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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
時下趨勢、
生活技能 

身份、
角色和
權責 

人際關係
的建立和
衝突 

「自我與個人成長」的學與教重點 



基礎知識 

青少年的心理特徵 

 注重自我形象  

 尋求獨立自主  

 重視朋輩的認同  

 充滿理想和幻想 

 對新事物感到好奇，
勇於冒險嘗試 

 較情緒化，容易受外
界事物的感染  

 對戀愛與異性產生憧
憬  

 社會都市化、多元文化 

 政經制度變化 

 物質主義、消費主義 

 競爭多、資源少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 

 家庭變遷 

 社會及父母期望 

 個人權利增加、角色責
任更多 

基礎知識 
青少年面對的變遷、衝擊 



每一個人從出生以來即開始接受各種社會文化的影響
，經由社會環境中與人、事、物的互動，逐漸學習到
認識自己、了解別人，並進而在人際關係中學習到如
何待人、律己、循規、守紀等合乎社會規範的一切態
度、觀念和行為，這個學習社會角色與行為、遵守社

會規範的過程稱為「社教化」。 

青少年社教化過程的主要影響因素： 

  家庭 

  學校 

  朋輩 

  傳媒 

吳逸驊（2004）《圖解社會學》，台北：易博士文化。 

社教化 



自我概念泛指個人對自己的外觀、個性、強弱項

、價值觀、社會角色地位等的綜合概念，而這些概
念亦會受到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所影響。 

自我概念 

黃惠惠（2009）《邁向成熟—青年的自我成長與生涯規劃》，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組成部分 例子 

生理條件 外表可愛、長相漂亮、個子高挑、體型肥胖、身材魁梧 

心理特質 個性開朗、積極進取、消極悲觀、天真純潔、善良慷慨 

智慧能力 記憶力、判斷力、創造力、推理能力 

技能方面 藝術方面的才能、運動方面的技能 

社會角色 公民、學生、同學、團員、鄰居、教徒 



外表/身體意象 

不接受自己的身體/纖體/瘦身 

接受/欣賞自己的身體 

+
 

- 

注重外表 
《女神》鄭欣宜 

標準的審美觀跟你碰撞  
控訴你未符俗世眼光 
你既自然閃亮沒有說謊 
為什麼需要世人饒恕自信迫降 
不要低頭  
光環會掉下來 
你是女神  
不要為俗眼收斂色彩 
不要講和  
威嚴會碎下來 
你是女神     
不要被下價的化妝掩蓋 
…… 



自尊 
自尊指個人對自己的

能力和自我價值的主觀
感覺和評價，例如：大
多數人會因為自覺具備
某一方面的專長和感受
到別人的重視而肯定自
己的存在價值。 

自尊是從個人成長經

歷及與他人交往的經驗
發展而來，個人對自己
的評價亦會隨著知識、
能力和經驗的累積而有
所改變。 Rice, F. P., & Dolgin, K. G. (2008). Th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e. United States: Pearson Education, Inc.  



所謂潮流，即社會上的流行文化、有較多人喜

好、關注、參與的活動或行為；其可涉及多個
不同面向，例如衣、食、娛樂、消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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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情況 2016   
突破機構   7/8/2016 

青少年既消費亦生產媒體資訊 

9成7 認同二創 盼立法前充分討論 



網絡成癮 

手機成癮 



「港孩」多數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21世紀初、出生於物質

相對富裕家庭的香港兒童，尤以獨生子女、中產家庭兒童等較為
普遍；他們自小受家人溺愛和家傭全天候照顧，習慣接受小王子
、小公主般的呵護和伺候，他們只懂讀書、參加課外活動，可惜
在自理能力、情緒智商和抗逆力三方面均低。 

港孩現象/公主病/王子病 

黃明樂（2010）《港孩》，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親親我好媽》 

香港學生心聲 ！學生對惡媽5大控訴 
新Monday  2017年3月3日 

1. 喜歡的科目、興趣不能自己選擇 

2. 沒有結交朋友、玩樂的自由 

3. 檢查及跟蹤日常生活 

4. 從不聆聽子女說話 

5. 「為你好」就是道理、沒有商量的餘地 

父母管教方式 

恩威型 

放任型 

忽略型 

專制型 

男童巴士霸兩座 被嘲「無家教」  
on.cc東網  20170302 



課外活動 

「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 

為了培育學生的服務精神、鍛練團隊合作及
服從紀律的態度，很多學校都會安排一些制
服團體活動供學生參與，例如童軍、香港紅
十字青少年團等。 

集思會倡加強家長教育 

興趣班過多   礙幼童建正確價值觀 





荒誕建議阻自殺 學童價值大扭曲   
經濟日報  20170228 



隱閉青年 
《獨男》   古巨基  
我沒風格沒人注視 花不起錢講潮流 

我沒好處沒人約會 躲於窩居裡漫遊 

逼不得已才愛上了自由 

不知道 如果不說話太久 

難道會 記不起怎呼救    遺忘談情節奏 

遺忘如何才可張開笑口…… 

「有時我打給魏伯，他是我們班長，坐在我後面，
在南光裡只有他對我好。其實他家裡沒有電話，我
是在瞎鬧。……你說叫我跟誰去說話，只有跟自己
瞎聊了。不要笑話我，我跟我自己真的說得有滋有
味呢。」 

