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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作者簡介   

        洪蘭，台大學士，加州大學河濱校區實驗心理學博士。現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及清華、交大、陽明、中央四校聯合系統講座教授。十多年來致力於譯介認知心理學、神經

科學及生命科學等領域書籍。通過演講和著作如《大腦說明書：誰在操控大小事》等普及腦科學知識，在

腦科學研究、教育實踐和知識傳播方面成就顯著，對教育界和科學界產生積極影響。 

內容簡介  

      《大腦說明書：誰在操控大小事》全書圍繞著生活中的行為與大腦的關係進行探討，發現原來身邊許

多決策都與大腦息息相關；透過探討大腦的可塑性，強調大腦會隨經歷、學習和環境改變。洪蘭教授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呈現複雜腦科學知識，幫助讀者理解大腦運作機制和行為奧秘，對提升自我認知和培養良好

思維習慣有著重要意義。 

二、內容摘錄： 

 「人生是一場馬拉松，誰是贏家，要到終點才知道。」(本書第 39 頁) 

 「智力就好像一袋種子，種在很貧乏的土壤或很肥沃的土壤中，種子的表現會因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結

果，好的種子在不好的環境裡面，和不好的種子在好的環境裡長得差不多高，但好的種子在好的環境裡

會長得更高，所以聰明才智是環境和基因的交互作用。」(本書第 43～44 頁) 

 「教育不是一堆事實的總和，也不是我們花在教室的時間，更不是答題的方式，它是從你所學的東西中，

脫穎而出的你，人類終其一生不停的建構他的心智，摧毀原有的，再重新建構新的心智，只有改變我的

知識才是我教育的一部分，這個知識除非使我變得更好，否則不會增進我的教育，但是除非我更感興趣

或對我更有用，不然它沒有使我更好。」（本書第 225 頁） 

 「人生就像一本書，愚者漫不經心翻過去，智者卻很仔細閱讀，因爲他們知道這本書沒有回頭再看第二

次的機會，所以你每天要好好的過日子，因為你不可能再回到昨天去了。」（本書第 234 頁） 

 

三、我的觀點：  

        在 21 世紀高科技時代的今天，人們對大腦的研究日益深入，科學家對於自身這個最為神秘的「黑匣

子」的探索也從未停止。當我捧起洪蘭教授的《大腦說明書：誰在操控大小事》這本書時，猶如獲得一把

鑰匙，開啓了一扇通往大腦奧秘世界的大門，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收穫了無數的驚喜與感悟。 

        這本書以其深入淺出的闡述方式，將複雜的大腦科學知識簡潔明瞭的呈現在讀者面前。洪蘭教授憑借

其深厚的學術造詣和豐富的教學經驗，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了大腦的結構、功能以及其對我們日常生活

中大小事情的操控。 



 

 

        從大腦的結構來看，書中詳細介紹了腦部主要結構，如前腦、顳葉、頂葉、枕葉、小腦等，以及它們

所承擔的主要功能。前腦(總裁腦)負責決策、計劃、情緒控制等高級認知功能，讓我們能夠在面對各種情

況時做出明智的選擇。顳葉與聽覺相關，使我們能夠聽懂他人的話語，表達自己的感受。頂葉則主管我們

的記憶與空間，幫助我們感知周圍的世界。這些不同的腦區相互協作，共同構成了我們複雜而神奇的大

腦。 

        我曾經看過一部影片，影片中講述了曾經有一位名叫菲尼亞斯．蓋奇（十大起死回生事件之一的主人

公）的美國鐵路工人，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一根鐵棍穿透了他的頭部。好在，蓋奇在事故後幸存了下來，

但卻意外使其前腦受傷。同時，他的性格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本溫和、有責任心的他變得衝動、易

怒、缺乏自制力。這個案例生動地說明前腦在情緒控制和決策制定方面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也印證了文

