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的腦部發展
與心理創傷

兒童的成長和需要

我們若希望兒童的身心能健

康發展，就需要父母或照顧

者為他們提供一個穩定的環

境，並彼此建立安全和信任

的依附關係1。這對他們的腦部發

展、日後的成長和學習，是十分重

要的。 

擁有安全依附關係的兒童有信心探索環境，挑戰自我限制，和人建立

信任關係。這些質素亦是兒童日後發展（成獨立個體）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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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腦部發展

兒童的腦袋主要包括3個區域 (Stien & Kendall , 2004)： 

1.	 腦袋的第一區域是腦幹 (brain stem)，又稱為兩棲動物腦

袋，主要負責呼吸、心跳、及面對危險時作出反抗/逃跑

或嚇呆（臨床上稱為「解離」）的反應。這些反應是不受

我們意識控制的。 

2.	 腦袋的第二區域是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又稱為哺

乳類動物腦袋 ，亦名為「情緒腦袋」。 邊緣系統主要管

理我們的記憶和情緒，我們的依附系統也是屬於這個區域

的腦袋。 

3.	 腦袋的第三區域是腦皮層 (cortex)，又稱為理性腦袋，

也名為「思考腦袋」。我們用這區域的腦袋來判斷、思

考、評估、計劃，以及學習新技能。我們需要這區域的腦

袋來幫助我們在學校�有效率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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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出生時，只有腦袋的第一區域（腦幹）能完全運作。腦袋

的其他部份雖然已有所需的神經元，但彼此之間只有限量的連

繫。如果胎兒接觸到母親所吸收的酒精和服用的藥物，或是接

收到母親面對混亂和暴力環境的訊息，他的腦袋在出生前可能

已受到負面的影響。

嬰兒出生後，腦袋會根據嬰兒所見、所聽、所嗅、所嚐、所

感受和所接觸的事物，開始產生腦細胞間的連繫。那就是

說，環境對嬰兒腦細胞間連繫的數量和質量扮演著重要角

色，影響著兒童的成長。嬰兒需要一致、有愛心和關懷的養

育，才能讓他的腦袋有效地產生這些腦細胞間的連繫，而安

全感是兒童有良好發展的基本要求。桑德蘭 (Sunderland,

2006) 這樣說：「嬰兒大部份的腦袋都

是在出生後才發展的，因此它會

受到負面和正面的親子互動

所塑造。」她稱嬰兒為一

個「外在的胎兒」。

嬰兒成長時需要面對兩項重要的挑戰：第一項是學習調節反

應（讓自己平靜以維持與環境的連繫）；另一項是專注於外

在刺激 (Stien & Kendall, 2004)。如果嬰兒和兒童缺乏安全的

環境和一致、有愛心和關懷的養育，以致他們的需要不能優

先放在父母的需要之上，這對他們腦袋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影

響。若兒童感到不安全，而父母又不能常常保護他們，這會

使他們經常作出反抗/逃跑或嚇呆（解離）的反應，這意味著

該兒童對環境中潛在的危險變得更加警覺，從而較少發展並

享受與父母的依附關係、或在環境中學習。「任何會增加腦

幹的活動或反應（如長期心理創傷壓力）或是減低邊緣系統

及腦皮層調節功能的因素（如疏忽照顧、腦受傷、智障、腦

退化、酒精中毒），都會加劇一個人的侵略行為、衝動和使

用暴力的能力。」(Per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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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理創傷的代價

如果父母不能滿足兒童的需要，他們就需要在情感上照顧自

己，靠自己來滿足需要。如果父母不能在情感上調節自己

（讓自己冷靜），他們便不能處理兒童的情緒。兒童若長期

經歷疏忽照顧、家庭暴力、情緒或語言虐待、身體虐待或性

侵犯，再加上沒有人能讓他們感到安全，便會引致他們出

現複雜心理創傷。「虐待讓兒童 『學懂』 依賴別人是危險

的。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更多的傷害，他們會推走自己脆弱的

感受，表現得不需要感情。」(Stien & Kendall, 2004)

此外，兒童的情緒腦袋（邊緣系統）亦會受到影響，它會對

類似的外來刺激變得「過度敏感」。例如，兒童聽到一位照

顧者或老師提高了聲線，或是看到成人臉上的憤怒表情，或

是見到某人的身體姿勢極像以往一位被視為危險的成人，也

會立刻引起腦袋的反抗/逃跑或嚇呆（解離）的自動反應。這

對兒童的人際關係、情緒和社交發展都會構成負面影響。

如果父母不能以一致的方式滿足兒童的需要，他們的腦袋便

不會學懂照顧者是如何調節他們的情緒，將來也不會學懂如

何調節自己的情緒。那就是說，當兒童哭時，他們需要一位

能夠時常出現的父親或母親，來滿足他們的需要，並能讓他

們安靜下來。如果父母能夠這樣做，兒童便會依靠父母、信

任父母，並能建立安全的依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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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父母不在或父母對兒童缺乏情感，兒童便要常常負責安撫

