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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1、我家雙胞胎的成長故事

• 2、如何建立愛與關懷的家庭價值？
(例如：共同分擔家庭勞務、子女教養……等)

• 3、夫妻角色協商與合作的重要性？
(例如：教養觀念的一致性，共負教養責任……等) 

• 4、親子情感的表達與溝通

• 5、親職交流道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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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開始之前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記憶

3
感覺記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感覺記憶
猩猩-超強記憶力 https://youtu.be/VHYCJTHcpPo

• 人類聰明嗎？

• 人類「工作記憶」只有5 ± 1。

• 如果學習新知，正常人的工作記憶只有1，
而且過目即忘，聽完會記得的人是不正常的。

• 為了加深印象，工作記憶需與長期記憶「關聯」

• 先備知識

• 書的內容100分、小明讀多次之後共收吸80分、小明跟大華
表達出來30分、大華聽完吸收20、大華回家剩5分

• 學習的捷徑：持之以恆、按部就班

• 學習的根本(很重要，所以說三次)：動機、動機、動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感覺記憶
https://youtu.be/VHYCJTHc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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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愛與關懷的
家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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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生小孩？為什麼要教育？

• 如果我的孩子有99%的機率無法成年，我還要生小孩嗎？

• 如果我的孩子注定一輩子辛苦又痛苦，我還要生孩子嗎？

• 如何讓孩子離苦得樂？

• 教育的三大支柱是「社會、學校、家庭」，哪一個最重要？

• 教育孩子分為「能力、態度、品格」，哪一個最重要？

• 什麼時候開始教育？
1. OECD：3~5歲的學前教育，就對未來的發展有預測性，
所以應該把教育改革的內容從學前兒童階段開始做起。
2. 美國哈佛大學2000年的研究指出：「兒童大腦在六歲前
完成95%的發育，感官及語言更在五歲前達到最大發展。」

5
魚類生活史的神祕面紗 https://ejournal.stpi.narl.org.tw/sd/download?source=10109-01.pdf&vlId=F9A755C5-C872-4831-96E7-F24B38DD3CAF&nd=1&ds=1
OECD調查：五歲之前的影響，超過你的想像！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9048?utm_source=Parenting.Lin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p-l1-editor-5089048-220223
為什麼兒科醫師要介入推廣嬰幼兒閱讀？ https://www.twror.org/為什麼兒科醫師要介入推廣嬰幼兒閱讀/

https://ejournal.stpi.narl.org.tw/sd/download?source=10109-01.pdf&vlId=F9A755C5-C872-4831-96E7-F24B38DD3CAF&nd=1&ds=1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9048?utm_source=Parenting.Lin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p-l1-editor-5089048-220223
https://www.twror.org/為什麼兒科醫師要介入推廣嬰幼兒閱讀/


愛與關懷的家庭價值

• 出生4天的嬰兒，就開始學習/模仿，而爸媽就是孩子們的
第一個老師。

• 爸媽是家庭的舵手，家庭穩定，小孩才能健康快樂成長。

• 自己的兒子很難教，婆婆的兒子更難教。

• 母親是家庭的靈魂，媽媽快樂，全家快樂。

• 爸媽的時間跟心力要花在刀口上，三歲看大，七歲看老，
孩子怎麼帶真的很重要。

• 爸媽的見識，是孩子的起跑點。

• 孩子是箭、爸媽是弓。只有愈強的弓，才能將箭射得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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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

• Q1、請問你覺得「聰明」是不是天生的？

• Q2、在會議中，你是不是會害怕提出自己的意見？

• Q3、你是不是覺得愛情有所謂「對的人」？

• 定型心態 VS 成長心態

7
一本會影響你一生的書，當雞湯文也激勵不了你，看《心態致勝》調整心態，絕對可以改變你的想法！ https://youtu.be/W2BCGlCup_Y
相信你能進步的力量(Ted演講 中文字幕)成長型思維 Growth mindset https://youtu.be/PfX1YpHzr64

https://youtu.be/W2BCGlCup_Y
https://youtu.be/PfX1YpHzr64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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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大腦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男女大不同

• 悲傷影響

• 每日說話字數

• 思考連結、說話區域

9
腦科學揭露女人思考的秘密：洪蘭 Daisy L. Hung @TEDxTaipei 2015 https://youtu.be/wWnUczsfGv0
杏仁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杏仁核
公視演講廳：洪蘭與父母們談「愛你一輩子」2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https://youtu.be/wWnUczsfGv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杏仁核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1

