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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
 配合校情(學生能力)

 IT運用

 學習動機提升

 學習效能



1. 了解目前青少年
使用智能手機及
互聯網的情況。

2. 探討香港青少年
『手機成癮』和
『沉迷上網』的
成因。

3. 利用「推因素」、
「拉因素」解釋
青少年現象。



孩童 青少年 成年

未完成/變化中/進步中
脆弱/不成熟/易受影響

保護/培養



 生理方面
◦青春期/體格成長能力上升

◦性成熟/第二性徵對性產生好奇/有性衝動

 心理方面
◦性激素大量分泌情緒波動

◦具備抽象思考、概念運用、邏輯推理、多角度
思考等能力

◦自我概念建立

 社交方面
◦重視群體生活/渴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和認同



 細閱工作紙上的描述，共有多少項曾經發生在你
的身上？





 探討香港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及互聯網是
否已經成「癮」。

 你認為問題嚴重嗎?



 參考短片的內容，說明智能手機的優點。







推因素

成長特徵
成長需要

拉因素

智能手機
的功能

青
少
年

「手機成癮」
「沉迷上網」

1.青少年有建立自我形象需要；
2.網絡可提供平台，分享個人生活感受；
3.如INSTAGRAM 為例，

4.青少年可隨時將相片上載，分享生活
點滴，讓他人了解自己的想法。

5.漸漸地，讓成分享生活點滴的習慣，
經常更新;

6.使用網絡／手機時間增加。



1. 指出青少年的成長需要／特徵；

2. 指出智能電話的哪一種功能可滿足其需要；

3. 以某一應用程式為例子，作具體說明。





A) 根據資料，描述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
的習慣。 （4分）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闡釋導致青少
年「手機成癮」的因素。 （6分）

挑戰題：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闡釋導致青少年
比較成年人容易「手機成癮」的因素。

（8分）







廣州的中山大學及澳洲的聖母大學一項聯
合研究發現，嚴重上網成癮（對上網不能自拔
或無時無刻要上網）的青少年比上網習慣正常
的受訪者高兩倍半機會出現抑鬱症等情緒病。
專家表示，過往研究只集中關注男生上網成癮，
其實不少女生沉迷玩電腦及上網。

 上網成癮(現象)高兩倍半機會出現抑鬱症等
情緒病(影響)

 過往研究只集中關注男生上網成癮，其實不少
女生沉迷玩電腦及上網男女皆可出現成癮



調查發現有網癮的青少年，並非透過上網
學習或求取資訊，而是上網娛樂，將大部分時
間放於電腦上，令社交生活及技巧大受影響。
專家建議學校應做好把關工作，為上網成癮的
青少年進行評估，了解他們的精神狀況，若發
現有異常行為，應及早採取干預措施，避免病
情惡化。

 措施建議

 成效?

 其他持份者的角色?(e.g.家長、社會……)



近年網絡遊戲盛行，多以免費開放作招徠，吸
引不少年輕人甚至上班族沉迷，但虛擬道具需付費
購買，有人月擲10萬購買的同時、有玩家豪花25萬
元買道具卻因營運商關閉追討無門、更有少女以援
交賺錢來購買虛擬寶物；而一般沉迷遊戲的學生，
亦曾偷取家人金錢或變賣家中物品，用作購買虛擬
寶物。沉溺情況除導致金錢損失外，亦會影響生活
及社交。有精神科醫生指出，長期上網打機及大灑
金錢購買虛擬道具，均是網絡成癮的徵兆，嚴重者
會難以控制上網時間，跟病態賭徒無法控制賭博慾
望沒有分別。

 上網成癮(現象)沉迷虛擬買賣其他社會問
題(延後影響)

 措施建議?成效?其他持份者的角色?



電子產品日新月異，同時亦令「四眼一族」激

增，以往千多度近視已夠驚訝，時至今日竟有廿歲青
年的近視直逼二千度，而老花患者亦有年輕化趨勢。
醫院視力矯正中心主管指，經常使用手機會令眼乾及
感到疲倦，由於過於集中用神觀看屏幕，令眼球晶體
厚化，導致近視加深。此外，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
會會長指，近年老花患者亦趨年輕化，由以往四十歲，
下降至現時三十五歲，「十一、二歲的小朋友都有成
千度近視，二十歲都未夠就有二千度，不要以為二十
多歲就不會再加深近視，看手機、電腦太多一樣會令
近視加深。」

 上網成癮(現象)對眼睛/視力的傷害(公共衛
生議題?)

 措施建議?成效?其他持份者的角色?



