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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runer〈貧窮與童年〉的述要、 
增述與補述及其等帶來的教育反思

單文經

摘要

本文旨在為J. Bruner（1975）所撰〈貧窮與童年〉進行述要、增述與補述，

並在進行反思的同時，提出有關建議。述要部分著重在貧窮對兒童的影響、人類

發展的性質及其理論解釋，以及介入的原則三個部分之綜整；增述部分聚焦於由

貧窮概念定義的演變趨向，論及可用以協助兒童脫貧的框架之討論；補述的部分

則在舉隅說明後續之貧窮與童年關聯的研究成果：一般研究、英國貧童逆轉勝個

案研究，以及神經科學研究的發現等。本文並於進行反思的同時提出三項建議：

一、宜及早將Bruner提出的教育介入細則付諸施行；二、宜以關係為本引導貧童

形成積極的意向與態度，藉以克服物質與資源的不足而能翻轉人生；三、宜將隨

機控制試驗或大腦生理學的量測措施納入教育介入方案。文末並於總結本文大要

的同時，敘述對未來研究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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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oints, Addenda,  
and Supplements to J. Bruner’s “Poverty 

and Childhood” and the Educational 
Reflections They Brought

Wen-Jing Shan

A b s t r a c 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ummarize, add to, and supplement J. Bruner’s 

(1975) paper “Poverty and Childhood”,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reflection. The main points section focuses on a synthesis of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children, the nature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ies designed for explain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tervention; the addenda section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ary 

trend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verty and discusses the frameworks that can be 

used to help children out of poverty; the supplement section provides examples of 

subsequent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nd childhood: 

general research, case studies on the reversal of child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euroscientific research finding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hre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reflection: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Bruner’s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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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ositive intentions and attitudes through relationship-based approaches 

to overcome material and resource deficits, and tha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r 

measures of brain physiolog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epitomizing the main points of the paper and 

describing some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J. Bruner, neuroscience research,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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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問題背景

近年，教育界為回應政府將消除貧窮列為永續發展的首要目標，屢有「翻

轉貧窮靠教育」（鄭志凱，2017）或「教育是脫離貧窮唯一的機會」（洪蘭，

2019，頁181）之呼籲，更見「解決這一代貧窮靠救濟，解決下一代貧窮則要靠

教育」（社企流，2018）的期許。

然普遍皆同意，以脫貧為主旨的教育措施應起自童年，且愈早開始愈佳。

1960年代中期，J. Bruner（1915-2016）協助美國聯邦政府推動名為「及早開始」

（Head Start）的方案，即著眼於此；Bruner（2006）自陳，撰寫〈貧窮與童年〉

（以下簡稱〈貧〉）一文即與該方案有關。

Bruner（1975）於〈貧〉文中，從認知、語言和社會互動等層面多方舉證

說明，兒童的言行舉止乃至人格發展多在三歲時即具雛型。他並以B. S. Bloom

於1964年出版的專著《人類特性的穩定與變化》（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uman 
Characteristics）為據，說明：「成人智力成就的差異中，很大部分變數可以兒
童五歲入學之始的表現解釋之」（p. 31）。另外，與Bruner生前素有學術往來的

Tomasello（2019）亦申明，人類的認知（社會認知、溝通、文化學習及合作思

維）或群性（協作、親和、社會規範及道德認同）各層面的發展，皆是在九個月

大時即有與非人類靈長目動物不同之發展；三歲前，兒童多方接受成人的照顧與

注意，三歲後則參與來自成人教導為主的文化學習，加上來自同儕協調互動的社

會學習，以迄六歲，兒童的言行思考即逐漸符合社會與文化的要求，朝著成為合

理性與負責任的人之方向發展。

本文即是在上述背景下寫成，以便闡釋若欲消除貧窮應當自童年及早開始的

有關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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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性

（一）本文選題具有獨特性
經多方文獻搜尋，筆者確認臺灣學術界確有專文論述貧窮與教育的關係（如

沈姍姍，2006；張芳全，2005），亦有以貧窮現象為題的專書（如蔡明璋，

1996）或博士學位論文（如黃上豪，2021；蕭琮琦，2013），更有探討童年貧窮

問題的研究計畫（如薛承泰，2004；謝志龍，2018）或專文（如呂朝賢，2010；

薛承泰，2008），然而，似未見以童年貧窮與教育問題為題撰文者，遑論以

〈貧〉文為對象，進行述要、增述與補述為主旨的論文。本此，選題具有獨特性

可謂本研究的第一項重要性。

（二）〈貧〉文為重要學者撰成的重要論文
Bruner作為一位重要學者，或可以當今美國教育名家Gardner1（2007, p. xi）

的評論佐證之：「作為發展心理學家，Bruner在教育圈的影響力堪比Piaget及

Vygotsky；作為哲學家與理論家，其著述堪比Dewey」。

Bruner（1975, p. 31）所撰之〈貧〉文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當時學界對

於包括照養在內的兒童教育，特別是童年對於後來的「智慧能力」（intellectual 

competence）有著什麼樣的形成型影響，乃至人們應如何以較適切的做法運用

這些影響，幾乎沒有足夠的系統知識。尤為可貴的是，該文聚焦在社會和文

化背景對於教育做法之影響，並進而探討這些教育做法對兒童「智慧機能」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的影響。同時，〈貧〉文又在此一大範圍內把論述重

點做出進一步的限縮，集中處理「貧窮和剝奪」（poverty and dispossession）這

方面的影響。

職是，評析〈貧〉這篇由Bruner於半世紀前寫成的重要論文，應能為當今探

討貧窮與童年有關的教育問題，帶來歷久彌新的啟發作用，此是為本文第二項重

要性。

1  H. Gardner（1943-）曾參與Bruner領導的MACOS（Man: A Course of Study）社會科課程
編製團隊，並在Bruner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後入職Bruner擔任主任的認知科學研究中
心，更與Bruner在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成為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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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於針對〈貧〉文進行述要後，確認其有兩項可以後續

有關研究做綜述增加與補充之處
1. 該文重點似為貧窮對兒童的影響，而未詳述貧窮的定義。然學界在這方面

業已積累相當多的文獻，可做適當的增述。2

2. 該文對於貧窮與童年的關聯已多所論述，然畢竟問世已逾五十餘載，可資

參酌的有關文獻不少，可做適切的補述。

以後續有關研究針對〈貧〉文加以增加與補充，是為本文第三項重要性。

三、態度

探討童年貧窮的教育問題，理當特別關注處於貧窮狀況之兒童個人的教育，

凡與其教育有關的事項，皆宜以兒童為中心，「樂觀」以對之；樂觀是因持有

消除貧窮應當及早自童年開始的信念，相信點滴積累、徐徐圖之，終必有成的道

理。

相對於「樂觀」是進步的動力與帶領向前發展的要因，「謹慎」則是克制的

工夫，防範樂觀的無限上綱，不致游移於現實而不求長進。蓋嬰幼兒、已入學

的兒童與少年，甚至是青年早期，都還不一定能自立，因而必須「謹慎」思慮家

庭及外在社會結構的影響，多方掌握有利的主、客觀條件，協助其強化認知、信

念、意志、態度與能力，並配合家庭與社會條件的整體提升，方可能帶領其等向

上流動而脫離困境。

總而言之，貧窮問題千頭萬緒，複雜難解，唯有以謹慎樂觀的態度面對，方

有理出頭緒的可能。筆者即是以此態度寫作本文。

2  〈貧〉文至少有四個文字大同小異的版本。蓋Bruner於1970年，在美國時即起意撰寫
該文，但因故在倫敦旅途中方才寫成；同年，他在哈佛大學發表Inglis Lecture講演，
並在底特律受頒Merrill-Palmer Institute的年度獎項時再講一次，且出版單行本。1971
年，Bruner將該文收入《教育的關聯性》（The Relevance of Education）文集。1975年，
Bruner則將該文交由當時服務的牛津大學，發表於《牛津教育評論》（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創刊號。最後，該文於2006年再收入《Bruner教育論著自選集》（《自選
集》）第一卷。又，Bruner於1972-1980年任職於牛津大學。另外，為方便讀者自網站下
載審閱，筆者引用的是1975年版本（參見https://www.jstor.org/stable/104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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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法

本文係以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游美惠，2000）為方法。所謂文本

分析，是將文本加以拆解，觀察其部分之間是如何整合在一起，以掌握各個部分

之間的關聯，並從中理解文本的真義。由於本文涉及Bruner（1975）〈貧〉文、

增述的多個文本，乃至補述的多個文本，因而還特別注意到講究多個文本之間相

互關聯的互為文本性（intertextuality）。

筆者在此一前提下，以上述有關文獻中經過精選而得的文本為對象，一方面

進行批判性質的分析，指出其長處、揭示其不足，另一方面進行統整性質的綜

合，掌握其大端、總括其要義。同時，切實遵行著眼於「整體與部分之間往復來

回的雙向進展」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Bruner, 1996, p. 122）原

