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1996年04月01日 
 
 
  人有別於其他生物的特質是什麼？這些屬於人的本質是與生俱來或是學
習經驗的累積？作者在書中梳理了近三十年來，認知科學領域探討人類早期
知識發展所得到的豐碩成果。  
一反行為主義的刻板印象，嬰兒既非一張白紙也不光只懂得吃喝拉撒睡。透
過嚴謹的實驗設計與觀察，認知科學家眼中看見一個整備妥當、迫不及待展
現智慧潛能的新生個體。  
本書結構嚴謹行文環環相扣，舉證、譬喻恰如其分，絕非尋常只顧傳播新知
的科學報導堪與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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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裡的科學家  
作者：Alison Gopnik, Andrew Meltzoff, & Patricia Kuhl 
譯者：黃馨慧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10月15日 
 
 
   
  你可能會有一點驚訝，但更令人訝異的是，孩子可以正確地學到人們會用
不同角度看事情的重要事實。當然，不同的是，人是如何用不同的角度瞭解世
界？孩子們對此仍有許多待學之處。顯然地，成人也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因此，坊間才會有一大堆討論男女之間鴻溝的書籍。但是在我們踏出人生的第
一步不久之後，我們也跟著開始邁向學習那個理解之路了。  
  「搖籃裡的科學家」所呈現的嶄新知識，正足以幫助我們更瞭解嬰幼兒的
發展特色與驚人表現。期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夠喚起大眾對生命、對嬰幼兒
重新認識，並帶動國內研究的水準，提升嬰幼兒照顧的專業知能，讓父母們也
能更正確地掌握與孩子互動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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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感－1、2、3哪裡來？ The Number Sense  
作者：戴亞奈 
原文作者：Stanislas Dehaene 
譯者：王麗娟 
出版社：先覺 
出版日期：2000年04月26日 
 
  當你看到此書時，可能注意到頁數，也可能留意了價錢，你會發現，生活
無處不與數字習習相關。但我們很少去想：為什麼會有數字？人腦如何算出
2+2=4？為什麼有些人就是對數學一籌莫展？為什麼傑出的數學家多為男性？
數字的奇妙進化不得不教我們驚奇。人天生就俱有數字感，襁褓中的嬰兒就已
能辨識物體的數量；但人腦無法容納大數字，物件一但超出三，就會增加視覺
的負擔以及計算的時間，所以各民族的書寫數字從三之後開始變形，以方便記
憶使用；此外，和西歐語文比較起來，中文是學習數學最好的語言，而阿拉伯
數字是最實用簡潔的書寫系統。  
  我們常讚嘆某些人對數字的天賦異秉，卻忽略天資相同的學生，可能因為
數學課上老師的不同教法，而成為數學天才或白癡，興趣或熱情所佔的決定成
分更大。上天賜給人類美好的禮物，使我們能運用數字這抽象的文字和概念，
但一旦大腦受了損傷，就連簡單的數字能力也會消失，2+2可能會等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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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大腦的天性-從大腦發揮自癒力的故事中發現神經可塑性  
作者：Norman Doidge 
譯者：洪蘭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8年03月28日 
 
 
  腦是一個有機體，可以改變它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只要還活著，年紀再大仍
能不斷改變。「神經可塑性」是近期神經科學最大的突破，這個革命性的發現，
推翻了幾百年來認定大腦在成年後不能改變的看法。神經細胞可以重新生長、產
生新連結的現象，不但給心智有缺陷的人帶來希望，也給過去認為不可治療的大
腦傷害帶來復原的機會，而且還讓我們看到健康大腦擁有的驚人適應力。 
  多吉醫師是位精神科醫師和研究者，他投身於大腦可塑性的研究，而且遇見
了最聰明的科學家，和生命被改變的病人。這本書包含多個個案的研究，那些長
久以來被認為無可藥救的病人奇蹟般的進步：我們看到天生只有半邊大腦的米雪
兒，重新組織她的腦，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被認為是智障的楊透過大腦的訓
練，現在能夠治療其他像她一樣的人。盲人可以看見，智商可以提昇，年老的大
腦變年輕，痛苦的幻肢不痛了，中風病人恢復原有身體功能，腦性麻痺的孩子學
會更優雅的走路，憂鬱和焦慮消失了，困擾一輩子的個性也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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