以上是白先勇小說《寂寞的十七歲》的一個片
段，…小說中的情節，會否成了現代隱閉青年的生
活寫照？   

「隱蔽青年」
泛指一群長期不上
學、不上班，拒絕
社交，也不參與社
會活動，過着自我
封閉生活的年輕人；
他們整天與電腦、
電玩、書本為伍，
把自己關在一個自
覺安全及舒適的區
域空間，甚少交際
應酬，與社會系統
缺乏接觸。。 

隱蔽大學生  
失業5年不出戶 



 可提升自我價值感、積極和肯定的態度 

 促進人際交往，特別是朋輩之間的相處 

 建立人生目標和激勵奮鬥動力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積極影響 

岳曉東（2007）《追星與粉絲—青少年偶像崇拜探析》，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消極影響 
 會過分「追星」而不理性消費和荒
廢學業 

 過分高估偶像的價值而貶低自我和
欠信心 

 對偶像過分認同和依戀而產生不切
實際的幻想、想入非非 





親子關係 
《單車》陳奕迅 

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  
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 
為何這麼偉大  
如此感覺不到 
不說一句的愛有多好  
只有一次記得實在接觸到 
騎著單車的我倆  
懷緊貼背的擁抱 …… 

《無價》吳業坤 
誰跟我講無論多麼辛苦 
毋放棄自己天賦 
旁人如常不怎在乎有你安撫 
曾經你手臂抱起他歸家 
而家他已長高啦 
年輪如常  光陰轉眼 
到我要寵你啦 …… 

《BA BA你好嗎》李克勤 
為甚您看似近但仍然很遠   沒話句對我說 甜葡萄都會變酸 
為甚我欠耐性和從來不退讓   並每事偏偏喜歡反對您立場 
不再願情形 糊糊塗變壞   不想跟您如畫下分界 
如我願盡力學習別偏激   願您亦開通些   同尋求一些瞭解…… 



親子衝突 

港父母少讚多罵   

情緒虐兒 



朋輩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同儕關係具有依附性，並由依附而產生從眾；假使個
人所依附的同儕是偏差行為者，則個人也會順從同儕的
意見而傾向犯罪；同時，同儕對青少年團體成員會合理
化自己的偏差行為，避免為別人貼上標籤，亦會強化團
體成員的凝聚力，以共同從事一些違法的行為。 

朋輩對青少年的正面功能  
–提供社會化經驗 
–獲得歸屬感、情感支持 
–分享感受、舒緩衝突 
–建立自我、行為楷模 

關麗珊（2007）
《F.4A》，香港：
突破出版社。  

鄧潔明（2003）《十
五十六騷動的星空》，
香港：突破出版社。  

不滿同學講壞話 中三女生約「講數」掌摑判入更新中心  
星島日報 6/3/2017 



戀愛關係 



雪中情     關正傑主唱 
與你情如白雪 永遠不染塵 

謠傳常常是惡夢 不可心驚震 

你看見雪花飄時  

我這裡雪落更深 

寂寞兩地情要多信任  

明瞭真心愛未泯 

寒梅仍能傲雪 你更加勝別人 

謠言從來莫信任 真心早共印 

我看見雪花飄時  

對你既愛仲更深 

日後我回來最好證實  

原來真心愛未泯 

雙星情歌        許冠傑主唱 
曳搖共對輕舟飄  
互傳誓約慶春曉 
兩心相邀影相照  
願化海鷗輕唱悅情調 
艷陽下與妹相親  
望揩白首永不分  
美景醉人心相允  
綠柳花間相對訂緣份 
心兩牽  萬里阻隔相思愛莫變 
離別悽酸今朝似未見  
明日對花憶卿面 
淚殘夢了燭影深  
月明獨照冷鴛枕  
醉擁孤衾悲不禁  
夜半飲泣空帳獨懷憾 

情歌分析（上一代） 



《愛》吳若希 
從來全無後悔唯有愛  
值得花費時光去靜待 
緣份無從避開  
無從預賽 沒法去刪改 
完全無遺力氣迷信愛  
就算斷崖都會有花開 
難摘才越精彩 仍付出慷慨 
有時流淚了   仍是放不開… 