• 理智對情緒的控制弱，情緒對理智的控制強。

• 情緒是改變大腦最快、最厲害的工具。

• 杏仁核掌管恐懼情緒，出生便有功能，即使在嬰兒記憶還
沒有形成的前幾年，嬰兒被對待的方式會改變其大腦功能。

10
神經認知心理學 情緒與決策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公視演講廳：洪蘭與父母們談「愛你一輩子」2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2

• 幼兒使用3C產品時間越多，孩童認知功能測驗分數越低，
包括語言表達、指物念名、早期閱讀技能都有顯著降低。
腦部白質髓鞘束完整性較低，左腦受影響比右腦多。

• 孩子需要的並非只有衣食無慮，
爸媽高品質的陪伴非常重要(每天至少15分鐘)。

11
神經認知心理學 情緒與決策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幼兒腦部殺手是? 美國兒科教授找到證據了 http://www.twror.org/幼兒腦部殺手是-美國兒科教授找到證據了/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http://www.twror.org/幼兒腦部殺手是-美國兒科教授找到證據了/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3

• 可怕的2歲。
大腦理解語言區6個月成熟，
但說話區要1歲半才會成熟。
孩子懂的比能說出來的還多。

• 一定要睡飽，睡眠跟學習是直接的關係，熬夜讀書做白工。
睡覺時身體雖然在休息，但大腦在瘋狂工作。(充足睡眠)

      清醒            睡眠        5天不能睡      作夢     5天不准作夢

12
神經認知心理學 情緒與決策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4

• 說話是天性，閱讀是習慣

• 教男、教女大不同。
繪畫、玩具、方向感

• 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

13
神經認知心理學 情緒與決策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公視演講廳：洪蘭與父母們談「愛你一輩子」2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https://youtu.be/PxVvaGgS1kM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5

• 愛的抱抱很重要。孩子有足夠安全感，才有信心學著獨立。

14
As parents, must know the "Rhesus monkey experiment” https://daydaynews.cc/en/baby/714197.html
Baby rhesus monkey with surrogate mothers. Courtesy of Harlow Primate Lab,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Baby-rhesus-monkey-with-surrogate-mothers-Courtesy-of-Harlow-Primate-Lab-University-of_fig1_41555123
Love in Infant Monkeys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309508
公視演講廳：洪蘭與父母們談「愛你一輩子」2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https://daydaynews.cc/en/baby/714197.htm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Baby-rhesus-monkey-with-surrogate-mothers-Courtesy-of-Harlow-Primate-Lab-University-of_fig1_41555123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309508
https://youtu.be/i5b4JVpWyck


• 愈聰明愈好？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6

15
公視演講廳：洪蘭與父母們談「愛你一輩子」1 https://youtu.be/enmGw0pYn-4
從腦科學出發，談什麼是好的英文學習發展模式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2257?utm_source=Drhuang.FB&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p-f10-editor---220321
有愛無礙 For General https://general.dale.nthu.edu.tw/?page_id=1364

https://youtu.be/enmGw0pYn-4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2257?utm_source=Drhuang.FB&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p-f10-editor---220321
https://general.dale.nthu.edu.tw/?page_id=1364


• 大腦，用進廢退，愈用愈聰明。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6

16
公視演講廳：洪蘭與父母們談「愛你一輩子」1 https://youtu.be/enmGw0pYn-4
噪音管制介紹 https://www.hlepb.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64
洪蘭教授：《大腦與人生：造命者天，立命者我》 https://kknews.cc/science/jm46nml.html https://kknews.cc/science/r8rj3zo.html
Juggl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ggling

https://youtu.be/enmGw0pYn-4
https://www.hlepb.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64
https://kknews.cc/science/jm46nml.html
https://kknews.cc/science/r8rj3zo.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ggling


• 學習要主動才有用

• 噪音影響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幼兒大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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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演講廳：洪蘭與父母們談「愛你一輩子」1 https://youtu.be/enmGw0pYn-4
噪音管制介紹 https://www.hlepb.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64

https://youtu.be/enmGw0pYn-4
https://www.hlepb.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64


• 人類每天的行為中，60%都是「重複行為」。
重複多了，可自動化。

• 適合的訓練。好習慣、壞習慣，都需要時間養成。

•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本性」是什麼？

• 腦神經正向回饋回路

• 養成習慣所需的時間，
會因人因事而不同，需時18天~254天，平均66天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習慣1

