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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流行詞語所反映的青少年心態：「佛系」態度 
 

相關概念 / 名詞 

 青少年期（《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概念） 

 自我發展（《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概念） 

 從眾與朋輩影響（《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概念） 

 傳媒（《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概念） 

 潮流趨勢（《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概念） 

 

建議探究重點 

 甚麼是「佛系」？這個詞語在哪個國家開始出現？又於何時開始流行於內地

社會？ 

 內地的「佛系」青年在心態上有何特徵？他們又為甚麼會抱持這些心態？ 

 香港部分青年自稱屬於「佛系」，他們的心態和內地「佛系」青年有何異同？

導致這些異同的因素又是甚麼？ 

 一名要好同學向你表示他會效法部分內地高考考生，以「佛系」心態應付即

將來臨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就該同學的應考心態，你會如何回應？並解釋

你作會這些回應的原因。（提示：內地「佛系」高考考生不會認同一試定終身，因此對

即將來臨的高考不着緊，並對爭取好成績抱隨緣態度。參考鍾聞〈佛系「00 後」高考不定終

身〉，《信報財經新聞》，2018 年 6 月 8 日。） 

 「自稱『佛系』的青年愈來愈多，實在不利於香港社會的發展。」你在甚麼

程度上同意這種說法？試加以說明。 

 潮流趨勢如何藉着互聯網而加速向各地傳播？試以「佛系」這個詞語在內地

及香港的傳播為例而加以說明。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16 頁） 

 社會不斷轉變，新事物層出不窮，時下趨勢因而常常轉變，對青少年帶來各

種挑戰和機遇。建議教師選取數項時下趨勢與學生探究，當中宜包括正面及

負面的趨勢，從而較為全面地了解這些趨勢對青少年的影響。 

 

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許曉暉〈積極佛系〉（《信報財經新聞》，2018 年 9 月 21 日。） 

 伍如風〈「佛系」的迷思〉（《Recruit》，2018 年 7 月 17 日。） 

 李斐、張運〈佛系不爭固然好 莫為懶惰找藉口〉（《文匯報》，2018 年 6 月 19 日。） 

 黃明樂〈佛系青年（上、下）〉（《明報》，2018 年 6 月 12 日及 15 日。） 

 羅嘉凝〈從廢青、隱青到佛青 社會如何使青年「成佛」〉（《香港 01 周報》，2018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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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佛系青年」，「佛相」各不同〉（《環球時報》，2018 年 2 月 14 日。） 

 林日彥〈從佛系熱潮看新一代價值觀〉（《信報財經新聞》，2018 年 4 月 9 日。） 

 〈「佛系青年」對社會認知有偏差〉（《楚天都市報》，2018 年 3 月 18 日。） 

 〈佛系心態事事不在乎 中紀委斥要不得〉（《蘋果日報》，2018 年 1 月 29 日。） 

 〈潮語佛系的隱喻〉（大公網，2018 年 1 月 1 日。另見 

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text/2018/0101/136523.html） 

 周志強〈「佛系」是一種新自戀主義〉（《長江日報》，2018 年 1 月 23 日。） 

 麥影彤〈青年人須警惕「被佛系」〉（《浙江日報》，2018 年 1 月 5 日。） 

 〈一切隨緣？「佛系青年」成內地 90 後新標籤〉（《香港經濟日報》，2017 年 12 月

27 日。） 

 孫郁華〈「佛系」走紅中國網絡〉（《市民日報》，2017 年 12 月 22 日。） 

 〈「佛系青年」不要只等待外界點燃「炬火」〉（《深圳商報》，2017 年 12 月 21 日。） 

 〈別用「佛系」裝點自己〉（《長江日報》，2017 年 12 月 19 日。） 

 韓浩月〈別過多為「佛系青年」擔心〉（《南方都市報》，2017 年 12 月 19 日。） 

 〈「佛系心態」要不得〉（《中國紀檢監察報》，2017 年 12 月 18 日。

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7-12/18/content_56884.htm）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網絡性文化對青少年成長帶來的挑戰 

 Pokémon Go 手機遊戲的熱潮及其影響 

 韓國流行文化對亞洲地區的影響 

 佛教的規勸 
 
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青少年的自拍行為（CD61） 

 「捕捉精靈」熱潮（CD69） 

 冰桶挑戰（CE61） 

 「斜槓青年」（CF8） 

 

教材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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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青、夜青與追星〉（《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學與教資源→教材套） 

 

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李律蔚社工、張明珊社工：「青少年．戀愛．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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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學年） 

 突破機構：「香港青年就業面面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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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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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偉立博士：「大學教育與青少年國際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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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學年） 

 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組：「從《香港青年趨勢》（2014）研究調查結果看未來

青年發展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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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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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秉祥教授：「如何處理青少年成長議題中之價值爭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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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鵬教授：「內地社會及經濟發展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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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學年） 

 陳茂釗博士：「自我概念及溝通方式如何影響青少年的人際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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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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