《我的情書》泳兒 
一聲分手太過易  只差一點勇氣堅持 

能夠剖析出愛意  便相依一輩子 

一聲不講太幼稚  悔意又如何啟齒 

從前付出一番心血在最壞時 

還值得再三三思 

到半路離去死心真太易 

曾經一臉倔強的小女子 

沿途再犧牲幾次便記錄成長史 

才令我學會 示愛未算羞恥…  

《分手要狠》吳雨霏 

分手要狠  比相戀勇敢  給掌摑就當  打散不安熱吻  

分手要狠  講分手不需要等  等等都不會合襯  卻會忍不到熱吻  

離開得夠狠  搬走得更狠  刪走了電腦  一絲一點烙印  

手機都轉新  寂寞亦別要找舊人  知己慰問我  也記得不要犯禁… 

情歌分析（年青一代） 



缺錢買樓 教仔衝突  

離婚率創十年新高 年輕夫婦易「掟煲」  
星島日報  20170326 



傳統Vs現代家庭觀念 
三綱 

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 

君為臣綱 

社會的既有觀念，給了女性必須以家庭為重，必要時
需要放棄工作。她們必須舉止端莊溫柔，活潑好動可
能就被認為沒有家教。同樣地，社會的既有觀念，也
給了男性必須有一份好的工作，來養家活口，必須男

兒有淚不輕彈，必須看到蟑螂時勇於追殺。   

她小學畢業就要放棄學業，原因是家人重男輕女。『女性讀書
的機會很少，以我自己為例，我都派到位，我相信如果我是男
仔呢，屋企就會供我讀中學。我排行最小，第六，所以沒有人
相信（我不能升中學）。就是因為重男輕女，如果我是男仔就
有機會讀，家裡不是供不起……對上的哥哥考不到，家裡也供
他讀私校，他還要留級呢。』 節錄自《晚晚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 



性別角色 



M21青協網台—通識直播室 

香港女性幸福指數連續3年下跌 僅僅合格   
20170305  星島日報 





青少年的權利   資料來源：《青年約章》  
 青少年應在法律下享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青少年的私隱權應受尊重 

 青少年的意見應獲得充分考慮 

 在任何司法訴訟或行政程序中，應充分顧及青少年權益  

 被剝奪自由的青少年應獲合乎人道、尊重其個人尊嚴並顧及其年
齡的待遇 

 處理青少年罪犯，應以令其改過自新及重新適應社會生活為目標  

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參政和議政權利 

 求發展的權利 

 受保護的權利 

 生存的權利 



青少年的身份角色與責任 

身份角色 責任（舉例） 

子女、兄弟姊妹 孝順、分擔家務、自省自律 

學生、朋友 努力求學、尊師重道、關愛、坦誠 

香港市民 守法、政治及社會參與、公德心 

中國公民 關心國家事務、國民身份認同 

世界公民 培養國際視野、關注全球議題 



從事輔助專業人員、服務工作以及店
鋪銷售人員的比例普遍上升，藍領工
人(即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
操作員及裝配員)的比例則下降。 

20‐24 歲青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維
持在  6,500 元至  10,000 元之間，而 

15‐19 歲青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則
在 4,000 元至 6,500 元之間，均呈現緩
慢上升的趨勢。 



青年拒當樓奴 僅27%擬置業 
經濟日報   16/11/2016 

買樓上車是不少港人心願，但有調查發現，年輕人不願當樓奴，
只有26.6%受訪青年有置業打算，比10年前下跌近3成。受訪者亦
期望人均居住面積最少有270平方呎，與實際居住的126平方呎有
差距。61.1%同意擁有獨立居住空間是人生目標之一，而26.6%

受訪者指有考慮置業，較2006年時同類型調查55.1%，下跌28.5

個百分點。有意置業的受訪者中，35.6%預計可負擔最高樓價為
300萬至399萬元，其次有17.6%受訪者表示可負擔400萬至499萬
元，而55.6%人估計置業時需要家人協助。 

憂畢業人工低難過心理關口 

大專生求助大增3成 

社會競爭大 

兩成港青年對未來悲觀 



未成年飲酒易違法 半成曾遭性侵   
東方日報  20170209 





被訪青少年過去半年曾出現的偏差行為及對其接受程度  

過去半年曾出現的偏差行為  對行為的接受程度(＊)  

講粗口  72.2%  3.99 

抄功課／抄襲  57.1% 4.46 

夜返屋企，即遲過十二點鐘  56.6% 4.85 

飲酒  39.4% 4.40 

詐病不返學／不返工  26.3% 3.14 

打尖（插隊）  24.3% 2.39 

睇色情網站  22.6% 2.82 

打架  15.0% 2.09 

塗污  10.4% 2.50 

食煙  9. 1% 2.28 

＊由0-10分，愈高分，代表接受程度愈高。 





CD69_「捕捉精靈」熱潮 

CF3_香港青少年壓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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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禍、欺凌、 

援交、吸煙… 

低頭族、政改、  

醫療美容、網絡… 

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素質 … 

跨境合作 

、法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