18
感覺記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感覺記憶
猩猩-超強記憶力 https://youtu.be/VHYCJTHcpPo
好好笑！心機很重的小孩!太好笑啦! https://youtu.be/MnHyEWMNSr8
父母敲牆後立刻安撫 以為打到自己...嬰兒一秒反射式假哭｜萌娃｜戲精 https://youtu.be/I4udhB4OB54

大腦產生觀念

行為產生結果

觀念引導行為結果改變大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感覺記憶
https://youtu.be/VHYCJTHcpPo
https://youtu.be/MnHyEWMNSr8
https://youtu.be/I4udhB4OB54


• 獎懲機制：棒子與紅蘿蔔

• 獎vs懲 效用比較

• 低級的慾望靠放縱，
高級的慾望靠自律

• 自律=延遲滿足(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習慣2

19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https://youtu.be/g9pgLqPzLBk

強化(增加行為) 懲罰(減少行為)

正向

負向

給想要的

移走不想要的

給不想要的

移走想要的

https://youtu.be/g9pgLqPzLBk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用「對」的方式教孩子

• 道德=對等(公平)+共感(同理)

• 臺語的「顧小孩」怎麼說？
要把孩子當小大人

• 下動令，少用「不要」

• 依照事情嚴重程度設底線。
小事沒底線=大事沒底線

• 做不到的不說、不答應

• 提供安全感(愛的表達、
父母有誠信、可被預測)

20
Two Monkeys Were Paid Unequally: Excerpt from Frans de Waal’s TED Tal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iU6TxysCg
Peppa Pig - Muddy Puddles (full episode) https://youtu.be/WdvGYRaRH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iU6TxysCg
https://youtu.be/WdvGYRaR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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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臺灣
多重天災影響/預期災損

1. 世界銀行2005「全球風險分析」：多重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中，OO排名世界第一。約有73%的
OO人民生活在於至少三種災害的環境之中，更有高達約90%的人民生活在至少兩種災害的環
境之中。

2. 英國勞埃德(Lloyd’s)保險公司「2015至2025年之城市風險指標」：將18種天然與人為災害，針
對全球301個主要城市進行分析，在城市預期災害損失估算中，OO市排名世界第一。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 https://tinyurl.com/27c34tob
Lloyd’s City Risk Index 2015-2025 https://tinyurl.com/2yb58j2c

https://tinyurl.com/27c34tob
https://tinyurl.com/2yb58j2c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用「對」的方式教孩子

• 以下防災知識何者正確？

• (A)地震來的當下趕快開門，避免門框變形後，無法逃生。

• (B)地震來時，要依照「黃金三角」，躲在大型家具旁邊。

• (C)火災時，如果開門之後發現有濃煙，要加速開門逃生。

• (D)災害發生後，政府會啟動緊急救援系統，但對多數災
民的逃生沒幫助。

• 如何知道自己教孩子的
方法或知識「是對的」？

• 如何教孩子騎腳踏車？
https://youtu.be/Jnkdg0SI-Pc?t=2146

22
【人文講堂】20160814 - 震，知道了！真知道了嗎？ - 林金宏 https://youtu.be/Z5hXL75ajDY
【人文講堂】20150725 - 走過傷痛 - 火場求生一瞬間 - 林金宏 https://youtu.be/ly9-iBciFJQ
《一日系列第一百八十五集》閣愛妳一擺～雖然沒有達哥但有自稱小達哥的蔡哥(?)與邰邰一起帥起來～～～- 一日重機 https://youtu.be/Jnkdg0SI-Pc?t=2146

https://youtu.be/Jnkdg0SI-Pc?t=2146
https://youtu.be/Z5hXL75ajDY
https://youtu.be/ly9-iBciFJQ
https://youtu.be/Jnkdg0SI-Pc?t=2146


3

夫妻角色協商與合作的
重要性？

23



主體：爸媽是家庭的舵手
基因遺傳 vs 家庭環境

• 「基因遺傳」與「家庭環境」哪一個重要？

• 「階級複製」與「貧富世襲」是否存在？

• 遺傳分成「基因遺傳」與「教育遺傳」，哪一個重要？

• 階級翻轉的要因：良好的教育、有愛的家庭、有遠見的爸媽

24
耗時56年拍攝的紀錄片《63 UP》觀後感想：這是個貧富世襲的殘忍世界，那又怎樣？ https://youtu.be/SslFyOyH0Dw
【 志祺七七 】到底什麼是「階級複製」？階級複製的現象一定是不好的嗎？ https://youtu.be/Vey1NiP-yDc
失散多年的三胞胎溫馨重逢，背後竟隱藏充滿爭議的心理學實驗？解析紀錄片《三個一模一樣的陌生人》！《 追劇七七 》EP005｜志祺七七 https://youtu.be/5uqskhwYaJk
真實的“楚門事件”，一個被隱蔽了50年的實驗，三胞胎從出生起就被計劃好人生「曉涵哥來了」 https://youtu.be/dQ4UEj-IeCU

https://youtu.be/SslFyOyH0Dw
https://youtu.be/Vey1NiP-yDc
https://youtu.be/5uqskhwYaJk
https://youtu.be/dQ4UEj-IeCU


