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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彼此連結可達成人的 2倍（Shore, 

1997）。隨著年紀與經驗的增加，大腦

會再經歷神經突觸修剪作用，重複運用

的神經迴路會被保留，而缺乏經驗沒有

運用的神經迴路會萎縮、退化，也因此

造就每個嬰幼兒大腦的獨特性。因此在

學齡前階段讓孩子擁有什麼經驗就是一

件極重要的事 !

在學齡前的孩子，很多行為的展現

都與幾項重要的本能有關，包括趨樂

避苦（趨吉避凶）、依附及掌控的本

能。趨樂避苦的本能顧名思義就是哪些

活動開心就做那些活動，哪些活動不舒

服就盡量避開、不願意做。依附的本能

就是孩子天生會想與照顧者有情感上的

連結，有情感連結的關係才能確保自己

是安全的，以及有機會被照顧長大的。

掌控本能的產生是因為未知刺激通常會

引發大腦產生焦慮、害怕情緒，這些情

緒的存在是為了提醒外界環境可能有威

脅，需要謹慎與注意，也因此掌控本能

是為了增加自身對於環境的預測力，減

少危險產生的風險。

對於孩子來說，負責與自律並不是

 
人 類的大腦具有許多伴隨基因而來的標準配備，包含早期的嬰兒動

作反射，以及許多為了生存與生命必需

存在的本能。本能能夠讓我們有動機與

驅動力去產生行動，進而從外在環境的

經驗中學習。嬰兒的大腦從 7到 9個月

大時就開始大量產生神經細胞突觸間的

連接，直到 3歲幼兒大腦神經細胞突觸

培養孩子的負責與自律∼
從大腦本能談起
◎林口長庚兒童心智科臨床心理師  黃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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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本能，因為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負

責以及自律地完成該做的事情，其實是

違抗趨樂避苦的本能。因此如何塑造孩

子對於自己有能力完成，且順利完成事

件之後，所帶來的滿足感與自我成就感

（自己覺得自己做得到，並且覺得自己

很棒），是需要依靠家長及照顧者的指

引與教導，也能藉由過程訓練負責與自

律的行為。

以下討論如何運用大腦本能驅力讓

孩子成功執行家事，並且從中學習負責

與自律。(1)運用依附本能：在家中請

孩子協助家事時，可以強調每個人都是

家庭的一分子，所以當大家一起完成家

事時，就可以感受到家人之間彼此的連

結，為家庭共同付出的向心力，而不單

純只是家事地分配。(2)運用趨樂避苦

本能：進行家事的過程中，有創意地把

家事變換成有趣的活動，像是襪子配對

及襪子回家遊戲（放回衣櫃），過程有

趣結果有益。(3)運用掌控需求：進行

過程，可以先與孩子討論他想執行家事

的方式、可能的結果，或是給予家事任

務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對於孩子來說，

提出的意見既被重視、專注聆聽，又能

預期事件發生的經過，增加行為執行的

動機。

不論是學齡前的孩子，還是學齡期

的孩子，生活中的負責與自律行為都是

培養出來的能力，不是大腦的天生標

配，需要家長及照顧者長期的陪伴，重

複正向的生活經驗來塑造大腦迴路。孩

子的行為受到本能的影響高，因此理解

大腦本能的需求，順著大腦本能引導，

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除此之

外，在負責與自律的引導中還能創建親

密的親子依附，讓孩子練習調整生活的

步調，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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