中所述的「外表是他，聲音是他，但是裡面住的人不是他了」（本書第 16 頁）。 

        在了解大腦結構的基礎上，我又更進一步認識到大腦與行為的關聯。在日常行為方面，大腦通過複雜

的神經信號傳遞，達到控制我們的一舉一動的目的。從簡單的行走、吃飯，到複雜的學習、工作，大腦都

在默默地發揮著關鍵作用。例如，當我們想要拿起一本書時，大腦會先發出指令，讓手部的肌肉完成這個

動作。在學習過程中，大腦的神經元會建立新的連接，形成新的知識和技能。與此同時，大腦也在不停的

修剪不需要的神經細胞，印證了「大腦的資源很有限，一路演化過來，它懂得用最經濟的方法去完成一件

事」。大腦強大的可塑性使得我們能夠不斷學習和進步，適應不同的環境和挑戰。 

        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璀璨的光芒瞬間划破了黑暗的視野。那是突如其來的驚喜，如同在漆黑的夜裡

中猛然望見了絢麗的煙火，瞬間點亮了我的整個世界——我看到了關於現代教育的見解，在這個瘋狂「內

捲」的現代社會中，不論是在職場或是校園生活中，「內捲」無處不在，激烈的競爭壓力讓學生們常常不

堪重負。從幼兒園開始的各種選拔和考試，使得我們過早地陷入了焦慮和緊張之中。應試教育的傾向依然

嚴重，成績往往成為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導致我們為了追求高分而死記硬背，往往缺乏對知識的真正理

解和應用能力。洪蘭教授在解讀現代教育模式的同時，也解答了導致這些現象背後常見的一些錯誤觀念：

「孩子學習不好=孩子不夠聰明」？這個錯誤觀念在眾多的影視劇上都曾上演，當影視劇中的孩子在某次

評量中考了全班倒數，孩子的父母或親朋好友就會開始上演「怎麼就生出了你這麼一個『笨小孩』」的戲

碼。小時候還真就信以為真以為學習不好就注定是「笨蛋」一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智慧是先天和後天

交互作用的結果。智慧並非固定不變，雖然我們可能無法改變大腦神經細胞連接的方式（先天性），但是

可以透過後天學習來增加神經連接的密度（後天性）使頭腦更為發達。「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智慧

並非天生鑄就，而是後天努力雕琢的璀璨寶石。 

        環境在大腦的塑造上扮演者同樣不可忽視的角色之一。早期的成長環境、教育經歷、社交互動等都會

對大腦的發育和功能產生深遠的影響。環境刺激可以促進大腦神經元的生長和連接，提高大腦的認知能

力。相反，不良的環境因素可能會對大腦的發育產生負面影響。例如，過去的家長常認為「不打不成

才」、「打了就會了」。考不好時，老師或家長馬上就會用戒尺給我們「愛的教育」，看起來這種方式很

有助於孩子的學習成績，但是長期處於這種壓力環境下，可能會導致我們的海馬迴的神經細胞會僵凍不活

化，無法吸收新知，甚至影響到我們的情緒和行為。 



 

 

        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對大腦的複雜性與神奇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它不僅是我們身體的控制中

心，更是我們思想、情感和行為的源頭。我們的每一個決定、每一種情緒、每一次行動，都離不開大腦的

參與。然而，我們對大腦的瞭解還只是冰山一角，還有許多未知的領域等待我們去探索。 

        這本書也讓我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左右，做出

一些不理智的決定。通過瞭解大腦的決策機制，我們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問題，避免被情緒和偏見所左

右。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學習方法，促進大腦的發育與功能提升。例如，保持充

足的睡眠、合理的飲食、適度的運動等，都有助於大腦的正常運作。此外，不斷地學習新知識和技能，挑

戰自己，也可以提高大腦的可塑性，讓我們更好適應不斷變化的外在環境。 

        總而言之，《大腦說明書：誰在操控大小事》是一本令我耳目一新的書籍。它不僅讓我對大腦的科學

知識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也讓我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瞭解與感悟。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將繼續努力提

升自己的大腦能力，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同時，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夠閱讀這本書，一起瞭

解大腦的神奇之處，共同為推動大腦的科學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一起揭開大腦的神秘面紗！ 

 

四、討論議題：  

•大腦結構與功能 

    大腦不同區域的功能劃分是否絕對？例如前腦負責決策等高級認知功能，那麼在特殊情況下其他腦區是

否會承擔部分類似功能？ 

•大腦與記憶 

1. 錯誤的記憶是如何產生的？ 

2. 大腦在回憶過程中是否會對記憶進行重構？ 

3. 某些人的記憶似乎更容易被遺忘，這是否與各人大腦結構差異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