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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大不同 

大腦在出生時就是一個發育得相對完整的器官，在一般的認知裡，性器官

是陽具陰莖、乳房陰蒂等，但其實大腦是最大性器官，男女的大腦生長於本就

不同，導致男女思想跟在意的東西不一樣，研究報告指出：在的專注力上，男

生的專注力較女生不足，若一個會議中，報告者是異性的話，男生容易分心偷

瞄女生的胸部，更加不易專注。 

二、挑選伴侶 

人們挑選伴侶常有許多選擇依據，例如：氣味、視覺、習慣等，老師播放

了測試影片，讓大家很清楚看到，男女會通過外型性徵，觀察陌生男女，並從

中選擇自己喜歡的對方，而性徵大小也會影響決定；另外，男女透過氣味測驗

判斷出熟悉的異性，或找到喜愛的異性氣味。影片中，可以了解雙方幾乎都能

正確的判斷出異性的所屬氣味，因為在一起久了，會習慣對方的氣味。 



三、 依附理論與恆河猴實驗 

  

 

  

依附理論的一著名系列

動物實驗是哈洛博士（Harry Harlow）對恆河猴所做的實驗，此實驗顯示依附

不僅僅是由生物本能如饑餓所激發。在這一系列實驗，新生恆河猴出生後很快

從牠們母親身邊帶走，並為牠們提供了兩個代理母親，一個是由鐵線做成，另

一個是木頭套上泡沫橡皮和毛衣做成，兩個人偶皆加溫並可在胸前裝上奶瓶提

供食物。此實驗是觀察猴子會趴附提供柔軟衣物接觸的人偶或提供食物來源的

人偶。結果是猴子會趴附柔軟衣物人偶(無論提供食物與否)。 

    這些猴子在柔軟衣物人偶在附近時也較為積極探索周遭，似乎此人偶為牠

們提供了一種安全感。這實驗可以看到人們對安全依附的需求，當人面臨壓力

時，就算肚子很餓，也會率先找尋安全感，有了安全依附，才會試著面對壓

力、突破壓力；缺乏安全依附，則會退縮或裹足不前。 

    人從出生開始就擁有情緒關係，也會表達情緒，若和依附模式一起看，幼



時與主要照顧者分離的反應，通常有安全及不安全兩種表現，安全依附例如：

不捨尋找哭泣(找不到) 忘記哭泣、安心自處或跟他人一起玩媽媽回來

跑上前，開心地被抱。 

    不安全依附有三種行為表現，表達了不安全的狀態： 

1. 冷漠、不理人(冷漠型)：排拒媽媽的哄抱 

2. 黏膩、哭不停(黏膩型)：哭泣不止地討抱抱 

3. 又黏又冷(未解決型)：堅持媽媽抱著又不領媽媽的情，一直哭泣不想被哄好 

這兩類不一樣的行為反應，包括對親近的人的依賴程度與環境的適應力…等

等，這兩種依附表現會延續到長大成人之後的依戀風格，出對親近的人表達對

她的不同依賴方式。 

 

影片分享： 

男女反應不同 性議題(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cmXeV5zKk 

Harlow's Monkey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O60TYAIgC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NBEhzjg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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