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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和家長分開至加護病房觀

察，也有些孩子的生命甚至沒能

來得及挽回。

回顧疫情下的臨床工作，在

兒童神經科醫師的崗位上，我們也

看到了一群有著不同人生路程的

孩子。嬰幼兒前期的大腦神經發展

是相當關鍵的，是未來長大成人最

重要的基石，而這時的發展非常仰

賴自我與外界環境的刺激以及與

他人的互動，他們必須透過探索外

面的世界和大量的遊戲來達到動

作、語言、認知、社會互動、情緒

等各個面向的發展。

但疫情下的孩子們成長大

環境改變了，不是那麼容易和家

人親戚相聚，必須要練習戴上口

罩才能出門，即使出了門外面的

東西也不能亂摸，戶外的公園、

遊樂場變得遙不可及，學校生活

也被迫中止，盯著螢幕數個小時

的視訊課程變成日常。這樣子的

近 幾年疫情世代下的兒童，有
著不同於以往的命運。有些

孩子早在胎兒時期，因孕母受新

冠病毒感染，便在子宮內和病毒

有了第一線接觸；也有些孩子幸

運地，在尚未誕生到這個世界之

前，便得到了母親施打新冠病毒

疫苗的間接保護。而受新冠病毒

感染確診的孩子們，不分年紀，

都經歷過戳鼻子的恐懼與痛苦。

輕症的孩子或是在家休養，或是

到急診求診，中重症的孩子可能

得在封閉的隔離病房住院，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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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對於正在發展中的孩子可能

帶來不少負面的影響。長時間待

在家中無適當刺激造成大肌肉活

動的減少，使得感覺動作刺激與

經驗不足，容易出現動作遲緩、

感覺統合失調的問題。而長時間

待在家中也使得孩子接觸 3C 的

時間變長，親子互動的時間反而

變少，再加上口罩減少了孩子觀

察嘴型模仿說話發音的機會，容

易造成認知及語言發展遲緩。此

外，口罩也進一步遮蓋住了我們

的臉部表情，對於基礎語言理解

尚有困難的孩子便無法從大人的

表情中學習到更深層的語用、語

意、以及情緒的辨識，更容易造

成孩子的社會互動不佳、情緒及

行為問題。

因為非急迫醫療需求的就

醫只能延後，有些孩子的發展問

題較遲才獲得重視，而對於已面

臨發展遲緩，正在早療路上的孩

子，他們的評估和治療也幾乎都

受到疫情而延宕，治療的黃金時

間也可能因而被犧牲。根據美國

一項於羅德島進行的研究表明，

與之前出生的孩子相比，在新冠

病毒流行期間出生的孩子，語

言、運動和整體認知能力都顯著

下降。不過根據 JAMA 期刊的研

究顯示，嬰幼兒的整體神經發展

其實並未受 COVID-19 疫情大流

行影響，只不過和疫情前相比，

疫情下出生及長大的孩子確實有

更高的風險出現溝通障礙。面臨

這樣的發展挑戰，我們能夠為孩

子做些什麼呢？

過去這兩三年來父母對孩

子說話的數量確實減少了，也不

那麼經常和孩子玩耍了，但這時

期刺激與互動的減少對於後續發

展的影響是遠大過我們所能想像

的。所幸政府在 5 月 1 日宣布防

疫降級，建議家長們能找一些戶

外空曠的場地讓孩子們放放電，

限制孩子們使用 3C 的時間，在

家中的時間放下手機多陪陪孩子

們，一起看書，一起遊戲，可以

刻意多給予孩子們觀察嘴型的機

會，話慢慢說，多利用嬰幼兒式

語言，亦即聲音語調的變化、臉

部表情、較誇大的肢體動作和孩

子們互動，讓孩子們能得到更多

的刺激。值得激勵家長的是，這

些孩子們仍處於一個非常早期的

發展階段，有非常大的潛力，還

有很多機會介入，能夠使他們走

上更好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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