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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幼教所為配合碩一必修課程「幼教基礎理論」，三位老師以人物

與思潮為幼教基礎理論基底，探討兒童史學、批判教育學、幼教組織與管

理學的人物與思潮、幼教史觀等四個幼兒教育研究主題，為開拓幼教所同

學們的視野，並於學期間辦理兩場「幼教文化講座」，聘請學界各領域的

教授前來演講，以深化幼教基礎理論內涵與研究生基本論述能力。2019年

11月28日，特別邀請本校心理學系張葶葶教授，講授《大腦與學習》。

2019幼教文化講座回顧

「大腦與學習」 報導人：王心潔

張葶葶老師以 2013年美國的

「 BRAIN Initiative」破題，引用

奧巴馬在推動「BRAIN Initiative」時

説過的話「我們可以瞭解距離我們

數萬光年以外的銀河，也能研究

比奈米還小的粒子，但是我們卻對

在我們的兩個耳朵之間，三磅重的

大腦所知甚少」，引導著大家思考當

我們聽到「腦科學」時，會聯想到什麽？繼而談到了台灣目前的腦科學的

研究投入與發展，以及本校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目前的研究情況，同時也

鼓勵大家利用在校學習的機會，瞭解、體驗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的 MRI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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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内容主要圍繞「以數學學習、

認知爲主題的神經心理機制、認知歷程、

學習障礙及相關訓練」展開。

張老師以近年來 OECD 國家參加

PISA 考試的成績分佈爲例，分析了數學

認知歷程中的心理機制，比如數量概念的

結合幼教所同學的學科背景，講座中除了簡要介紹尖端腦科學技術的

發展現況、心智科學大型研究設備建置以及共同使用服務計畫的啓動外，

重點為同學們講解了腦科學在教育學習主題中的應用。其中囊括兩個主要

内容，即「大腦是如何學習的」和「在腦科學的基礎上如何教」。從腦科

學導向的學和教就是教育神經科學研究的範疇，這個領域探討的是各種認

知功能的神經機制，比如語言閲讀、數學認知、注意力、動作執行功能，

和情緒…等等，對學習的影響以及各種學習障礙的神經機制，這部分的研

究主要透過介入（Intervention）實驗來進行。

獲得、數學符號的識別、數量規則的瞭解及表現等等。張老師也指出，

為什麼亞洲四小龍數學成績較突出，是因為我們的數學機制是十進制的

單位（讀、寫），然而英、美等國本身語言音節較長，數學學習則需要

涉及到工作記憶；至於是否有基因上的影響，則由於因文脈脈絡較長，

比較難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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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提到身障人士的腦神經機制時，老師以盲人閲讀——盲文爲例，

爲大家解開迷思。盲人是用視覺區閲讀盲文的，即使是健康的人，如果將

眼睛蒙住，幾天後也會用視覺區「摸」盲文，也就是說，大腦已經被高度

開發，不做的事情，它很快就不會使用那個功能了，所謂「全腦開發」

只是對腦神經機制的誤讀。人在活動時，大腦的左右兩半球都在使用，

它們的區別在於，左腦負責比較具體、非抽象、語言、口語方面的功能；

右腦負責的任務比較抽象、符號式，兩者基本在用不太一樣的方法做一樣

的事情。

另外，最近針對國小兒童數學能力的相關研究時，張老師指出，兒童

在面對較複雜的題目時，計算策略的運用也受到題目困難程度的影響，且

實際上，數學應用題答題不好，並非閲讀理解能力弱，而是在於該兒童的

運算能力不好。這樣的結論也是通過前文所提及的 MRI掃描測試得到的，

由於在不同學習情況下，大腦不同功能區的活化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明確

判斷數學應用題的解答能力與何功能區的活化相關性更大。

談到具體的 MRI 實驗時，張老師深入淺出地為大家介紹了 MRI 的

工作原理——帶氧血是具有磁性的，而 MRI 掃描儀就像一個超强磁鐵，

如何在掃描儀中檢測數學能力呢？研究者一般會通過一些 Equation

verification task 設計來完成，譬如二選一的按鍵任務，如果被試按錯的

幾率較多，就能推測他有很多比例是猜測來完成任務的。在「計算能力的

腦神經機制」這部分内容中，大家瞭解了大腦皮質各區域對應的主要功能，

如頂葉負責運算、前額葉負責問題解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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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答疑環節，幼教所張盈堃老師和幾位同學就神經科學與教育

之間的關係、學習障礙訓練時功能區的相互影響，以及針對特異功能族群

的腦構造等問題向張葶葶老師請教。大家瞭解到，神經科學的研究發展

能夠幫助我們更瞭解兒童的發展及有針對性地對兒童提供幫助。在臨床上，

由於單方面的功能障礙很少存在，因此，在對提升某方面能力進行訓練時，

有可能會對其他障礙有正向的影響。最有趣是，兩位老師提到一度出現過

的「動物做算術」趣聞，原來只是由於該動物比較善於觀察人群的表情及

狀態，以此來判定答案，而非真的具有計算能力。

這次講座讓大家收穫頗豐，揭開了腦科學領域的神秘面紗，也促使我

們更迫切地瞭解尖端科技與教育融合可以帶來的發展。

那麽大腦可以被訓練嗎？對於學習障礙族群來説，他們是否可以通過

某種訓練達到一般的能力層級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有障礙並不代表

不可以恢復。老師以數學障礙（或發展性計算障礙）爲例，數學障礙族群

的數學能力很差，且不是階段性的，而是一直都表現不好。他們的腦結構

也會和正常者有些差異：右腦灰質比正常人短，不管是解答簡單或複雜的

問題，該區域活化都比較強，因爲對他們來説，兩者都比較困難。目前，

已經有不少研究證明，有針對性的訓練對數學障礙族群是有效的，針對於

數學障礙的訓練上，張老師也和大家分享她的實驗室目前的一些相關研究

進展，比如將研究範圍拓展到國小低年級兒童，針對具有數學學習障礙的

小學生特別設計了有趣的電腦遊戲訓練方式「魔術師 vs. 外星人」。遊戲

透過為期四周、每次十分鐘左右的關卡式訓練，可以幫助他們訓練大腦

對數學問題的處理能力，從而提升數學能力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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