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智慧型手機普及之後，雖然為生活帶來便利與樂趣，但也經常成為親子衝突的導

火線。手機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我們沒有手機，生活還過得下去嗎？本次學習任務

為你解答。 

任務一：手機綁架大腦  

    閱讀 10月 4日第 4版〈控制多巴胺系統 不被手機綁架〉，回答以下問題。  

1. 為什麼手機那麼吸引人？從文章中找出來並寫出至少 3個理由。 

  (1) 可以拍照攝影 

  (2) 許多功課要靠手機或電腦 

  (3) 可以玩各式各樣有趣的遊戲 

  (4) 可以用社群軟體，和朋友聯絡談天 

 

2. 文章中說，大腦渴望使用電子產品，如果不能使用，就會感到無聊，甚至生氣。

這是怎麼回事？請將發生順序依序寫出來。

 

 

 

 

 

 

 

 

 

 

   

 

發生順序：（A）→（G）→（D）→（B）→（E）→（C）→（I）→（F）→（H） 

 

 

 

設計者：林玫伶（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兒童文學作家） 

多文本讀報學習單（解答篇） 

文本來源：112 年 10 月 3 日第 12 版(家庭) 

          112 年 10 月 4 日第 4 版(生活)  

         

           

A.遊戲的聲

光娛樂刺激

大腦 

G.分泌多巴

胺 

D.大腦感覺

開心 
B.遊戲結束 

E.多巴胺快

速消失 

C.大腦渴望

再玩遊戲 

I.不能玩遊

戲 

F.對阻止你

的人感到生

氣 

H.多巴胺失

調，被電子

產品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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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章中比較了大人和小孩玩遊戲時，影響不大相同。請根據文章的說明連連看。 

 

  

 

 

 

 

 

 

 

■給師長的話：任務一從大腦分泌多巴胺的角度，認識遊戲對小孩的影響。 

 

任務二：連結大腦新迴路 

1. 閱讀 112年 10月 3日第 12版〈不想孩子迷電玩  鼓勵找出新興趣〉。這篇文章

裡提到有個八年級的大哥哥沉迷電玩，不做功課，親子關係因此很緊張。 

(1) 依據任務一的文章說法，這個大哥哥的大腦怎麼了？ 

        多巴胺失調，被電子產品綁架。 

(2) 除了不做功課，親子關係緊張以外，根據媽媽的描述，這個大哥哥還出現

哪些現象？ 

a. 眼睛老是盯著手機，眼神（ 呆滯 ） 

b. 不願意講話，只回答（ 嗯 ） 

                                                              

2. 說一說，後來這個大哥哥為什麼不再沉迷電玩了？ 

因為他找到新的興趣，為了要設計自己的房間，開始研究和裝潢、設計、建築

有關的東西，就不再老是打電玩了。 

 

 

■給師長的話：用任務一學到的知識，解釋第二篇文章中大哥哥的狀況，並發現大哥哥不再沉迷電玩有不同

的方法。 

大人 

小孩 

大腦易

受影響 

大腦影

響較小 

多巴胺系統

較成熟 

多巴胺系統

尚未成熟 

有重要事情，大多

可停下手邊工作 

不容易放下遊戲，

停止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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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反手機綁架有方法 

1. 比較兩篇文章，發現不讓手機綁架我們的大腦，專家各提出了一種方法，都寫

在文章最後一段。找一找，專家怎麼說。 

 

 

 

 

 

 

 

 

2. 你或周邊的朋友也有「大腦被手機綁架」的問題嗎？兩種方法都試試吧！  

(1) 自律：規定時間到，就停下遊戲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做到打勾        

 

 

 

 

(2) 替代：找到新興趣，得到成就感 

 興趣哪裡找→你曾經因為做什麼事而忘了要玩電動？例如朋友約你打籃球、

玩積木、修東西、跟小組一起做科學報告等，那可能是你的興趣呵！ 

 興趣哪裡找→如果第一喜歡的是玩電動，那麼第二喜歡的是什麼？多從事第

二喜歡的，試試把它變成你的新興趣。 

 興趣哪裡找→有時是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潛力，沒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那麼

觀摩典範人物做的事、閱讀勵志書籍裡的經驗，說不定也會對你有啟發。 

 

■給師長的話：整合兩篇文章，都在解決大腦被手機綁架的問題，方法不大相同。鼓勵討論並付諸實踐。 

任務一文章

提出的方法 

自律，學會反過來（ 控制 ）電子產品，練習能（ 隨時放

下 ）遊戲  

 

任務二文章

提出的方法 

找到能（ 吸引自己 ）的新活動，並且在其中得到（ 成

就感 ）   

 

加碼想想： 

如何讓自己

不會「停不

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