有物理治療師表示，低頭族有機會出現「網球
肘」、「媽媽手」等五大手部問題，曾有15歲少年因

打機患「媽媽手」，導致要停學！如果拿手機時手腕
經常屈曲，有機會出現「滑鼠手」，是由於手腕的正
中神經受壓，出現「腕管綜合症」。經常打機就有機
會出現「媽媽手」及「板機指」，前者是重複使用手
腕或大拇指，例如經常用拇指按手機，令手腕靠近大
拇指一側肌腱發炎；後者是手指連接手掌處的肌腱發
炎，經常用手指按或捽手機都有機會出現，患者可能
無法自行伸直手指。

 上網成癮(現象)對手/手指的傷害(公共衛生
議題?)

 措施建議?成效?其他持份者的角色?





香港眼科醫學院長表示，兒童長時間使用電子
產品易令眼睛疲勞，出現「假近視」。香港精神科
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代表稱，兒童過早依賴電子
產品會容易成癮不知節制，情緒受到左右，一旦禁
玩會暴躁、發脾氣。因此，眼科及精神科醫生認為
需正視兒童用電子產品過度現象，建議兩歲以下幼
兒不應接觸電子產品，6歲以下每日玩少於30分鐘。

衛生署去年底首次成立小組，研究手機、遊戲
機等電子產品對兒童及青少年造成的健康影響，並
將制訂建議予家長及教師。據悉，小組已召開了兩
次會議，預計2014年中發表指引。該小組成員包
括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代表、非政府組織、學者、教
育局及社會福利署代表。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進行關於青少
年使用智能手機情況的調查。調查發現，四成三受
訪者使用手機後人際關係變得生疏，另74%人坦言
當朋友使用手機時，自己也不自覺取出手機使用；
但若果朋友於聚會時不斷使用智能手機，68%受訪
者曾因此感覺受忽略或不被尊重。

為鼓勵大眾珍惜與親友相聚的機會，青少年服
務 中 心 與 食 肆 合 作 推 動 「 好 面 膳 行 動 」
（FACEMEAL Campaign），希望食客放下手機，
實行面對面用膳兼「邊食邊傾」。「好面膳行動」
計劃統籌者建議，青少年及市民應要「拎得起，放
得底」智能手機，不讓自己成為機器的奴隸。在
「好面膳行動啟動禮」，著名漫畫家為活動繪畫宣
傳品，同時獲得多個飲食集團支持活動，十多位
「好面膳大使」前往區內食肆，親身向市民推廣用
膳不用機的訊息。



「低頭族」湧現香港，連小朋友都在手機及電

子屏幕產品盛行下加入「族群」。有團體引述衞生
署較早時發表的報告，指中小學生時常曾因上網及
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從而放棄戶外活動。為讓小朋
友「抬頭」，團體在西九海濱長廊舉行首次集合不
同國籍的「共融馬拉松」親子跑步比賽，鼓勵小朋
友參與戶外活動鍛煉。

這次共融親子馬拉松有逾200組多國籍家庭參

賽，包括香港、美國、巴基斯坦、印度及菲律賓等。
比賽分為一千米個人賽，三千米接力賽及一千米
「親子賽」，希望藉以促進親子運動習慣。活動並
設攤位遊戲予小朋友參與。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關注青少年
沉迷上網工作小組」的網頁，目的是幫助
家長了解現時青少年的上網情況，增加這
方面的知識以及為一些正因子女沉迷上網
而感到困擾的家長提供一點意見。



由香港青年協會負責中央統籌；針對網
上潛在的各種風險，舉辦「互聯網教育活
動」，目的為教育青少年及市民善用互聯網，
並提供 500 個就業機會。



由香港青年協會提供的資訊，分析網絡
罪行的成因，並提供過濾軟件及家長錦囊，
希望透過讓家長掌握互聯網的發展，提高他
們對互聯網運用的能力，協助他們幫助子女
在互聯網世界中愉快學習和健康成長。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全健中心」於2011年

成立，關顧青少年面對成長中的不良誘惑，
尤其著重支援青少年上網成癮的危機，並關
心他們在身、心、社、靈四方面的均衡成長
發展，鼓勵青少年建立具意義及自控感的生
活。



由東華三院資助的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服務
計劃，內有預防網絡成癮及網絡安全小貼士
和家長錦囊，讓家長和同學學習以正確的態
度使用互聯網服務。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青少年綜合服務推行「網
開新一面」計畫，目標是協助沉迷網絡及網
絡成癮之青少年重拾自制能力，健康使用網
絡，並向社會各界推廣健康使用網絡之訊息
和持續進行有關網絡成癮之研究。



適度調整不同的教材及教學經驗以配合學
校情況及需要

關注問題本質(社會現況)，既教授學生知
識，也指導學生如何應對相關的挑戰，從
而介入及支援

運用資訊科技及不同技巧，從學生日常生
活出發，提升學習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