主體：爸媽是家庭的舵手

• 學齡前教育比較重要？還是高等教育比較重要？

• 孩子經由爸媽的視角，認識這個世界。

• 教育孩子比較重要？還是教育爸媽比較重要？

• 如果爸媽帶著偏見，孩子只會變本加厲。

25



認識自己的身體
大腦使用手冊 – 有看沒有懂？關於先備知識

• 內行的看門道，外行的看熱鬧。(柯南 vs 毛利小五郎)

• 小遊戲 - 猜猜看

• 一個人的先備知識，決定他所看到的世界。

• 看得懂的人，才能「發現」機會。
有能力的人，才能「把握」機會。

26



認識自己的身體
幼兒早期療育

•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發展遲緩比例約6~8%，臺灣僅有2%

• 早療最適當的時機，是在學齡前(出生至6歲)的各階段。

• 3歲以前早療的效益，是3歲以後的10倍。

• 政府投入1元在早療，未來可以節省3元的特教經費。

• 7歲以前有9次免費健兒門診：
1歲前有4次、1~2歲有2次、2~3歲1次、3~4歲1次、4歲
~7歲1次，只要在接種疫苗時，請健兒門診醫師評估即可。

27
男生多1倍！當心孩子出現這些狀況是有「遲緩」問題 https://heho.com.tw/archives/16343
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81/cp.aspx?n=368F05F3729A040A

https://heho.com.tw/archives/16343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81/cp.aspx?n=368F05F3729A040A


認識自己的身體
幼兒生長曲線

28
0-7歲兒童生長曲線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0&pid=4869&sid=13573

出生 2.5歲 6歲

體重 身高 BMI 體重 身高 BMI 體重 身高 BMI

Benson 2.26 0.43 12.2 10.8 0.85 14.9 16.8 1.08 14.4

Ryan 2.30 0.44 11.9 13.6 0.89 17.2 29.5 1.16 21.9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0&pid=4869&sid=13573


認識自己的身體
嬰幼兒發展里程碑

29
嬰幼兒發展里程碑 https://topic.parenting.com.tw/web/pic/child_dev.jpg

https://topic.parenting.com.tw/web/pic/child_de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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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情感的表達與溝通

30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基礎觀念 - 教育的本質

• 以下何者為真？

• (A)華盛頓砍倒櫻桃樹-誠信

• (B)牛頓被蘋果打到頭-觀察生活中的小事物發現大道理

• (C)吳鳳被出草-生命的價值

• (D)孫中山第一名畢業-成為有用的人要認真好學

• 科學數據難以打動人心，但動聽的故事可以。

• 教育的本質就是「洗腦」

• 洗腦成「巨嬰」或是「公民」

31
美國華盛頓總統並沒有砍過櫻桃樹？ https://kason2047.pixnet.net/blog/post/ 292723636-美國華盛頓總統並沒有砍過櫻桃樹？
牛頓真的被蘋果砸到了，才提出萬有引力嗎，其實我們都被騙了 https://kknews.cc/science/jkgxmye.html
吳鳳---一則捏造的神話・政治目的下被刻畫的虛假傳奇人物 https://jerryzuhow77.pixnet.net/blog/post/68800691
孫中山先生「偽造」博士學歷純屬歪說，真實情況是這樣的 https://www.fanswong.com/article/017c6af3-4b5a-7a7c-69db-e19bd4accb4d

https://kason2047.pixnet.net/blog/post/292723636-%e7%be%8e%e5%9c%8b%e8%8f%af%e7%9b%9b%e9%a0%93%e7%b8%bd%e7%b5%b1%e4%b8%a6%e6%b2%92%e6%9c%89%e7%a0%8d%e9%81%8e%e6%ab%bb%e6%a1%83%e6%a8%b9%ef%bc%9f
https://kknews.cc/science/jkgxmye.html
https://jerryzuhow77.pixnet.net/blog/post/68800691
https://www.fanswong.com/article/017c6af3-4b5a-7a7c-69db-e19bd4accb4d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溝通方法 - 媒體識讀

