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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本能與發展特質
---正向神經心理走向

了解特殊兒少
大腦發展與情緒調節輔導策略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
健學會理事長

2023國際神經心理學會
世界大會台灣主席

雲嘉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服務資源中心主任

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北榮復健科、高醫大(復健科、神經科、精神
科、小兒科)、成大醫院(復健科)

臨床心理師與臨床教師

名列1999世界名人錄健康專業人仕篇

97年教育部全國卓越校長領導獎

第九屆早療棕梠獎

教育部110年社會教育貢獻獎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榮譽理事長

台南市光華高中榮譽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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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
(合聘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與心理系)
(腦心智健康與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郭乃文

人腦有什麼生理條件:

可以學習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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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額葉的鍛鍊

前言

2022/10/5

腦科學《已經知道》--主動用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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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barriers,

去除環境的障礙，
在相處上、生活上、生命價值上equality

表面上的平等

Health equity
考量提供機會的平等

individual difference of a 
pre-existing health 
condition or external 
circumstances. 

個別既存的健康條件

https://collier.floridahealth.gov/programs-and-services/wellness-programs/health-
equity/_documents/healthequityinfographic.pdf

這個時代:CRPD

人權基礎反省
+精準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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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腦做不出它不會的事
• 大腦不知道它不會的事

• 大腦成長雖有關鍵

• 大腦時時刻刻在改變

大腦科學

後天 : 經驗，文化，環境，演練!!!

不同類型、不同復原期程之腦功能不足
{先天}與{後天}

◆各種因為先天與基因大腦發展功能不佳
的兒童(典型如腦性麻痺、癲癇、ADHD、自
閉症等)、青少年、成年、老年患者

◆各種因為後天意外大腦受傷的兒童(典型
如TBI創傷性腦傷、中風、缺氧等)、青少年、
成年、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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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後，人在生態環境中，環境與個體的基本互動。
如：走路與跑步(在環境中移動，卻不是飛行或游泳)、

知覺(感覺環境，如視覺的完形現象，卻不是磁波感應)、

生活記憶(曾經走過的地點與體會過的順序)、

事件因果(內外在事件發生時間上的接近) 、

行動預期(理解自己和環境互動之後果)、

探索行為(尋求環境變化的假設和答案之間的關係)、

感知危機與逃避災難、

人與人的親近(attachment)、、、

➢ 並非全有全無之關係:基本功能也有基因與環境互動之例：聽力之易受損與否
和基因有關(我在光華的高瞻研究：較差的抗氧化基因－聽神經纖毛細胞容易
受損)

➢ 鐵絲網猴子

哪些認知功能較與先天基因有關?

2009/10/18郭乃文

人類大腦薄層內的神經系統成長：
樹突、突觸、神經傳導物質、髓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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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本能”，可運用的策略

• 1. 模仿學習 (eg. motor)

• 2. 情感信任 (eg. attachment)

• 3. 自我控制感 (eg.可自主的行為)

• 4. 自我成就感 (eg. Errorless learning, 可預
期成功的行為)

• 5. 比較的本能 (eg. 群體)

• 6. 遊樂氛圍 (eg. 放鬆沒壓力)

• 7. 探索環境和刺激(eg. 好奇感的引發)

2022/10/5 成大郭乃文

環境(經驗)喚起
大腦內兩類不同預備系統的運作

其二、「經驗－依賴」訊息倉

experience-dependant information storage

• 「個體－特殊環境」所可產生之影響

• 經驗之特殊性與有無，造成認知發展之極
大差異(最出名的成鼠與豐富環境Hippocampus 1999;9:321–332. )

• 屬於後期發展的功能

Greenough WT, Black JE, Wallace CS.  Experience and brain development. in Johnson MH（ed）Brain 
Develpment and Cognition. pp285-322. Blackwell:Oxford. 1993.

