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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大脑发展的学前教育 

洪 兰  脑科学家、教育专家 

注：洪兰教授曾在耶鲁大学哈斯金实验室及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神经

科接受博士后训练，之后进入圣地亚哥沙克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加

州大学河滨校区担任研究教授。台湾第一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台

湾教育部终身学习推展委员会委员。她撰写教育类杂志专栏二十年，其教

育理念与方法红遍宝岛二十年，每年进行数十场公益讲座，足迹踏遍宝岛

各地，出版著作一直为台湾最畅销家教书。 

 

孩子的大脑会改变吗？幼儿园最需要教什么？孩子犯错了，能打吗？……科

技的发展让我们有了许多新的仪器，对于大脑发展的了解比以前多了很多。脑科

学家、教育专家洪兰教授通过解读大脑的“密码”，为大家揭示了幼儿教养的两

个重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教育建议。 

洪兰教授指出每个人都有前脑、顶叶、颞叶、枕叶和小脑。前脑最重要，计

划策略、情绪控制都是在前脑，如果前脑受伤会发生人格改变。顶叶负责记忆、

数字及空间能力。听力在胚胎七个月就成熟，是最后离开身体的感官。通过实验

发现，在噪音环境长大的白老鼠跑迷宫比较慢，学习比较差，因为它神经的连接

比较稀疏，也就是在噪音环境下长大的老鼠智力是下降的。超过 89 分贝就是噪

音，如果老人在 95 分贝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去餐厅吃饭，餐厅非常吵杂，20分

钟以后，老人脸色会发白，血压变高，有时候会流冷汗。所以不要让噪音伤害到

孩子们的听神经。 

科学研究表明孩子有很多的问题，与他大脑里的神经传导物质有关系。如果

多巴胺不足会有多动症；血清张素不足会有忧郁症，这跟记忆还有睡眠都有关系；

正肾上腺素不足会有注意力缺失症，这三样都与我们的学习是直接相关的。婴儿

在出生前，大脑就有一千亿的神经元，但是只有成人的 1/4，随着脑壳不断增大，

里面的神经元也不断的增大和变复杂，神经元会不断地长出新的树状突和突触，

每一个突触可以有 1000 到 10000 个连接。孩子的生长就是在树状突的生长，每

一个神经只有一个轴突，却有很多很多的树状突。九个月大孩子会爬后，把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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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东西都搬开，让他去爬，让他去探索，因为孩子每一秒钟长 4 万的新的突

触。这个高峰从九个月长到两岁。神经元密集孩子的记忆力、创造力才会好。因

为创造力在神经学上的定义就是两个不相干的神经回路混在一起活化第三条回

路。基于对大脑的研究，洪兰教授提出了幼儿教养的两个重点。 

    幼儿教养重点一：大脑在不停地改变 

    大脑是环境与基因互动的产物，它会因为外界需求而改变内在神经的联结。

人类的大脑在婴儿时最具有可塑性。科学研究表明，即使把整个大脑皮质半边拿

走，剩下的一边会重新组织，弥补失去的功能。因此，孩子小时候大脑的病变并

没有太大关系，大脑是可以修复的。有个两岁半的女孩子，因为车祸左脑被切除，

但是她到七岁半进小学的时候做测验，她的说话的能力跟一般人没有差别。 

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父母一定要

善待孩子。你今天怎么对待你的孩子，会影响他神经的联结，会影响他明天的行。

所以，不存在“输在起跑线”的说法，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

而父母的行为则会影响孩子神经的连结，从而影响孩子行为的出现。     

幼儿教养重点二：早期经验会深入到 DNA 的层次 

幼儿期的关怀和照顾对人格发展和情绪控制有重要影响。在幼儿时期，你对

他的关怀，对他的照顾，影响他后面人格的发展，还有情绪的控制。同一窝的老

鼠，为什么有的老鼠听到铃声响知道电要来了会紧张会有反应，有的不会。因为

小的时候，母亲有去照顾这个小老鼠，去舔他，去梳理他，这个小老鼠在海马回

的地方他的压力荷尔蒙的受体就很多，紧张的时候只要分泌一点压力荷尔蒙，这

些受体就把这些讯息传递给前脑做好准备。而被冷漠对待的那些小老鼠就要很多

很多的压力荷尔蒙，这就影响到他后来碰到挫折能不能反弹，是否容易自杀。 

孩子必须有情感刺激，长大后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孩子最需要的是安全感，

如果小时候没有人理，长大后就会冷漠，小时候的经验会变成牢不可破的信念，

因而放弃所有的努力与尝试。 

所以，幼儿园最重要的是教孩子情绪控制和培养好习惯，它比阅读能力和数

学概念的习得更重要。大脑皮质的成熟度可以通过反复练习加速，要养成好习惯，

可以节省大脑资源。一天中，60%的行为是习惯化的行为。好习惯要从小养成，

坏习惯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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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管教孩子？洪兰教授提出了 7条建议： 

1.家庭教育只能有一个原则：不可以讨价还价，更不可以一个扮黑脸一个扮

白脸。孩子要管教，你所制定的规矩和限制不会让他感到难受，在规矩里他是自

由的。如果你没有告诉他规矩，他会非常没有安全感，得看妈妈的脸色。不要让

孩子揣摸你的心情，孩子是透过被别人管理才学会管理自己，一开始没有外在的

控制，就不会有内在控制产生。 

2.要允许孩子犯错，只是不要犯第二次错。对于三岁以下的孩子不要打，

做给他看。研究表明三岁以前被打过一次的孩子长到五岁的时候打人机率

比别的孩子高两倍。一个不曾犯过错的人他就不可能尝试新的东西，这个孩

子是没有创造力，犯错的时候大脑分泌正肾上腺素，活化大脑，大脑活化的

越多，学习的越快，所以错误是学习最快的方式。 

3.要跟婴儿说话。实验发现，十个月大的婴儿对于语音的辨识是最强的

时候，这个能力到 12 个月以后会慢慢消失。18 个月大的婴儿要讲第一句话

了，在那之前他要把母语的语音学会。 

4.教养要顺其自然。每个孩子成长的速度是不一样，这和基因有关，如

果孩子学习学的慢，请不要说“我这么聪明，怎么生出你这个笨蛋”。请你

去想一想你小时候或者你们家有没有人是学习比较慢的，因为基因是可以

隔代遗传的。 

5.父母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孩子。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用欣

赏的眼光看孩子会看他的长处，但是如果去挑他的毛病，鸡蛋里都能挑出骨

头。 

6.父母要以身作则。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孩子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样子

长大，他是按照你自己的样子长大，因为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是大脑最原

始的学习的机制。父母亲要以身作则，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

的老师。 

7.要培养阅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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