理，於深思文本細部要點的同時，掌握文本整體的要旨。

將「文本分析」與「互為文本性」二者應用到本文的撰寫，即是除了就

Bruner的〈貧〉文、各個增述的文本，乃至各個補述的文本進行分析，掌握其文

本內各部分之間的關聯，從中理解文本的真諦，並就這三者之間相互關聯的情

況，闡明其等所呈現的意義。

另須說明，本文的反思與建議部分，係筆者以閱讀〈貧〉文及有關文獻時所

獲心得與啟示為據，配合旨在述要、增述、補述的主幹三節之精華撰寫而成。

五、架構

本節前言之後，先是主幹三節，第伍節為反思與建議，末了，殿以結論與未

來研究的期許，共為六節。

貳、Bruner〈貧窮與童年〉述要

一、Bruner論貧窮對兒童的影響

茲以三點分述Bruner〈貧〉文針對貧窮對兒童之影響所做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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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尋求目標和解決問題
1. 兒童早即有尋求目標和解決問題的意向

Bruner（1975）以若干嬰幼兒為對象的研究，佐證兒童早即有尋求目標和解

決問題的意向。其中一項是讓初生四至六週的嬰兒，用預設的速度吸吮一個特製

的橡皮乳頭，以控制一幅動態畫面的焦距。Bruner（1975, p. 34）說：

嬰兒會對其吸吮產生的後果，立即做出適當的反應⋯⋯一旦吸吮的後果

發生變化，嬰兒的反應模式就會突然而適當地發生轉變。⋯⋯當圖片未

對好焦距時，嬰兒會將目光從圖片上移開，在吸吮致使「失焦」的情況

下，嬰兒會吸吮，在吸吮致使「聚焦」的情況下，就會暫停。

Bruner（1975）因而指稱，兒童自幼即有以「意向」（intention）（p. 34）控制

自己行動的能力，並因而有「行動意圖和行動後果相聯合」（p. 35）的體驗，進

而認識因與果，或目的與手段的關聯。

2. 貧富兒童在這方面的表現會因母親或照顧者做法不同而有異 

Bruner（1975, p. 35）引用Greenfield3於1969年發表的文字明示：

照顧者為兒童設定的目標，以及這些目標與兒童可用手段之間的關係，

是決定早期成長階段認知發展的速度和豐富程度的關鍵因素。若某位母

親以其命運悉由外部力量控制，因而無法掌握實現目標的必要手段，這

對兒童意味著什麼呢？

本此，我們可自Bruner（1975）所述及的十數項研究，針對經濟優勢的母親或照

顧者，在輔導兒童尋求目標和解決問題的做法上，所出現與經濟劣勢者的關鍵差

異，歸納如下七點：

（1）較注意兒童目標導向行動的順遂進行，確認其不至於無故停止；即使

兒童碰到困難，亦會設法引導兒童盡力克服，而不輕易放棄。

3  Patricia Marks Greenfield（1940-）。Greenfield為Bruner所指導的博士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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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以提問的方式，協助兒童組織所面對的任務，盡量讓兒童自行發現

達成目標的手段。

（3）較允許兒童設定自己的行動步調，進而做出自己的決定。

（4）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介入的次數較少，讓兒童自主嘗試的機會較

多；即使介入，也多不直接干涉，而是間接給予指引或暗示。

（5）輔導兒童時，傾向於針對任務的整體結構做出指點，而非陷入任務的

細節，顧小失大。

（6）總是以身作則，設法保持積極、溫暖、支持的態度，多方提供成功的

機會，以便為兒童提供適當的角色楷模。

（7）對兒童成功行動的回應或鼓勵，多於對其錯誤嘗試的吹毛求疵，更少

加以叱責；母親或照顧者會設法維繫兒童嘗試成功的意向，以便增加其成功的機

會，即使失敗，也會協助其檢討原因，重新接受挑戰。

3. 貧窮透過劣勢環境加大對兒童在這方面的負面影響

Bruner（1975, p. 36）指出，在我們所討論的影響中還有一項加乘的因素，

亦即都市化造成的劣勢環境對兒童的影響。在Bruner看來，「貧窮透過所產生

的無力（powerlessness）感，改變了受影響者尋求目標和問題解決的意向與能

力」，不論這些無力感發生於蕭條的倫敦工人階級區、移民到以色列的庫德族區

中、抑或黑人聚居區等，都是一樣的。

Bruner（1975）並以若干研究為據指出，一旦這些家庭搬遷到城市裡，這類

負面的影響就會放大，甚至造成惡性循環，使得母親與子女一同陷入困境；母親

因而變得更加暴躁，更趨消極，凡事只求安穩，絕不鼓勵子女冒險。質言之，都

市的劣勢環境限制了兒童的出路，也降低了母親對子女能力的信心。

（二）語言與貧窮
1. 兒童語言使用的貧富差異起始甚早

Bruner（1975, p. 37）以一些研究為據指出，此一現象可由母親與四到五歲

兒童互動時，所使用的語言和指導方式看出端倪：中產階級的母親傾向於讓兒童

按照自己的節奏工作，並提供許多關於如何尋找問題解決方案的「一般結構性建

議」，且會於給予正向回饋時，提點可類推到未來問題解決情況的學習策略；相

比之下，下層階級的母親則常以非語言行為干擾兒童，因而剝奪兒童自己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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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機會，且所做建議雖具體卻失諸瑣碎，更「未強調具有可舉一反三的解決問

題策略，也很少要求兒童回答」。

Bruner（1975）又歸納了中產與下層階級的母親在提問及溝通方式的不同：

提問時，前者多為詢問式，後者則多為指示性和命令性模式；溝通時，前者多採

取以任務為導向，提供資訊和分析的認知—理性模式，而後者則多採取發出命令

和評估的命令—規範模式，且多採取著眼於母親自己好惡為主旨的個人—主觀模

式。Bruner（1975, p. 37）本此指出：「語言使用在年幼時期，確實有著貧富階

級的差異」。

2. 貧童分析與綜合能力俱差

在Bruner（1975, p. 37）看來，上述語言使用的階級差異，進一步使貧童在

分析與綜合能力兩方面表現都較差。當然，其中的關鍵係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所

受來自作為主要照顧者的母親之影響。蓋弱勢兒童的母親在使用語言時，最缺乏

的是分析和綜合的能力，亦即她們「既不善於剖析任務中相應的特徵，也不長於

針對事理聯繫與因果關係進行適當的重新組合」。

為說明此類情況，Bruner（1975）提及一項以階級背景不同的三歲兒童為對

象的研究；這些兒童的智商相當，他們的言語輸出量也大致相同。該研究記錄親

長與兒童在自然情境下（家中或托兒所）的言談後發現，即使在三歲這個年齡，

中產階級兒童針對他們生活周遭環境特徵所做的言談，也顯然較為豐富，且他 

們較多談及各個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像是這個男孩踢球，結果把窗子打破

了）。

Bruner（1975）進而據以指出，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有一個年幼時期就開

始的「差異化過程」（p. 37），即中產階級的兒童會朝著使用語言分析和綜合的

方向發展，而下層階級的兒童則可能朝著其他方面發展，例如，「常用情感式語

言，較少歸類的能力，且在面對事物和情況時，都非常具體而直接」（p. 38）。

Bruner（1975）還以另外一些研究指出，中產階級兒童多以不確定性的方

式，例如「可能是⋯⋯」和「或許是⋯⋯」（p. 37）表達對事理的看法，而較少

做斷語，顯示中產階級兒童較「不輕易做出承諾」（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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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貧童的詞彙量較少

Bruner（1975）以探討教育機會均等議題馳名的J. Coleman（1926-1995）4及

其團隊合作發表的研究報告為據指出，兒童在智力測驗中的詞彙分測驗得分與學

校整體品質的相關係數，高於這些詞彙得分與他們在算術和閱讀等科目成績的相

關係數。Bruner因而認為，由此或可推知，因為貧童所就讀的學校品質較差，他

們的詞彙量也相對較少。相反地，中產階級兒童所就讀的學校品質較佳，他們的

詞彙量也相對較多。

另外，Bruner（1975, p. 38）引用一位研究者的說法：「詞彙量的多寡與個

人擁有的知識量，二者不能分開」指出，貧童父母整體的知識量較少，他們的詞

彙量也相對較少。相反地，中產階級兒童父母整體的知識量較多，他們的詞彙量

也相對較多。

4. 貧童的語言使用較少去中心化及去脈絡化

依Bruner（1975）之說，「去中心化」（decentration）（p. 39）是指，在分

析或綜合事理時，不只從個人或局部的角度著眼，而能持有整體或全面的觀點，

論理行事。「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p. 40）則是指思考言行時，能

超脫人、事、時、地、物之立即而直接的背景或脈絡，採取較長遠、較寬廣、較

恆久的立場看待一切事理。此二者有著密切的關聯，實為一體的兩面。

Bruner（1975, p. 41）以若干研究為據指出，貧童的語言使用呈現較少去中

心化及去脈絡化的情況：他們「多以隱喻方式表達情感，少做正式分析；較多敘

事，少做因果推論，亦少依據通則說理」。他們較多注意到局部的事項，並且常

與親密關係有關的事務聯繫在一起；所關注的較多為具體而熟悉的事項，而非一

般性的事務；「較多做的是針對已知事務的尋找（finding），而非針對未知事務

的探究（seeking）」。

（三）社會互動
1. 兒童行為模式藉由與人社會互動而習得

在Bruner（1975）看來，社會互動的方式若不計只能由兒童被動接受親長

4  Coleman研究團隊於1966年所完成的《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報告，影響後世有關的學理研究與實務推動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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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的單純「傳遞」（transmission）（p. 41），則觀察與模仿（observation-