但是，我卻有獨特的大腦經驗變成今日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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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系統中心智功能不足的基本型式：
小兒科 (小兒神經科)

•基因相關:如唐氏症、代謝問題(如甲狀腺功能低下)等等。

•其他腦部疾患:如癲癇、腦傷、極度早產、等等。

•不良發展環境:如受虐等等。

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復健科以及職業內科

•局部性受損(focal lesion):如中風、腦瘤等。(或區位性，一般較非進行性)

•全面性受損(global lesion):如腦部缺氧、失智症等。(或瀰漫性，進行性或非進行
性)

•意外性疾患:外在物理或化學傷害導致:如車禍、毒物性機入、次發癲癇等等。

精神科或身心內科

•認知神經功能疾患(neurocognitive disorder): 如:譫妄、失憶、腦外傷症候群、失
智症等。

•經驗加成導致(Abuse或Disuse):如藥物成癮、長期睡眠調適不佳、PTSD等。

•神經發展性(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如ADHD、學障、自閉症。(終生影響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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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望遠:
對不同疾病與不同類型個案

202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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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 腦部功能不足之心智狀況
1)注意力與記憶力缺損是 最常見的神經心理功能受損。

• 即使輕微的注意力效能不足，也會對新的學習產生很明顯的影響。

• 神經細胞死亡（ local symptoms ）或聯合或連合神經受損
(disconnection symptoms)，因病理複雜性與受損範圍的多元性，
患者展現的注意力受損模式迥然不同。

2022/10/5 成功大學行醫所郭乃文

2)受損症候包括：

• 衝動控制，如，在go/no go 作業中
產生違反反應。

• 忽視現象。

• 抑制自動知覺歷程。

• 注意力資源不足。

自我了解 • 道德發展與約束 • 群體關係 •

執行計劃 • 後設認知與創造 • 情緒管理 •

合作大腦之關鍵性

2022/10/5 成功大學行醫所郭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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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認知與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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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認知與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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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pas等人（2005) _ 正向經驗，從訓練中
的成功經驗體會自我效能與認知歷程的自我
調節與管理（Medley & Powell, 2010）。

• 執行功能訓練的難度需漸進式增加，才能產
生訓練效果(Bergman Nutley et al., 2011; Holmes et al., 2009; Klingberg et 

al., 2005)。

• 執行功能的進步需花費足夠的時間練習 (Klingberg

et al., 2005)。

• 「心智肌肉」進行持續鍛鍊與挑戰，強調自
主學習與前額葉的自我監控歷程，並選擇合
宜、正確的訓練自己心智肌肉的經常性腦部
活動。相對地，何是不恰當經驗~~(專業)

基本原則

成功大學行醫所郭乃文

利用正確的經驗引導大腦

心智功能的強化

正確有利的經驗

positiv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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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改變才有行為改變

為何大腦會改變?

大腦可塑性 brain plasticity 

強化神經
正確迴路

削弱不利
神經迴路

精準正確
重複經驗

閃掉不利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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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Organization of Structural 
Brain Networks

2019/7/29-30(嘉義教育局) 成大郭乃文
Khundrakpametc., 2012

訓練的重要關鍵期

人與自我的關係:監控
人與其他人的關係:依賴與抑制

19

改變就是增強

• 方向:自律、自信、自覺、自尊

配合人類基因和學習能相符成長的心智功能
~~長大上路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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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大腦心智良好功能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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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視每一個經驗，並積
極強化重要經驗的意義。

（2）善用健康心理腦的三級
預防觀念。

協助大腦心智良好功能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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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認知與情緒相輔相成。

（3）充份複習的經驗就是
無法破除的迴路。

自我培育心理健康的階段，
逐步強化自我改變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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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的神經心理學
• 人類腦中充滿許多可以組成「共同命運」的神經
元，彼此間有激發或抑制的固定關係，每一次的
行為都可想像成是「會彼此放電的一群神經元」
共同造成一次活動。

• 當發生共同關係的次數多了，神經區域間的連結

就發展成穩定的神經迴路，這即是「習慣養成」。

• 著重於引導個人的自我覺察和自我監控，
遠遠超過表面上看到的「好來好去」，而
是作用於內在的「心理資產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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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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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生命導師的訓練？能力與負擔!!!

謝謝您!!
為家為國為人群，希望我們可以走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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