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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兒童精神科醫師與心理系、流行病學、腦與心智研究所的教授，以長期的臨床工作、

及在社區學校執行從學齡前一直到成人的研究經驗，我將以心理醫療層面討論和社會安全網漏洞的

個人層面問題。社會安全事件牽涉人的部分，包括加害者、直接被害者、間接被害者(目睹事件者，

親友，以及受事件影響沒有關係的人)等等。在簡短十分鐘的論述，放在如何避免事件的發生，也

就是如何預防加害者的出現。 

加害者出現無差別殺傷人事件，經由深入研究可能可以找到先天的基因生物學或體質上的因

素，以及天生的氣質跟環境長期交互作用塑造的異常人格特質，加上後天成長過程中持續的家庭學

校的挫折，直到近期引爆的壓力或危險因子等，導致加害者出現無差別殺傷人行為，這些可能的原

因需要抽絲剝繭完整的實驗室檢查和資料收集，以及長期多面向的觀察，這也是歐美國家及日本對

於無差別殺傷人社會安全事件的加害者之處理方式，而非不探討原因即執行死刑以安慰受害者及社

會不滿人士，對於預防未來的安全事件可能並無幫助。 

要預防加害者的出現，應從父母決定準備好要有孩子及懷孕開始，母親的懷孕過程，需要處於

良好的身心狀況，研究發現，懷孕的過程的壓力及情緒障礙及物質使用，會影響孩子的腦部發展，

尤其是男孩子。稱職的父母是提供孩子正常健康快樂成長的第一步，除了父母全心全意、愛與包容、

親職技巧並非天生具有必須不停的學習，再來是每個小孩子在天生身體心智上面的發展都不一樣，

對於那些心智生理發展不同於一般正常發展的孩子，父母和幼兒保健專業工作者要有足夠的敏感

度，能早期偵測、診斷，早期介入，對於這些孩子，父母的親職技巧更需要精進。 

在我近期進行的全國兒童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的期中報告發現任何一種精神疾病的盛行率

為20-35%，此結果與國際上幾個大型的研究結果雷同。這些小孩子，不論是發展遲緩、自閉症、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有焦慮、憂鬱、畏懼害怕或衝動行為規範、情緒障礙等等，我們應加強去除疾病

汙名化，給予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以及持續由兒童期青少年期到成人期的心理精神健康的維護及

治療，以及父母因其障礙修正其教養方式，以確保其身心的正常發展。 

不論小孩子有沒有任何先天障礙，成長過程將奠定其未來對事情的判斷力和處理與適應環境壓

力的能力。一個孩子若在成長的過程沒有被愛，在身心情緒需求上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那他如何

能學會了解別人、愛別人呢? 如何有同理心去了解別人的痛苦及困難？ 



雖然家庭功能對個人成長非常重要，由於社會環境、經濟的改變和網路的發達，個人和家庭的

關係變得淡漠疏離。雖然國內已作相當多的努力和改進，工作上有育嬰假、照顧假、和留職停薪，

增加照顧、陪伴孩子的時間，增加了親子互動。但是孩子以及父母身處於不同世代面對不同的挑戰

和競爭，父母在面對種種壓力的是否有能力培養孩子的韌性，孩子的行為及價值觀在兒童期甚至青

春期來自學習父母，因此。父母的以身作則，犧牲兒童不宜的行為及娛樂是必要的，小孩就像一張

白紙會因為我們無意中放了什麼樣的顏色或染上了一些汙點而難以漂白。 

假設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沒有改變，一切以學歷為重沒有為這些孩子找到最適合的教育成長

環境的話，孩子可能充滿了挫折感，甚至產生錯誤的價值觀。更且，某些孩子若不被學校或甚至不

被家人接受，可能陷入現代父母最大的挑戰沉迷於網路世界，出現網路成癮甚至物質使用的問題，

一旦接觸非法物質或是網路成癮，心智功能下降，改變價值觀以及影響判斷力，呈現反射性、衝動、

不深思熟慮的思考、行為模式。青春期理應是自我認同、道德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因為父母忙

於工作、孩子網路成癮而造成親子的關係漸行漸遠，即使到學校卻完全沒有在聽課，跟外界隔離或

是跟大多數同學格格不入，甚至遭到排擠，增加和一群同儕討論與年齡不符的奇怪的想法和興趣，

逐漸地變成在社會上的不定時炸彈。弱勢的家庭可能因照顧者能力、知識和生活的困難，而雪上加

霜。孩子在成長過程其實會受到很多的壓力，當沒有任何人來了解他，修正某些不恰當的想法，就

有可能在挫折壓力之下，衝動不加思考甚至是在物質使用之下，做出錯誤的決策和不當行為。因此，

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互動尤其青春期及成人期，了解他們的情緒和想法，甚至偵測任何不當的思考模

式，以協助他們及早接受幫助。有情緒、行為、思考問題的孩子不一定符合特定診斷，可能影響學

校適應，在情緒或身體上霸凌他人或被霸凌，這些不利因子需要個人、家庭及學校的介入，以免隨

著年齡增長，累積更多危險因子。 

我們不可能期待個體生下來即免於身心障礙，成長過程完美順利，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反而

要適應跟許多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接受個差異人和獨特性，對於異常人格特質和精神疾病，

要去汙名化，讓他們獲得及時完整的介入和診療、和社會的支持，不可以拖延、隔離、排斥的心態，

因為我們都一起生活在同一個地球。當許多社會事件透露出社會安全網存在已久的漏洞時，我們更

需要警惕、尋找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結語:首先，對有身心困難需要尋求協助的人去汙名化，增加社會大眾的了解和接納，因為貼

標籤反而會造成更多人不願諮商接受評估和接納這些人，唯有不汙名化，接受醫療及多元文化，必

要時給予協助，這樣才能夠使這個社會沒有死角，過著身心健康的日子。營造有利於孩童成長的環

境:包括友善支持的家庭、學教及社區。在青少年階段，孩子因父母忙碌、學校課業沒有得到成就



感時，不論學校或是社區，可以針對這些還沒找到方向、不喜歡讀書的孩子、或是上課的內容不適

合他，應因材施教，活化教學內容。對於活動，在社區裡可以規畫足夠的空間，讓這些青少年可以

打球、下棋、聚會聊天等合宜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甚至形成支持團體。預防網路成癮和物質使用，

這些問題和其所造成的影響會持續甚至到成人期，導致他的情緒行為判斷能力不足，讓他們在某些

時機造成傷害或是引發社會安全的事件；對於相對弱勢的家庭，在社區或學校裡提供義務性的安親

或是照護單位，讓面對重大經濟負擔家庭的孩子也能獲得必要的照顧；妥善處理孩子從小的霸凌經

驗對成長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學校及社會所要建立的價值觀，是不僅要能夠接受不同特質的人，

對於有需要的人也能夠用開放、支持、友善的態度來面對，甚至主動幫助那些需要治療的人。助人

的部分應該要從小做起，以家庭為單位，以一個鄰里社區做地毯式的了解，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父母可以了解孩子有什麼需要特別的幫忙，家人或夫妻之間可以互了解彼此所面對的生活壓力，社

區學校提供學習成長多元資源，甚至擴展到整個社會的支持和價值觀的改變，才能向下紮根，建立

安全、穩固的社會安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