and-imitation），尤其是「遊戲中的觀察和模仿性融入（observation and imitative 

incorporation in play）」，更是兒童常用的社會互動方式。Bruner還舉了一些有

關兒童語言習得的研究指出，兒童並非從「觀察和模仿中複製具體的行為模式」

（p. 42），而是在發展關於如何行為的一般規則，從這些規則中可以適當地推導

或解釋各種具體行為。

依Bruner（1975）之見，藉由與人和社會互動而習得的，除行為的一般規

則，更重要的是語言習得，這不僅包括學習「語言規則⋯⋯還有⋯⋯『關於規則

的規則』以及關於思維方式和說話方式的規則」（p. 42），甚至還會學到一些在

言行舉止的「階級模式」（class patterns）（p. 42）以及「階級模式規則」。

2. 貧富兒童與人互動的做法不盡相同

Bruner（1975, p. 41）以若干研究結果指出，兒童「在向成人尋求幫助，或

在成人面前表現出懷疑等做法時，也有階級差異」。考察箇中緣由，Bruner以前

文曾述及的現象—亦即中產階級的母親對兒童成功行動的回應或鼓勵，多於對

其錯誤嘗試的吹毛求疵—指出：「這樣一項簡單的因素，就造成此一做法的持

續傳遞」。

二、Bruner論人類發展的性質及其理論解釋

Bruner（1975）之所以在〈貧〉文專設文化與發展理論一節，是因為他既然

已集中討論童年貧窮造成的影響，就表示他具有如下的信念：兒童的養與教確實

有必要，因為人們一定會有辦法「改變」貧窮為人們帶來的影響。質言之，為確

實理解這種「改變」的可能性，就必須探討人類發展的性質和解釋其理論。

依Bruner（1975, p. 43）之見，關於人類發展的性質有兩種說法：（一）人

類發展「不受脈絡影響」（context-free），而自有其不變的軌跡可循；（二）

人類發展「深受脈絡影響」（context-sensitive），總是隨著所在環境而有多樣變

異，無不變路線可言。前者為普遍觀，後者為多樣觀。

Bruner（1975, p. 43）認為兩者各有長短：前者長於試圖「尋找普遍的心智

結構」，卻短於其為「內在的反文化主義」（intrinsic anticulturalism），讓文化

或教育活動在心智的發展一事上，無處著力；後者則失諸「過於重視個人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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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而忽視成長的普遍性」，但卻得之於「敏於覺察人類困境的性質，且相信

文化可以有所作為，進而改變此類困境」。

由Bruner（1975, p. 43）的行文中，可看出他認為「人們應同時注意到普遍

性和多樣性」，唯有如此，方能完整理解人類發展的性質，進而掌握改變貧窮為

人們帶來的負面影響之要領。

三、Bruner論介入的原則

〈貧〉文的最後一部分以「論介入」（On Intervention）（Bruner, 1975, p. 

43）為名，兼論介入的原則與細則。惟筆者將細則留在本文第伍節說明，此處先

專論介入的原則，並分就一項一般原則及五項具體原則的內容，簡述如下。

（一）一般原則
社區的主動精神是促使父母和照顧者為他們的孩子做某些事情的重要原則。

（二）具體原則
1. 無論何種方案，兒童的日常照顧者都會對兒童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介

入方案必須將母親視為重要力量，必須與她們共同努力，而非只是為她們提供補

償。

2. 成長涉及日常能力的小規模、階梯式的漸進習得。雖然發展理論著眼於巨

幅的向前飛躍，但是，針對平常發生的挫折或鼓勵，日積月累地妥善對待，才是

進步或退步的關鍵所在。

3. 對認知發展有巨大貢獻的，並非表面所見傳統意義上的認知因素。相反

地，它們是一些擴散的情感因素：信心、控管自己環境的能力、對未來的希望

等。這些因素日積月累地運作，時時反映著照顧者的心情。

4. 現在人們普遍同意，若只是「讓兒童充實所學」，反而會將兒童置於被動

消費者的地位。眾多研究顯示，若真想讓兒童受益，就必須幫助他們自己，讓他

們始終在自己的活化（activation）上運作。必須加以培養和支持的，正是這種活

化的作用。

5. 同樣也是非常實際的，那就是，似乎有多種不同的做法會在介入方案中取

得成功—前提是，它們必須真能為母親和兒童提供機會，讓他們開展對他們來

說具有某種結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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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節首先綜述Bruner針對尋求目標和解決問題、語言及社會互動等三方面，

就貧窮對兒童的影響所做的說明。該綜述確認三項事實：（一）貧窮對兒童在這

三方面的表現，皆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二）這類負面影響起始甚早；

（三）父母或照顧者，特別是母親，在這類負面影響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其次，如何「改變」這類負面影響，甚為重要。為確實理解這種「改變」的

可能性，就必須探討人類發展的性質並解釋其理論。本節確認Bruner認為脈絡對

於人類發展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採取任何「改變」負面影響的做法，皆

需顧及這些影響的脈絡因素。

再次，本節簡述Bruner就進行此一「改變」而採取的介入做法之一般與具體

原則。以下將分兩節，陳述為〈貧〉文增補的內容要項。

參、增述：由貧窮概念定義的演變趨向論 
及可用以協助兒童脫貧的框架

一、貧窮概念定義的演變趨向

（一）由無到有
「有人類以來就有窮人」（林明仁，2023，頁II），這話一點都不假。也同

樣真確的是，人人都不希望自己是個窮人，期盼著過上像樣的生活，絕不願一輩

子困頓潦倒。

中西先賢對比貧富，較早且最為人知者當為管仲所言：「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Aristotle則說：「若社會都是窮人，

民主將會『迅速毀滅』。蓋因窮人會據財富為己有，卻不知如何營運經濟」

（Glassman, 2021, p. 87）。然而，視貧富為研究課題者，當以C. Booth（1940-

1916）較早；Booth自1860年代，即以倫敦工人的訪查結果為據，系列探討貧窮

生活的狀況，於1889年至1902年間出版了17本專書。

不過，Booth是否為貧窮概念做出明確的定義，似有爭議（Mabughi & Se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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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Spicker, 1990）。然而，後人認為，B. S. Rowntree（1971-1954）於1899

年、1935年及1951年，以約克市的工薪階層作為對象所進行的三度訪查研究，確

實對貧窮做出較清晰的定義。該一由無到有的貧窮定義，更成為日後學者持續探

討與修正的張本。至於Rowntree究竟如何定義貧窮，請見下文。

（二）由絕對到相對貧窮
Rowntree（1908）在1899年首次訪查，為達成「對（英格蘭）諸多省城工薪

階層的生活狀況，特別是針對貧窮問題，提出一些看法」（p. vii）之目的，其

設定的「生活標準」及「貧窮線」之調查，皆是以「維持單純的身體效率」（p. 

x.）著眼，「除家庭收入外，（並）得出維持各種規模的家庭，處於身體效率狀

態所需的最低金額」（p. xi）。

Rowntree（1908）所調查的項目包括約克市每一個工薪家庭之「住房、職業

和收入的資訊及孩子的數量和年齡」（p. ix），以確實「計算維持單純身體健康

所需食物、房租、衣服等的最低必要開支」（p. xiv）。然而，Rowntree在設定

生活標準及貧窮線時，並「不考慮人性中道德和社會方面發展所需的開支」（p. 