自己，因而傾向活在過高反應的狀態中（圖一）。他們會出

現強烈的憤怒情緒和大量的身體動作，因此別人常會看見他

們過度的身體動作。他們的身體會釋放一種化學物質叫皮質

醇，皮質醇令身體釋放更多的糖份，以致兒童變得更加活

躍，這種情況常常被誤解為過度活躍症狀。

有些兒童傾向在過高反應狀態之後進入過低反應狀態（圖

一）。在這種情況下，兒童會變得被動、封閉、退縮或是停

止參與正常活動。另外，有些兒童經歷了嚴重的心理創傷事

件後，會直接進入過低反應狀態來面對創傷和極端的壓力。

這些兒童常會出現長期的問題和解離行為，他們通常會把自

己「封閉」起來或是目光呆滯。當這成為兒童的生活模式

時，便會影響他們的學習、理解和評價自己行為的能力。兒

童在過高或過低反應的狀態下，便不能出現有效的學習。

因此，父母能讓兒童在大部份時間處於正常反應狀態是十分

重要的。 這個正常反應狀態就是一個平靜，又具適當警覺的

狀態。

圖一

情緒反應狀態

過高反應

「不能讓自己的身體和思想離開警戒的狀態」
桑德蘭 (Sunderland, 2006)

有效的學習不能出現

過低反應

「封閉感受，忘記感受是怎樣的⋯⋯或是活在
一個狹窄的安全感覺範圍內 (與身體的反應割
裂)」桑德蘭 (Sunderland, 2006)

有效的學習不能出現

理想反應

正常反應

能夠學習和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的理想情緒狀態，
兒童是平靜而具適當警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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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兒童沒有得到父母的關懷和優先照顧，他們便不能建立

一個健康的自我感。兒童不會相信照顧者能讓他們感到安

全，或是真正關心他們，結果兒童不會學懂自己是有價值

的、是被接納的獨立個體。兒童會抗拒依靠成人，反而嘗試

照顧自己，與照顧者的關係出現逃避依附或是紊亂依附模

式。這些兒童會較容易出現暴力行為 （即反抗反應），或

是從人群中逃走、走開、迴避或是退縮（即逃跑反應）。另

外，他們也可能中斷與別人的聯繫，封閉自己和活在幻想

中（即嚇呆 / 解離反應），這情況有可能引致嚴重的解離症

狀。兒童在嚴重解離症狀下，有時會在情緒上或心理上逃避

現實環境，為自己建立一個幻想世界。兒童也可能開始在不

同的環境和人群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現自己，因為他們不能建

立一個一致的自我感。（如果兒童沒有一個一致的自我感，

我們便不能預測他們的表現。兒童會因情況而轉變他們的

表現，這一刻可以是關心，下一刻可以是暴力或表現得幼

稚）。這一切會令評估兒童的報告出現互相矛盾的情況。舉

個例子，兒童可以在某一環境中（如學校），表現得聽話和

平靜；而在另一個環境（如家中），則表現得暴力和反叛，

並且經常活在過高或過低的反應狀態中，從而出現以下的情

況：當兒童對某些環境的看法與身邊的人完全不同時，便會

常常被指責說謊，或是被指責拒絕承認自己做錯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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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特別注意，有複雜心理創傷的兒童，主要是透過腦

幹（反抗 / 逃跑 / 嚇呆反應）或是情緒腦袋來運作，他們不

能長時間運用思考腦袋（腦皮層），這種情況令兒童缺乏專

注力和學習能力，大大影響了他們在學業中成功的能力。不

過，有效的心理治療能令受到早期心理創傷、疏忽照顧和傷

害的兒童，改變腦袋運作，找到更合適的生活模式。

尋求協助

若你在教養方面遇到困難，例如發現子女出現情緒及行為問

題，或是自己亦曾經歷早期心理創傷、情緒困擾，希望接受

專業輔導，你可聯絡居住地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中心社

工除提供支援外，亦可為你轉介臨床心理服務，讓你和家人

獲得專業輔導、心理評估及心理治療。如有查詢，你可致電

社會福利署熱線電話：2343 2255。你亦可致電社會福利署

各臨床心理服務課了解服務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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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希望兒童的身心能健康發

展，就需要父母或照顧者為他們提

供一個穩定的環境，並彼此建立安

全和信任的依附關係。這對他們的

腦部發展、日後的成長和學習，是

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