• 以下何者資訊是真的？

32
MyGoPen https://www.mygopen.com/
屏東縣再推打疫苗送現金，6大施打站隨到隨打 https://www.pthg.gov.tw/News_Content.aspx?n=EC690F93E81FF22D&sms=90586F8A7E5F4397&s=FDCD376730A91755
烏克蘭父親淚別女兒後對抗俄軍？西方媒體集體捂嘴真相 https://www.nanmuxuan.com/zh-tw/complex/hpkrcglggnm.html

1 4

2 5

9

3

8

網傳打疫苗就送500元現金？只限莫德納？

是真的！在屏東
7

烏克蘭父親淚別女兒後對抗俄軍？

完全相反！是烏東親俄人士反抗烏克蘭6

https://www.mygopen.com/
https://www.pthg.gov.tw/News_Content.aspx?n=EC690F93E81FF22D&sms=90586F8A7E5F4397&s=FDCD376730A91755
https://www.nanmuxuan.com/zh-tw/complex/hpkrcglggnm.html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溝通方法 - 媒體識讀

• 「境外假資訊」最氾濫的國家是？

• 臺灣世界第一，蟬聯十年榜首

33
台灣「接收境外假資訊」嚴重程度世界第一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40520
境外假訊息侵擾 台灣連10年全球榜首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575320
台灣媒體是怎麼爛掉的？七分鐘看懂媒體亂象五大關鍵！【記者真心話】Vol.1｜懶人包 https://youtu.be/-JNeBKlG0cI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40520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575320
https://youtu.be/-JNeBKlG0cI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溝通方法 - 原則

• 隊友不會讀心術、也不是蛔蟲，我不說清楚，他不知道。
暗示=沒說；明示=有聽沒有到；要重複明示、精確動令。

• 溝通四層次：方向、方法、特例、口誤

• 有情緒時，暫停對話

• 肢體暴力會造成幼童腦部傷害，語言暴力也會

• 家暴會遺傳，基因遺傳與模仿遺傳

• 發脾氣是本能，不發脾氣是本事

34
目睹家暴兒少 https://www.twrf.org.tw/info/category/16

https://www.twrf.org.tw/info/category/16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溝通方法 - 非暴力溝通 - 應用

• 非暴力溝通：觀察、感受、需求、請求。
關於…這件事，我的感受是… ，
我的需求是… ，你能否願意… ？

• Ｘ：你天天邊吃飯邊滑手機，這樣會消化不良。

• Ｏ：兒子，你吃飯一直在滑手機，這樣讓我覺得我被忽視了，
我想知道大家今天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你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下嗎？

• Ｘ：陳OO！妳又在打混不寫功課，難怪妳成績這麼爛，果然
是遺傳到妳爸軟爛個性，我當初就是瞎了眼才嫁給妳爸，要
不是因為妳，我早就離婚了，早知道就別生妳。

• Ｏ：有情緒的時候，不溝通，先冷靜。

35
如何提升生活裡的溝通質量？ https://4think.net/如何提升生活裡的溝通質量？/
你的溝通其實很暴力？！1分鐘教你嘴下留情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91790
愛的語言：非暴力溝通的四個步驟 https://www.viewpointtaiwan.com/commentary/愛的語言：非暴力溝通的四個步驟/
非暴力溝通：愛的語言》－會說話，不等於會溝通 https://pieceofclare.com/nonviolent-communication/

https://4think.net/如何提升生活裡的溝通質量？/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91790
https://www.viewpointtaiwan.com/commentary/愛的語言：非暴力溝通的四個步驟/
https://pieceofclare.com/nonviolent-communication/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基礎觀念 – 親子共讀 1

• 為什麼兒科醫師要介入推廣嬰幼兒閱讀？

• 美國哈佛大學2000年的研究指出：「兒童的大腦在六歲前
完成95%的發育，感官及語言更在五歲前達到最大發展。」

• 簡單的介入，巨大的改變。

• 共讀為醫囑，童書當處方

36
醫起育兒網 https://www.twror.org/
為什麼兒科醫師要介入推廣嬰幼兒閱讀？ https://www.twror.org/為什麼兒科醫師要介入推廣嬰幼兒閱讀/
台灣醫起育兒愛閱協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91251661723398/
1. 台灣醫起育兒愛閱協會親子共讀影片~協會及系列影片簡介 https://youtu.be/eLuSblckV54
2.醫起育兒愛閱協會親子共讀說明影片--概念篇 https://youtu.be/BMWeWCcY8Rk

https://www.twror.org/
https://www.twror.org/為什麼兒科醫師要介入推廣嬰幼兒閱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91251661723398/
https://youtu.be/eLuSblckV54
https://youtu.be/BMWeWCcY8Rk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基礎觀念 – 親子共讀 2