87）。

Townsend（1962）指出：「Rowntree的定義在本世紀的系列調查中受到廣

泛遵循」（p. 211），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引入英國「社會保障計畫下的福利費

率⋯⋯國家保險福利和援助津貼的支付金額」大多皆建立於Rowntree的研究成果

之上。然而，Townsend於多方評論此一做法缺失的同時，指陳Rowntree所建立

的「乃是一套任意專斷的或因襲傳統的標準」（p. 216），根本是難以適用於許

多不同狀況下之「絕對的」（p. 219）做法，因而建議「有必要採取新的取徑」

（pp. 218-219），因為「貧窮是個動態而非靜態的概念」。Townsend提出「相對

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pp. 224-225）為本的貧窮定義，並明示：

我們的一般理論應該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個人和家庭的資源若是嚴重

低於他們所在社區的平均個人或家庭所掌握的資源，無論其為地方、國

家抑或國際社區，就都處於貧窮狀態。（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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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只顧物質層面轉變為兼顧非物質層面
1. 提出絕對貧窮定義的Rowntree，後來轉而兼顧非物質層面

Rowntree（1936）在1935年第二次訪查的報告書中，專設第13章探討受訪家

庭〈閒暇時間的活動〉，包括各種會所及其他社交活動、室內外主動參與或被動

觀賞的運動賽事、閱聽書報廣播、參與合唱音樂舞蹈活動⋯⋯等。顯見Rowntree

在貧窮定義一事上，已由近40年前（1899年）的第一次訪查只顧物質生活，轉為

兼顧非物質生活的方向。

2. 提出相對貧窮定義的Townsend，兼顧非物質層面為理所當然

Townsend（1962, p. 218）主張，調查受訪家庭的生活狀況，除兼顧物質層面

的身體效率，還應該兼顧非物質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層面，方能完整掌握對於

貧窮定義的瞭解。

3.  提出相對剝奪定義的W. G. Runciman（1934-2020），兼顧非物質層面亦理所 

當然

繼Rowntree及Townsend之後，Runciman（1966）在書中專設第二章〈相對剝

奪與參照團體〉，論及：

相對剝奪應始終被理解為一種受到剝奪的感受；受到「相對剝奪」的人

不一定是遭致「客觀上」的剝奪，明顯缺乏某些東西的、較通常意義上

的剝奪⋯⋯而是指，與想像中其他一些個人或團體的情況進行比較。這

個人或團體是參考團體，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比較團體。（pp. 11-12）

為完整理解人們的相對剝奪感，Runciman在問卷中，不單請教受調查者：你

認為別人買得起「電視、汽車、冰箱、洗衣機、電唱機、中央空調嗎？」（p. 

303），還提問：你認為別人能負擔得起「為太太買毛皮大衣、出國渡假、家中

設有客房、搭火車頭等艙、送孩子讀私立學校嗎？」。

是知，在Runciman心目中，兼顧物質與非物質生活的層面，方能較妥切地

掌握人們的相對剝奪感，亦才能充分理解人們的貧窮狀況。

4. 以排除看待貧窮的Lenoir及有關機構，特重非物質生活的社會層面

首先將排除一詞用在社會事業之學理著作與實務推動的，是著有《法國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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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是受排除者》（Les Exclus: un Français sur dix, 1974）一書的R. Lenoir

（1927-2017）。Lenoir（1989, p. 9）於該書第四版〈長序〉中自述，其因該書而

受總統V. G. Giscard（1926-2020）委以「在1974年到1978年的四年時間裡」推動

「與家庭、兒童、老人、殘疾人、社會援助和社會工作有關政策」。

後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與歐盟（European Union, EU）的研究人員倡

議下，社會排除一詞漸漸進入貧窮與剝奪等的語境之中（Giddens, 1998; Silver, 

2019）。一般而言，貧窮與剝奪二詞所關注者較多聚焦於個人與家庭，而社會排

除則較側重在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的動態；相較之下，社會排除

所涉及的範圍較為寬廣（Kim et al., 2013; Mabughi & Selim, 2006）。

5.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1）能力為本的多層面貧窮概念亦採取兩者兼重的定義

或許受到長期以來Sen（1980,  1981,  1983,  1985,  1987）所倡議以能

力（capab i l i t i e s）為本的多層面貧窮概念，以及協助人們維護「權益」

（entitlements），進而獲致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自由，方有機會求得發展，

因而達到脫貧的目標等說之影響，OECD（2001）公告的《開發援助委員會脫

貧準則》（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Guidelines of Poverty Reduction）

中，為貧窮概念所下的定義即涵蓋經濟、全人、政治、社會—文化、保障等五

項能力，復加性別與環境兩項永續發展要因的掌握而形成「貧窮與幸福（well-

being）的互動面向」。茲以兩點分述之。

（1）五項能力

經濟能力著眼於人們維繫合理的消費、一定的收入以及資產運用的做法；全

人能力著眼於人們保持良好的健康、接受適當的教育以及獲致豐富營養的做法；

政治能力著眼於人們擁有應予的權利、發揮適度的影響以及享受充分自由的做

法；社會文化能力著眼於人們具有適切的地位，以及不容侵犯之尊嚴的做法；保

障能力著眼於人們之身心安全受到衛護，以盡量避免受到傷害的做法。

（2）兩項要因

OECD（2001, p. 40）指出，貧窮與性別及環境這兩項要因是「可持續發展

中相互加強、相互補充，且相互交叉的方面」。聯合國2015年發表《翻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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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將脫貧列為17項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之首，並將性別平等列為第

五項；至於環境雖未單列一項，卻融入其他各項之中，成為達成全部核心目標不

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二、 由理解童年貧窮的三面向框架到可用以協助兒童脫貧的多面
向框架

（一）理解童年貧窮的三面向框架
1. 筆者論及Bessell三面向框架的緣由

這固然是因為筆者於閱讀文獻時，對此說印象深刻，更因為於本文行文過程

中，這些與貧窮或脫貧有關的重要語詞，漸漸且不只一次地頻繁出現在本節第一

小節的第（三）項中：先是「物質」與「非物質」並列，後則於「非物質」中依

次見到「機會」與「關係」的文字。然而，更重要的是，Bessell（2021, p. 543）

自陳，該框架下的童年貧窮具有「兒童驅動」（child-driven, p. 1）或「兒童聚

焦」（child-focused, p. 2）或「兒童中心」（child-centered, pp. 1, 6, 7, 9, 10, 12）

等特質，值得參考。

2. Bessell提出此一框架的主要考慮

此乃因Bessell（2021）慮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第一項核心目標「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中的第二項具體目標，

亦即到2030年，所有年齡層的男女老少應按照國家定義的貧窮人口比例，至少減

少一半這件事，顯然已將協助兒童脫貧列為一項要務。然而，過去與貧窮有關的

討論及所參照的框架，特別是思考貧窮問題的做法（包括測量方法在內）皆係以

成人為考量，因而有必要「專門為童年貧窮，量身訂作一套有別於成人貧窮的定

義」（p. 5），以便推動適宜的配套措施。

3. 筆者對該框架的評論

Bessell（2021）在該論文以大約五分之一的篇幅，本其實徵研究的經驗敘述

物質貧窮、機會貧窮與關係貧窮三者的一般狀況為基礎，以內含「物質：金錢與

物資不夠，因而無法滿足各項基本的需求」、「機會：重重障礙攔阻，因而妨害

參與能增進學習與包容的各項活動」及「關係：結構因素作梗，因而削弱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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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作用的各種關係」（p. 14）等文字的三個圓圈，以圖示及文字說明三者的意

義。

Bessell所做說明相當簡要，確有失諸寬鬆與簡略之虞，惟正因如此而具有讓

人們藉由其他框架補足引申的必要。筆者以下簡介的另一種框架，即在做此嘗

試。

（二）協助兒童脫貧的多面向框架
1. 筆者論及Payne協助兒童脫貧的多面向框架之緣由

Payne（2019） 5以約300頁的篇幅做成《理解貧窮的一種框架》（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overty）一書，雖然從書名既未見童年貧窮又未見
脫貧等字眼，但此一框架卻實實在在地以積極樂觀的立場，希望結合各方人士，

包括貧童本身，運用各種資源，以便建立一套協助兒童脫貧的做法。

此一做法之建立，有著「顛覆我們傳統」（唐淑華，2011，頁195）的特

徵，因為它放棄了過去將出身自貧窮家庭的兒童視為必須彌補、卻又難以去除的

「缺陷」之說法，而採取了大家共襄盛舉、協同合作、針對「差異」、點滴「累

加」、漸具成效的做法。

2. Payne（2019）多面向框架的內容大要

《理解貧窮的一種框架》除了包括舊版（Payne, 1995）原有的財務（擁有

足夠運用的金錢）、情緒（具有正向管理情緒的能力）、心智／認知（mental/

cognitive，具有基本的讀寫算與思考）的能力、性靈（spiritual，擁有超越世俗的

精神意義與價值）、身體（健康的身體與自主的行動能力）、支持系統（能獲得

朋友與家人及各方的協助）、關係／角色楷模（與長者維持良好關係，並能向這

些角色楷模學習）、潛規則（hidden rules，與在言行舉止等各方面必須遵循的潛

規則有關）的知識八項外，另增加語言／正式用語（language/formal register，以

正式體的語言與人交流及學習）的能力一項，共九項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Payne（2019）將貧窮分為「世代型」（generational）與

「情境型」（situational）二類，並提醒負有教育輔導責任的師長，因疾病、失

5  該書初版於1995年，2019年修訂第六版；唐淑華（2011）所撰書評係依據2005年出版的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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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離婚等偶發事故而短期喪失資源造成的「情境型貧窮」固須設法照應，而自

