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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青少年的自我發展和人際關係：社交網絡與親子關係 
 

 

相關概念 / 名詞 / 基本資料 

 青少年期（《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相關概念） 

 自我發展（《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相關概念） 

 人際溝通與衝突（《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相關概念） 

 家庭（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相關概念→新高中通識） 

 父母管教方式（《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資料） 

 香港青少年使用媒體的情況（《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

資料） 

 

 

建議探究重點 

 你有在即時通訊軟件內為家人開設群組嗎？又是否在社交網站內接納

父母或家人為「朋友」嗎？為甚麼？ 

 現時通訊科技（例如手機短訊、社交網站）發展迅速，這對於促進親子

關係有甚麼利弊？ 

 通訊科技發展迅速，家長應如何在掌握子女情況與尊重他們的私隱之間

取得平衡？子女又應如何善用社交網站，以釋除父母對他們在網絡活動

方面的疑慮？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18、20 頁） 

 教師可以考慮選取親子關係的調查報告或新聞，讓學生探究青少年與父

母關係和諧或與父母發生衝突的原因、青少年在衝突當中的態度及反

應、建立和諧家庭關係及化解衝突的方法等。 

 教師可以考慮引用調查報告或新聞，與學生探究青少年利用數碼網絡

（包括互聯網及手機）與他人聯繫的情況及原因，並提出避免青少年沉

迷數碼網絡活動的建議。此外，頗多青少年喜愛在網絡世界溝通，連帶

部分父母亦開始利用網絡以維繫與子女的關係，教師可進而引導學生分

析這種溝通模式對於親子關係的影響。 

 

 

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調查：24%中小生日上網 3 小時 沒收手機非良方 宜親子協商〉（明報，

2016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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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送飯送走親情 一家飲茶零溝通 WhatsApp 通知叫點心〉（晴報，2016

年 1 月 14 日） 

 〈父母可透過社交媒體關注子女〉（蘋果日報，2015 年 8 月 20 日） 

 〈全球性「屏幕上癮」現象〉（信報財經新聞，2015 年 7 月 23 日） 

 〈6%日用手機 8 小時孤獨感強 九成七中一生有智能手機〉（香港商報，2015

年 7 月 6 日） 

 〈手機世代愈玩愈孤獨 防止悲劇責在父母〉（成報，2015 年 7 月 6 日） 

 〈親子用 App 溝通漸成趨勢〉（文匯報，2015 年 5 月 11 日） 

 〈手機 App 與家人溝通 多拒父母做網友 憂露私隱遭監控〉（東方日報，

2014 年 11 月 10 日） 

 〈中學生與父母日談半小時〉（大公報，2014 年 11 月 10 日） 

 〈我把媽媽 unfriend 了 心聲要互訴〉（香港經濟日報，2014 年 11 月 6 日） 

 〈善用社交網站 增進親子關係〉（星島日報，2014 年 8 月 18 日） 

 〈微信屏蔽父母 阻隔親情互動？〉（廣州日報，2014 年 8 月 18 日） 

 〈四成人社交網站設限 防父母監控〉（星島日報，2014 年 8 月 14 日） 

 〈台 4 成青年拒加父母臉書〉（明報，2014 年 5 月 7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烏蠅 Daddy 及直升機父母（LO_2011_0366c） 

 

 

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青少年使用手機與網絡（CD 41） 

 父母管教模式（CD57） 

 青少年的自拍行為（CD 61） 

 網癮（CE 04） 

 智能手機成癮（CE 32） 

 八爪魚父母（CE 58） 

 

 

教材套 / 示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香港年青的「迷『網』低頭族」（《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 

 〈親子關係〉（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學與教資源→教材套） 

 〈智能手機普及的影響〉（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學與教資源→教材

套） 

 〈網絡活動亦正亦邪〉（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學與教資源→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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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孔憲正先生及袁梓齡小姐〈青少年發展趨勢：網癮與隱青〉（通識教育科

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0/11 學年） 

 陳鈞承博士〈透視青少年人際關係之轉變及趨勢〉（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

台→教師→ 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9/10 學年） 

 

 

與本課題接近的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自從一些親子綜藝節目，例如「爸爸去哪兒」播出後，親子旅遊的熱潮

在內地隨之而盛行，與孩子一起旅行以加強親子互動，成為了潮流。旅

遊網站和旅行社紛紛推出親子旅遊項目，吸引家長報名。一些形式新

穎、有趣、能夠鍛煉孩子各項能力的項目，例如定向尋寶活動，大受家

長歡迎。這種熱潮反映家長希望放下手上工作和手機，與孩子一起體驗

生活、親近自然和建立更多的親子互動溝通。以下為參考資料舉隅： 

 〈親子「游」向哪兒？〉（經濟日報，2014 年 6 月 4 日） 

 〈「老爸老媽，我們去哪兒」 親子遊火爆〉（常州晚報，2015 年 3 月 11

日） 

 〈親子遊是否會成為下一個「海島遊」？〉（環球旅訊，2015 年 2 月 21

日） 

 〈海洋生態遊 春節人氣旺 親子遊為主打〉（央視新聞，2015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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