• 衛福部國健署 - 親子共讀分齡技巧全攻略 - 基礎介紹篇

37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親子共讀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808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808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基礎觀念 - 收視分級

38
「窮養兒 富養女」原來是指這樣養，可惜一直沒弄懂！ https://mamaclub.com/learn/「窮養兒-富養女」原來是指這樣養，可惜一直沒弄/
慈母多敗兒！十大慣子特徵家長必戒，千萬別將孩子養成窩囊廢 https://www.peekme.cc/post/925000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https://www.mediawatch.org.tw/
兒童收看節目及廣告對其行為影響之研究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6022/2725_23643_160224_2.pdf

• 人如其食 (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視 (You are what you see.)

• 收視分級：普遍級、保護級、輔導十二歲級、
輔導十五歲級、限制級

• 孩子學習力強，節目挑選原則不應為「可以學到什麼？」，
而是「不能學到什麼？」。

• 八點檔、新聞、海綿寶寶、蠟筆小新、海賊王、逗逗蟲、
瑪莎與熊、鬼滅之刃、烏龍派出所、小小兵、神奇寶貝……

• 海底小縱隊、全球探險衝衝衝、藍藍的冒險、Super Why、
小愛因斯坦、 下課花路米、巧虎……

• 透過「錄影、隨選」，做電視的主人，別被電視餵養垃圾。

https://mamaclub.com/learn/%E3%80%8C%E7%AA%AE%E9%A4%8A%E5%85%92-%E5%AF%8C%E9%A4%8A%E5%A5%B3%E3%80%8D%E5%8E%9F%E4%BE%86%E6%98%AF%E6%8C%87%E9%80%99%E6%A8%A3%E9%A4%8A%EF%BC%8C%E5%8F%AF%E6%83%9C%E4%B8%80%E7%9B%B4%E6%B2%92%E5%BC%84/
https://www.peekme.cc/post/925000
https://www.mediawatch.org.tw/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6022/2725_23643_160224_2.pdf


手段：溝通方法與基礎觀念
基礎觀念 – 交通安全

• 安全第一(被動安全)：安全帶、安全帽、安全座椅……

• 防禦駕駛(主動安全)：死角、內輪差……

39
繫與不繫一念之間 你的生死由你決定 https://youtu.be/CBVv2LH2k_Y 當危險來臨時 誰能救你一命? https://youtu.be/IBrpQc6zZHk
Truck driver‘s blind-spot and cycl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rhiGRFTE 大型車視角盲區大解析！死角內輪差不可輕忽 https://youtu.be/ynia6S8BRSw 殘酷馬路教學畫面曝光 視線死角加內輪差騎士倒地
機車防禦駕駛手冊 -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information/tw_media_files_592308054.pdf 汽車防禦駕駛教戰手冊(107年) | 出版品 https://168.motc.gov.tw/theme/publish/post/1906121100485

https://youtu.be/CBVv2LH2k_Y
https://youtu.be/IBrpQc6zZHk
https://youtu.be/ynia6S8BRS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rhiGRFTE
https://youtu.be/ynia6S8BRSw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information/tw_media_files_592308054.pdf
https://168.motc.gov.tw/theme/publish/post/1906121100485


結論

40

帶回家的5大重點



結論：帶回家的5大重點

1. 爸媽是家庭的舵手，學習如何當爸媽(孩子是箭，爸媽是弓)

2. 非暴力溝通(觀察、感覺、需求、請求；不評論、不比較)

3. 提供安全感(愛的表達、父母有誠信、可被預測)

4. 高品質的陪伴(每天至少15分鐘；聊天、共讀)

5. 培養各種好習慣(充足睡眠；動機、動機、動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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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交流道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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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爸媽是家庭的舵手，學習如何當爸媽(孩子是箭，爸媽是弓)
2. 非暴力溝通(觀察、感覺、需求、請求；不評論、不比較)
3. 提供安全感(愛的表達、 父母有誠信、可被預測)
4. 高品質的陪伴(每天至少15分鐘；聊天、共讀)
5. 培養各種好習慣(充足睡眠；動機、動機、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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