父、祖，即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的「世代型貧窮」所造成貧童持有之「社會『欠我

的』」（society “owes me a living”）（p. 61）想法，更應妥予理解與應對，進而

協助其等適度加以調整。

3. 筆者對該框架的評論

此一多面向框架涵蓋的要項完整，面面俱到，恰可與點到為止的Bessell

（2021）的三面向框架相輔相成，互為支援，同展枝葉，共見成果。若將二者加

以對照，當會發現物質、機會與關係三面向，實則貫串於九項資源所構成的九面

向之中，於是，三面向的內涵固得以擴大，而九面向亦以三面向作為基底而更紮

實。

另外，Payne（2019）指出，貧童習以為常地總是以別人欠我的這項「主要

態度」（prevailing attitude）（p. 61）對待自己和周圍的人事物，而這正是造成

他們無法擺脫世代貧窮，陷於逆境難以自拔的主因。因此，Payne提醒負有教育

與輔導責任的師長，應想方設法減少這種態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予以改

變。下文會將這一點融入第伍節的反思與建議之中，特別強調以此為基礎而建立

樂觀積極向上的態度，乃是脫貧教育的重中之重。

三、小結

本節先確認貧窮概念定義的演變，係本著由無到有、由絕對到相對貧窮，

乃至由只顧物質層面轉變為兼顧非物質層面等趨向，逐步發展。筆者並自陳，

於撰寫此一演變發展的過程中，體會到Bessell（2021）自物質、機會與關係等

三個面向，建立理解兒童貧窮之框架的重要性。本此，筆者進而特別說明Payne

（2019）協助兒童脫貧的多面向框架之緣由與內容大要。

由貧窮概念定義演變的探討，筆者確認以兒童為著眼點看待貧窮概念的必要

性；繼而由此出發，於探討協助兒童脫貧的框架時指出，我們應以多面向的思慮

為要，方能更周延地掌握貧窮與童年的關聯，並進而以完整計畫的施行，真正協

助兒童脫貧。

在與童年貧窮有所關聯的概念和框架討論的基礎之上，且讓我們在下一節舉

隅說明貧窮與童年關聯的後續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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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述：後續之貧窮與童年關聯的 
研究發現舉隅

一、一般研究發現

（一）貧童成長環境的特徵
茲以Evans（2004, p. 88）於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機關刊物《美國心理學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以〈童年
貧窮的環境〉（The Environment of Childhood Poverty）為據，簡述此種環境的特

徵：

1. 貧童的家庭常見紛爭、暴力，因而呈現紊亂不安。

2. 貧童父母較不關心其生活，管教專制，以致家庭顯得不溫暖。

3. 貧童家庭親子共讀的次數相對較少，看電視的次數較多，接觸書籍和電腦

的機會較少。

4. 貧童的父母較少參與其學校活動。

5. 貧童接觸的空氣和飲水受到較多汙染。

6. 貧童的住家較擁擠且較嘈雜，品質也較低。

7. 貧童住家社區的市政服務品質較低，治安較差，各項設施簡陋失修。

8. 貧童入讀的學校或日間照顧品質較為低劣。

另外，Berliner（2009, p. 8）在一篇討論影響貧童成長的論文中所提及的

「出生體重較輕，加上兒童所受到的非遺傳性之產前影響」，亦可視為貧童成長

環境的考慮要項。

Evans（2004, p. 77）在其論文摘要之末，語重心長地指出：「類此多種環境

風險的積累，而非僅是單一的風險暴露，可能是導致童年貧窮的特有病原」。

（二）童年貧窮與後續表現的關聯
1. 童年貧窮與後續生產力的關聯

茲以Hill與Sandfort（1995, p. 100）在概覽有關文獻後，所繪童年貧窮與後來

能力的相互關聯圖（如圖1）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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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圖共有六個方塊：上排三個分別描述兒童期貧窮的指標、兒童期的成長與

發展、成年期的生產力；中間二個，一為不利於兒童發展的環境，另一為教育的

指標；左下為干擾因子。茲分述其大要如下：

首先，該圖以三種指標表示兒童處於貧窮家庭：父母為低收入者、父母收入

低於家庭需求者、家庭貧窮年限較長者。其次，兒童期的成長與發展分為生理

成長、認知發展與社會情緒發展三項。第三，成年後的生產力，以收入、工資單

價、工作時數，以及家庭收入等四項表示。第四，不利於兒童發展的環境表現於

較低的食物消耗、較大的環境危害、較少的基本健康照護、較大的壓力、較低品

質的幼兒照顧／學校、承擔較多家庭責任等六方面。第五，教育的指標分為學業

成就、在學年限，以及技能習得等三項。第六，干擾因子（confounding factors）

是指諸如父母教育程度低、單親家庭頻率高、父母婚姻破裂、父母失業，以及具

有少數民族身分。這些干擾因子經常伴隨著兒童貧窮，為兒童帶來負面的影響。

另外，箭頭處括弧內的正號表示正相關，負號則表示負相關。

歸結而言，Hill與Sandfort（1995）一文係在多方引用文獻，確認童年的貧窮

會影響日後一輩子的生產力，核實了：「貧窮所造成的最強烈影響，正是在兒童

的早期階段」（p. 114）之說。此說與Bruner（1975, p. 31）於〈貧〉文中不只一

次指出的，討論貧窮與童年的關聯時，務必「專注於很小的兒童」所見相同；而

這正是筆者介紹Hill與Sandfort一文的主要考量。

2. 童年貧窮與後續一般學習表現的關聯

（1）這方面的研究論文，為數不少

一般以為，縱貫研究費時費力較多（黃國彥，2000），因而在研究數量上，

比起較省時省力的橫斷研究要少一些。若果如此，由Grant等人（2023, p. 1）完

成之聚焦於童年貧窮與後續一般學習表現的關聯之縱貫研究為對象的文獻回顧型

論文，所根據的「75個在2000年與2021年間所完成的研究」，應該可以推知：以

童年貧窮與後續一般學習表現的關聯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其實為數不少。

（2）茲以Burchinal等人（2018）的研究舉隅說明

此一在Grant等人（2023）回顧論文中多次出現的研究，旨在記錄貧窮程

度、持久性和時間點與貧窮農村地區1,292個家庭的兒童早期發展相關的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在孩子出生後頭兩年經歷過貧窮的家庭，其孩子二至三歲時的

05-3_單文經_p071-116.indd   92 2024/8/9   下午 04:10:09



單文經 J. Bruner〈貧窮與童年〉的述要、增述與補述及其等帶來的教育反思　93

圖1
童年貧窮與後續生產力的相互關聯6

兒童期貧窮的指標

父母收入低
父母收入低於家庭需求
貧窮期間較長

兒童期的成長與發展

生理成長
認知發展
社會情緒發展

成年期的生產力

收入
工資單價
工作時數
家庭收入

不利於兒童發展的環境

較低的食物消耗
較大的環境危害
較少的基本健康照護
較大的壓力

較低品質的幼兒照顧／學校
承擔較多家庭責任

教育的指標

學業成就
在學年限
技能習得

干擾因子

父母教育程度低
單親家庭頻率高
父母婚姻破裂
父母失業
少數民族身分

（＋）

（＋）

（＋）
（＋）

（－）

（－）

註： 修改自“Effects of Childhood Poverty on Productivity Later in Life: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by M. S. Hill and J. R. Sandfort, 1995,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7(1 
& 2), p. 100. https://doi.org/10.1016/0190-7409(95)00005-W

6  筆者拜讀劉邦富（2006）以《台灣貧窮家庭兒童照顧政策落差研究》為題的博士學位論
文，方知此圖（頁19），特此感謝！但其原圖若干中文翻譯似有失真之虞，乃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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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語言、執行功能和社會技能都大為降低（0.5至1.0標準差），這些差距似

乎在孩子三至五歲時穩定下來。在學齡前時期（三至五歲）陷入深度貧窮也與較

低分數有關，相對地，脫貧與較高的入學準備技能有關。另外，兒童三歲時在

語言、執行功能和社會技能方面的貧窮差距，是五歲時觀察到貧窮差距的主要原

因。

3. 童年貧窮與後續語言有關表現的關聯

（1）貧童〈3000萬字差距〉研究系列專論

A. Hart與Risley（2003）首先發難

Hart與Risley（2003）在美國教師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的

機關刊物《美國教育工作者》（American Educator）上發表〈幼年期的大災難：

3000萬字差距〉（The Early Catastrophe: The 30 Million Word Gap）一文，指出貧

富兒童所累計的詞彙量，在四歲時具有高達3,000萬字的差距。

B. 後續研究舉隅

Fernald等人（2012）著眼於18-24個月的嬰幼兒，研究他們在詞彙和語言處

理效率方面的表現，結果發現在18個月時，不同貧富家庭在他們這兩項表現上所

造成的差異均很顯著；到24個月時，不同貧富家庭在他們的語言處理效率方面的

表現，更是多達六個月的差距。

Romeo等人（2018）將研究的重點，由嬰幼兒詞彙和語言處理效率，擴大到

四至六歲兒童與成人的會話表現。研究者針對貧富背景不同的兒童，錄下成員間

進行會話的情況，加以測量，並以兒童聽故事時所呈現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

（functional MRI），記錄他們在與語言有關的大腦功能之表現，亦即左下額布

洛卡區的活化（Broca’s area left inferior frontal activation）狀態。研究結果證明了

語言接觸和言語技能之間的關係，確認了貧富家庭之語言環境確實在兒童與語言

有關的大腦功能表現上，造成明顯的差距。

C. 質疑聲出現

Sperry等人（2018）以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這段期間的五個時段，在美

國五個較貧窮的社區，進行俗民誌實地調查與縱貫式家庭觀察，理解42名18-48

個月的兒童在日常生活中與家庭成員互動的情況。該研究揭示了每一社會經濟階

層內詞彙環境的巨大差異，進而據以指出，「3,000萬字差距」的推斷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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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多個照顧者和旁觀者談話的基礎上，因而有所偏差，導致不成比例地低估

了貧窮社區的兒童所接觸的詞彙量。

D. 貧童詞彙量的爭辯正反互見，促成語言教育宜及早關注的共識

Willingham（2018）引用不少類似的研究，反駁Sperry等人（2018）的質

疑，並指出其等在研究方面的限制。Williams（2020）亦引用更新近的研究—

包括前述Romeo等人（2018）的研究，表示儘管研究者對於貧富兒童語言表現差

距的幅度或種類，容或有不同意見，但咸認：應及早開始注意兒童的語言教育，

設法縮減貧童的語言差距。

（2）中國大陸有關研究舉隅

李宇明（2019，2020）先後主編的兩輯《語言扶貧問題研究》，共收錄童年

貧窮與語言表現關聯的實徵研究論文六篇。其中，三篇直接述及貧富兒童語言表

現不同的情況，另三篇則間接述及之。茲簡介如下。

先看前三篇。2009年發表、以143名北京市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六歲兒

童，在聽說讀寫四個方面的入學語言準備狀況之比較為主題的論文顯示，他們在

12項指標中，10項語言任務的表現有顯著的貧富差異；尤其在以圖畫理解與故

事預測為內涵之閱讀能力上的差異，比字母識別、語音知識上的差異更為顯著。

換言之，貧富兒童語言發展的差異更多表現於複雜的能力上（陳敏倩等，2019）

（頁281-292）。

2012年發表的另一篇以北京市188名公立幼兒園中班兒童的不同家庭收入，

與兒童在語音意識和詞彙量之關聯為主題的論文顯示，於控制兒童年齡、性別變

項之後，家庭收入對這些兒童的早期語言表現，有顯著的預測作用（李艷珒等，

2019）（頁303-315）。

2019年發表的第三篇，是以北京大學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的數據為本，確認家庭收入能顯著促進6-14歲兒童

語言表達能力的提升，收入每提高1%，語言表達能力提高0.0097%；父母教育程

度每提高1%，語言表達能力提高0.0210%（吉暉，2020）（頁249-263）。整體

而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能力發展有正相關。

間接述及貧富兒童語言表現不同情況的另外三篇，則分別是以七歲兒童語言

表達的影響因素（劉志軍，2019）（頁293-302）、中國西部貧窮地區兒童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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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發現的影響因素（王博雅等，2019）（頁316-333）、寄宿對貧窮地區農村

兒童閱讀能力之影響（黎煦等，2020）（頁264-285）等為主題的論文，亦都提

及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語言表現有所關聯。

本此，上述中國大陸學者的有關研究，應可為童年貧窮與語言關聯這方面的

研究，略做補充。

二、英國貧童逆轉勝個案研究

由Siraj-Blatchford（2009）主事的多元個案研究—Learning in the Home and 

at School: How Working Class Children “Succeed against the Odds”，是在英國教育

部資助下，由Bruner博士弟子、後在牛津大學任職的K. Sylva所主持的「有效提

供學前、小學和中學教育之道」（The effective provision of pre-school,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EPPSE 3-16）大規模整合型專案下的一項分支研究計

畫。

所謂逆轉勝（succeeding against the odds），是指兒童能因為自己及其與周

圍人事物交互作用，而超越物質、資源，甚至關係等原有限制，脫穎而出，成功

脫離困境。該研究旨在探討，為何有些兒童在某些時候能做到逆轉勝，而有些兒

童卻無法突破限制，仍然滯後。又，為何有些兒童出身優渥，卻在某些時候反而

落於人後。具體而言，該計畫深入探討和解釋兒童生活中的風險（risk）和保護

（protective）因素如何塑造其學習生活軌跡，進而影響其學業方面的活力或抗拒

逆境的能力（academic resilience），促成其在逆境中學業成功。

該計畫自總計畫的3,000餘名兒童中，選取50名14歲、15歲及16歲的個案，

先分為社會經濟地位低的貧童和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兒童兩類，貧童一類再分為逆

轉勝和表現低於預期兩組；社經地位高的兒童一類，再分為表現低於預期和表現

優異兩組。研究人員進行了密集而深入的兒童、家長及教師訪談，以理解各組個

案的童年家庭生活與學前、小學、中學各階段的生活及學習歷史，做成對比，細

加分析，詳為綜合，撰成論文及報告。

Siraj-Blatchford（2009）的論文及Siraj-Blatchford等人（2011）計畫成果報告

中的11項研究發現，確認了父母師長的教育方式及其所營造之有利兒童成長的家

庭學習環境（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HLE）、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網絡與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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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文化資本、同儕提供的良好榜樣和本質上是友好的競爭氣氛，再加上兒童自

身積極向上、樂觀進取的態度等，乃是貧童逆轉勝的關鍵要因。

筆者以為，此項研究的發現再度確認了本文上一節有關Bessell（2021）及

Payne（2019）所示，以關係為本而建立的態度是否正面，乃是童年貧窮消弭或

持續的關鍵之說。

三、童年貧窮與大腦的關聯

（一）探討此一問題的緣由
1. 一般緣由

臺灣有若干學者於1990年代自美國引進認知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並逐步在

若干大學設有研究中心，研究大腦有關的主題（徐慈妤等，2013），但筆者似未

見專門以童年貧窮為主題的研究。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貧窮與大腦關聯為主題的各地學者日漸增多。其中，

筆者熟知且較多查閱其等文獻的，即有美國的M. J. Farah、S. B. Johnson、S. J. 

Noble、S. D. Pollak，以及阿根廷的K. G. Lipina等研究團隊。

其等的研究成果較諸早年有明顯的進展。例如，Farah等人（2006, p. 166）

指出，標準化智力測驗結果顯示，在貧窮中長大這項經驗，與認知成就的降低有

關，「但是，我們對於造成此一效應的潛在神經認知系統，卻知之甚少」。10年

後，Farah（2017, p. 66）則說：「衡諸出版品和參與研究人員的數量，它仍是個

小領域，但正在迅速發展」。隔年，Farah（2017, p. 66）更說：「隨著該領域研

究的快速增長，而今要簡明扼要地介紹其現況是很困難的」，並指出至少有三篇

文獻綜述性質的論文問世（即Farah, 2017; Johnson et al., 2016; Lipina & Segretin, 

2015）。職是，筆者以為，理應就此稍做介紹。

2. 重要緣由

謹從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兩方面說明之。首先，就研究目的而言，這方面的

研究可以超越過去由外顯行為推論內在心理歷程的做法，透過大腦活動狀態的訊

息，較精確地理解大腦的結構與功能。

蓋以往研究者多是從受試者的外顯行為推論內在的認知歷程。不過，至少有

四種狀況會讓這種推論受到限制：（1）外顯行為的指標不夠敏感，因而不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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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量測實驗效果；（2）受試者可能採用特定認知策略而混淆研究的結果；（3）

只能觀察最後行為反應的變化，無法監測過程動態的變化；（4）研究的結果往

往只能做相關而非因果聯繫的解讀，因而難以達成量度的預測效果，更不易評估

介入措施和政策的效果（周恩存，20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學系

教育神經科學實驗室，無日期；Farah, 2017, 2018; Pollak & Wolfe, 2020）。

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藉助大腦造影儀器所具時空的優

越性和掌握相關程度及因果聯繫的特性，精確記載不同情境下的大腦生理變化，

以便確實理解大腦的生理機制。

舉例而言，功能性磁振造影可用以推論大腦特定區域的活化程

度，進而得知特定任務下，哪些區域與該任務的關聯程度；腦磁波儀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或腦電波儀（Electroencephalo graphy, EEG）

可量測一群神經元活化的改變，因此提供相當良好的時間相關訊息；跨顱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可產生短暫且能逆轉的磁場，在特定

的時間點暫時性地干擾特定腦區，以探討大腦特定區域與認知功能之間的因果聯

繫（徐慈妤等，2013）。

（二）貧窮可能透過大腦機制影響童年發展
本部分將以Johnson等人（2016）配合Brito與Noble（2014）撰成。以下先以

圖示貧窮透過大腦影響童年發展的可能機制（如圖2），再稍做說明。

圖2分為五項：貧窮為輸入項，神經認知結果為輸出項；中間的過程分別呈

現貧窮形塑大腦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如何」部分，再分為生物的機制

（biological mechanisms）及對大腦的影響（brain impacts）二項。然而，在說明

時，較合適的做法是將「大腦的影響」與「神經認知結果」二者合在一起。因

此，以下分四點說明；惟為節省篇幅，1.、2.從簡，3.、4.較詳細。

1. 貧窮

雖然在實際的操作上，各國多以貧窮線為界，低於這一門檻的家庭即為貧

窮。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觀點出發，該圖仍以收入、教育、職業、居住街區、社

經地位自評等項目為據，判定貧窮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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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貧窮透過大腦影響童年發展的可能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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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圖是將以下二圖合併修改而成：“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tructural Brain 
Development,” by N. H. Brito and K. G. Noble, 2014,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8(276), 
p. 3. https://doi.org/10.3389/fnins.2014.00276；“State of the Art Review: Poverty and the 
Developing Brain,” by S. B. Johnson, J. L. Riis, and K. G. Noble, 2016, Pediatrics, 137(4), 
e20153075, p. 9.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5-3075

2. 為何貧窮會形塑大腦的發展

該圖將物質剝奪、壓力源（stressors）及環境的毒素（environmental toxins）

三項，同列為貧窮形塑大腦發展的要因，並以雙向箭頭表示這三項要因乃是相互

作用，甚至相互加乘。Johnson等人（2016, p. 5）又稱前兩項為「環境的中介」

（environmental mediators）。

該圖並將三項要因再加以細分或舉例：物質剝奪分為家中的認知刺激（包括

教育機會及語言環境）及營養剝奪二小項；壓力源單列了包含父母教養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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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與能力二者，稱之為有害的壓力（toxic stress）；環境的毒素，則有鉛、二

手菸等。

3. 生物的機制

（1）神經變化（neural changes）

以往，人們認為在嬰兒關鍵期後，大腦結構即不再發生變化；但新近發

現，大腦具有神經可塑性，可藉由修剪（pruning，即去蕪存菁）、突觸連接

（synaptic connections，可憑以形成神經元網絡，因而有利於感知與思維的形

成）、樹突分枝（dendritic branching，因神經元間連接性增加而呈樹突分枝，是

記憶的基礎），以及髓鞘化（myelination，可使神經信號定向傳導加快）等的改

變，而將大腦的神經功能重塑，並促進大腦的成長與發展。

（2）基因—環境的相互作用／表觀遺傳方面的調整

Johnson等人（2016）於確認大腦發育係受到遺傳和環境兩者相互作用而成

這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一方面指出，行為遺傳學研究表明「遺傳變異賦予了特

定環境的脆弱性或恢復性」（p. 2），因而有助於解釋貧窮確實對大腦和認知發

展有所影響，另一方面亦指出，以表觀遺傳學7（Epigenetic）方法進行調整後的

研究，則顯示「環境在遺傳密碼本身的表達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p. 3），進

而確認「早期（貧窮）逆境與後來結果」（p. 3）之間有所關聯。

（3）HPA功能

下視丘—垂體—腎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Adrenocortical, 

HPA）軸，是神經內分泌系統的重要部分，其功能表現於控制受到壓力後的反

應，並調節許多身體活動，如消化、免疫系統、心情和情緒、性行為，以及能量

貯存和消耗。

以控制受到壓力後的反應這項功能為例，Johnson等人（2016）先指出：

7  依譚賢明（無日期）之說：表觀遺傳學是與遺傳學相對應的概念，此一名詞最早用來形
容在傳統遺傳學觀察中無法解釋的現象，並非一正式學門。如果遺傳學是研究基因序列

改變所導致基因功能與個體型態變化，如基因突變，表觀遺傳學則是指基於非基因序列

改變所導致的變化。例如，人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源於受精卵，亦即身上不同類型細胞

的基因組序列完全一樣，然而它們的型態與功能則各不相同，如腦細胞和肝臟細胞的差

異，這是由於不同類型的細胞之間存在著差異的基因表達模式，而這類基因表現便是透

過不同的表觀基因標記開關所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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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A軸所表現控制受到壓力後的反應之功能，與早期逆境有關」（p. 6），又

表明：「HPA所表現之控制受到壓力後的反應，與前額葉皮層、杏仁核和海馬體

等大腦區域的功能」（p. 7）有著密切的關聯。由此應可推知，童年貧窮的逆境

與其HPA功能應有關聯。

4. 大腦結構與功能的變化影響著神經認知結果

（1）大腦處理語言與閱讀有關的區域影響著語言與閱讀能力

大腦的左枕顳區（occipitotemporal）和外側裂區（perisylvian）是處理語言

和閱讀的區域。舉凡語言的語義、句法和語音，心理表徵和控制物體之間的空間

關係，乃至模式識別、視覺表示、視覺記憶等，皆由該區域負責。Johnson等人

（2016, p. 10）即指出：「早在嬰兒期，來自貧窮家庭的兒童即於語言發展的電

生理特徵（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ture）有較差的表現」。

（2）海馬體影響著學習和記憶的能力

海馬體（hippocampus）又譯為海馬廻、海馬區、大腦海馬，具有支持學習

和記憶的作用。Johnson等人（2016, p. 10）明示：「童年貧窮與海馬體積之間的

關係似乎是持久不變的」。

（3）杏仁核影響著社會情緒處理的能力

杏仁核（Amygdala）與社會情緒的學習、動機，面對壓力時的反應，乃至

恐懼情緒的處理有關。Johnson等人（2016, p. 10）即確認：「對親子關係的威

脅，包括母親抑鬱症和不安全的嬰兒依附，與（貧童）較大的杏仁核有關」。

（4）前額葉皮層影響著執行功能的運作

前額葉皮層（Prefrontal cortex）與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的運作有

關。執行功能是管理和控制工作記憶、注意力、做決定，乃至抽象思考等其他高

層次認知過程的一套系統。Johnson等人（2016, p. 11）即論及：「貧童更有可能

表現出皮質醇產生改變（altered cortisol production）及與此改變相關的認知功能

缺陷」。

四、小結

本節以三方面研究，為Bruner後續之貧窮與童年關聯的研究，舉出若干例子

說明，以為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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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貧童成長環境的特徵及童年貧窮與後續表現的關聯二項；後者又將後

續表現分為生產力、一般學習表現及語言有關表現三小項。

（二）以一項個案研究探究貧童逆轉勝的影響因素，再度確認了本文前述以

物質、機會與關係三個面向，所建立的理解兒童貧窮之框架的意義與價值，更進

而掌握了師長可善用關係，提振貧童學習活力，克服其物質與機會不足的缺憾。

（三）以神經科學的研究為主題，於敘述其受到重視的緣由、研究目的與研

究方法後，說明為何貧窮會形塑大腦的發展，以及貧窮如何透過大腦結構與功能

的變化影響著神經認知結果。

本節所做補述的要點，將適度融入稍後以反思與建議為內容的第伍節，一併

討論。

伍、反思與建議

既已針對〈貧〉文做了述要、增述與補述，本節即配合先前留下的伏筆，於

反思先前所述的同時，做成有關建議。

一、宜及早將Bruner提出的教育介入細則付諸施行

本文第貳、參、肆節三節中，分就〈貧〉文的要點、貧窮定義及脫貧框架，

以及後續之貧窮與童年關聯的研究發現等做了論列。三節的內容各有千秋，但

皆同樣指示著一個方向：若欲消除童年貧窮的負面影響，必須針對兒童展開及

早的教育介入。本此，特接續第貳節第三小節有關Bruner論介入原則的討論，將

〈貧〉文（Bruner, 1975, pp. 46-47）所列13項細則稍做重整，如下：

（一）視兒童為具有進取意向、會努力追求意義的主動個體
1. 進取與主動：兒童的進取表現於對意義和規律性的探索，而這種積極的行

動是由意向所引領，並且具有自我指導的性質，在環境提供的滋養與協助下，這

種自我指導的意向應能持續不斷。

2. 逐步努力：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若欲其所進行的活動能按照計畫實施，

必須讓他們覺察到，各項活動都是在自己意向的控制下，逐步努力完成。這些意

向欲達成的目標，有賴兒童運用各種手段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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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帶領兒童活動的方法
1. 漸進的學習：讓兒童學習任何技巧，皆要在原本所學技巧的基礎之上，漸

進為之。例如，在讓兒童學習行走之前，應該採用較安全的自動防故障裝置，讓

兒童試著先從站立的位置坐下，再讓他們起身行走。

2. 適當的表徵：有用的記憶有賴於找到有效的方法來表徵訊息；這些方法可

能是在習慣動作中、在廣受歡迎的遊戲中、在生動的圖片中，或是在文字中。指

導兒童為某些東西做標記，以便將來使用或便於辨認，就是一個重要的層面。

3. 分析與綜合：解決問題通常包括將任務或情況簡化為其組成部分，然後重

新組織。將遊戲、物件、故事和問題拆解，然後再組合在一起，就是這類活動的

練習。

（三）照顧者應恪守的要領
1. 模範長者：照顧者應以知識豐富、親切宜人、滿懷希望的模範長者自期，

為兒童營建溫暖、確定且有效的氣氛，以便讓兒童處於願意接納他們的環境，穩

定而安全地學習與成長。

2. 耐心對待：照顧者應尊重並且耐心對待兒童，讓兒童按照自己的步調，學

習與人互動，接觸各種事物，參與各項活動，以便從中習得各種能力；照顧者應

瞭解，每一項能力都是由粗疏開始，逐漸變得精準細膩，再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鞏

固和完善，而這些都需要照顧者的協助與肯定。

3. 時間視角：照顧者應具有時間視角，明白未來是由每個人藉著期待、計

畫、進而實現所計畫的目標，藉由一件事、一件事的完成，積累經驗，建立信心

等過程，逐步建構而成的。

細讀這些教育介入細則，會發現近半世紀前提出的具體做法，仍然具有歷久

彌新的啟發作用。而且這些雖是針對日托中心的工作者所提出者，但父母或照顧

者亦可一體適用。

更有意義的是，如同當時Bruner（1975, pp. 46-47）所做的提示：「讀者會發

現，這些恰與本文前述內容相互呼應者甚多」。筆者相信，本文的讀者亦會有此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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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宜以關係為本引導貧童形成積極的意向與態度，藉以克服物
質與資源的不足而逆轉勝

由標題可知，本小節融合了前文各節所示之要於一爐：Bruner（1975）視兒

童為具有進取意向、會努力追求意義的主動個體；Payne（2019）主張以關係為

本引導貧童形成積極態度；Bessell（2021）提出理解童年貧窮的物質、機會與關

係三個面向框架；Siraj-Blatchford（2009）確認以關係為本而建立的正面態度，

為導致貧童逆轉勝的關鍵。

筆者之所以提出此議，或可由「為台灣而教」（2020）根據一些調查數據所

做的兩則報導中看出端倪：

（一）貧童中有48.2%未能每天吃早餐，50.4%面臨居住空間吵雜擁擠、

蟲、鼠、病媒等困擾，75.7%家中無人可以教導功課。

（二）來自弱勢家庭的高學習成就貧童，五分之一不期待自己能完成大專學

歷。家扶中心2017年的調查也有相似發現：當問到對自己未來的想像時，回答

「不知道」的有12.6%，較2015年的6.2%更為上升，顯示貧童對未來愈來愈迷惘

且缺乏自信。

顯見，臺灣仍有不少貧童認為「機會」難再，而感到前程渺然，失去努力向

上的信心，而生活與學習環境等「物質」條件不足，更是雪上加霜，難以提振其

上進心。於是，如何藉由師長與其所建立的「關係」，扭轉頹勢，改善狀況，逐

步形成「逆轉勝是可能的」這項意識，進而設法引導貧童形成積極態度，允為解

決當今貧童教育問題之關鍵所在。

論及於此，唐淑華（2011，頁201）為Payne（2005）所做書評值得摘錄：

Payne相信，脫離弱勢最快的方式，便是透過教育的力量，尤其是透過

師生間情感上的依附關係來影響他們。⋯⋯教育工作者應該在情感上給

予學生鷹架，使他們一步一步地體認學習的意義與價值。Payne的觀點

不但提醒我們師生關係的重要，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更應該重視學業面

向的情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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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民寧（2022）運用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Taiwan Database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Poverty, TDCYP）內的數據亦證實，影響兒少學業方面的活力或抗拒逆境之能

力的關鍵因素，除性別外，當屬個人的心理健康（包括對貧富的態度）及師長的

支持二者。該研究亦指出，師長的支持是兒少維繫良好人際關係，以及獲致情感

支援的源頭。

筆者細讀Siraj-Blatchford等人（2011）的研究報告，確認該研究亦十分重視

貧童與周圍人們互動而形成的關係及情感支援兩項要素。前者如：「逆轉勝的貧

童與周圍人們建立和維持有意義的關係有助於他們的學習」（p. 67）；「與來自

各方面『重要他人』的關係有助於兒童積累社會與文化資本」（p. 70）。後者

如：「認知和情感資源」（p. 2）同樣重要，因為「學業成績可視為兒童認知和

社會情感行為組成部分的函數」（p. 33），而來自周圍人們的「情感支援」尤為

重要。

行文至此，筆者樂見陳婉琪與陳易甫（2021）與「為台灣而教」合作，於

2017年9月學期開始至2019年6月學期結束時，在35所偏鄉小學針對全校師生進行

兩波短期追蹤調查之研究。結果顯示，能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愛、良好班級經

營能力及教學清晰等優點的教師，對於兒童的學習興趣、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的

提升，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然而，這三項優點之中，以蘊含了關係為本、重

視情感支援這兩項概念在內的「能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愛」這項優點所發揮的

影響力最大。

此一研究結果或可為本小節所做建議提供最佳的佐證。至盼天下的師長皆能

牢記這項建議，並付諸行動。

三、 宜斟酌將隨機控制試驗或大腦生理學的量測措施納入有關教
育介入方案

若將諸上述有關建議轉化為一些可付諸施行的教育介入方案，則有兩種做法

似可斟酌採用。受篇幅所限，只能做點到為止的說明。

（一）以隨機控制試驗確認介入方案的效果
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的特點是將受試個人或群體，

隨機化分派到不同的處理（treatment）—不同的方案或同一方案的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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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接受不同處理的個人或群體是由研究人員隨機挑選，所以試驗結果所產生的

任何差異，都可算是處理所造成的效果。這種試驗讓研究人員有機會與負責推動

教育介入方案的政府或其他出資單位合作，進行檢驗其理論或施政構想的大規模

方案評估（陳逸卉，2022；譚克平，2010；Banerjee & Duflo, 2011）。

（二）以大腦生理學的量測措施檢視介入策略的效果
依Pollak與Wolfe（2020）之說，因為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一般在推出

新的介入方案時，評估其效果的試驗設計，往往集中在相對短期的做法上。然

而，包括神經影像資料在內的大腦生理學的量測措施比起傳統的研究工具，如自

我報告、臨床評級量表、教育或神經心理學測試的表現，更能預測受試者未來的

行為。大腦生理學的量測措施已在預測兒童閱讀能力培養（Carrión-Castillo et al., 

2023; Chyl et al., 2021）、藥物濫用（Murnane et al., 2023; Stubbs et al., 2023）、

抑鬱（Lythe et al., 2015; Schmaal et al., 2020）及健康飲食（Li et al., 2023; Stopyra 

et al., 2021）等方面，積累有相當數量的優質研究成果。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

由指出，未來的研究應可利用這些量測措施，針對貧童的教育或健康結果進行個

別化的預測。然後，再運用這些資料來檢測新訂介入策略的效果，或者優化最容

易出現不良效果的兒童教育和臨床實踐的介入策略。

四、小結

本節在就本文第貳、參、肆等三節所做的討論，配合筆者細讀〈貧〉文及有

關文獻而獲得的感想，綜合而成上述三項教育的反思。

陸、結論與對未來研究的期許

行文至此，以下先行總結本文之所得，再行反思本文所未及之處，並據以提

出對未來研究的期許。

一、得

得在掌握Bruner主要著作及〈貧〉文四個版本的前提下，細閱之、推敲之，

進而述要之；得在〈貧〉文所關注的貧窮與童年之教育問題的前提下，詳讀與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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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特別是童年貧窮有關的各種文獻，並聚焦貧窮概念定義的演變趨向及可用以

協助兒童脫貧的框架，乃至後續與童年貧窮關聯的研究發現等，進行增述與補

述；另外，並得在多方閱讀與用心撰寫的前提下，於反思後獲若干應予施行的建

議，固值一提，寄望教育同道，能試以隨機控制試驗及大腦生理學的量測措施，

確認或檢視介入方案的施行效果，亦值一提。凡此，筆者相信，本文所設定之研

究目的，因為前五節之初成而勉強達標。自忖「勉強」，是因為尚有許多未及之

處。

二、未及之處

僅做文獻綜合整理，不見實徵研究，是為首要未及之處；含括面廣，以至所

論所述深度不足，固為重大未及之處；較多引介，雖偶有評析，但多屬浮面，

未及追根究柢，更為值得注意的未及之處。以上諸端，與筆者為文之初定位為

「述」而不「作」，有所關聯。無論若何，皆請讀者方家於同情的理解之時，不

吝予以賜教！

三、對未來研究的期許

首先，筆者至盼同道能於未來，就本文所提及的若干建議事項，在與童年貧

窮有關的場域，進行必要的實徵研究，如此，當不會枉費筆者撰寫本文的用意。

其次，近年中文世界似有若干同道，多方研究Bruner的論著，或就其在哈佛、牛

津、紐約等世界知名大學服務時，其個人及其團隊所發表的感知、認知、思考、

學習、課程、教學、嬰幼兒能力、語言發展、敘事研究、詮釋方法、文化心理

學、庶民教育或庶民教學觀、教育改革等專題，進行深入研究，並寫成中文論

文。筆者亦願附著於驥尾，共襄盛舉，略盡棉薄，字句積累，為此名家的教育事

蹟與主張，留下若干中文文獻。

致謝： 敬謹感謝匿名審查者及「布魯納教育主張研究小組」同仁提供的修正與諮

詢意見；又，本文並為國科會「《布魯納教育論著自選集一、二卷》譯注

計畫」（NSTC-1132423H034001MY2）的部分研究成果，特誌之。

DOI: 10.6910/BER.202406_70(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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