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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 中四級學生

• 下學期



教學流程

• 共4個課節，每節35分鐘。

• 預習

• 第一及二課節
探究問題 教學活動 學生課業

什麼是斜槓文化與斜槓
青年？(8分鐘)

小組討論，分享預習內容。
學生詮釋漫畫 – 認識斜槓的意思及來由

摘錄筆記

香港青年就業近年有哪
些趨勢？/ 趨勢 (20 分鐘)

個人 -- 二人小組學習
數據分析

工作紙 (一)

有哪些可能因素令愈來
愈多的青年選擇斜槓的
工作模式？(30 分鐘)

小組討論：觀看影片及閱讀資料 -- 歸納相關因素。
小組匯報
教師就學生討論結果作口頭回饋 – 學生須要摘錄重點。
教師總結今課堂的學習重點。

工作紙 (二) 
筆記



教學流程
• 第三及四節

探究問題 教學活動 學生課業

「斜槓青年」抉擇
過程顯示他們背後
持有哪些價值觀？

重溫：「價值觀」
分組討論：觀看影片及透過閱讀資料歸納相關因素。

資料回應題

探討「斜槓青年」
可能面對的兩個問
題 / 職場上的挑戰。

小組討論：假如你是一位______ 老闆，現在要招聘一位 ____ 在貴
公司工作，現在要刊登招聘廣告，你會列出哪些條件？
小組討論：觀看影片及閱讀資料 -- 歸納兩個斜槓青年可能面對
的困難。

工作紙(三) 

如何幫助青少年規
劃職場路？
從個人層面
從社會層面

問卷調查：透過 google form 你是否會選擇投身斜槓青年？為
什麼？若是，你認為應該從今天起如何裝備自己？
教師展示學生問卷調查的結果 -- 進行數據分析
學生利用自我檢視表，反思自己是否適合做一個斜槓青年。
分組討論、閱讀資料：了解現時香港社會如何幫助青少年的生涯
規劃。這些措施能否有效幫助青少年投入斜槓職場？
小組匯報、了解教師的總結、摘錄重點。

填寫google 
form 
工作紙(四) 
摘錄學習重點
延伸習作



課前預習

• 建立、鞏固單元一的基礎知識

例如：青少年成長特徵、自我形象、社群關係

「斜槓青年」的意思。(兼職+兼職+兼職 或 全職+兼職)

• 技能

IES 文本分析技巧

• 強化學生在課堂學習的主動性。



觀看兩段影片…

• 【經緯線】斜號青年 / 23歲多重職業少女：寧願賺少點，起碼知
道自己做甚麼……

• 片中訪問了四個年青人 --

Samantha / 阿添/ Queenie / Amanda 



完成預習工作紙 (約1小時) 

• 「斜槓青年」是指 …. (摘錄重點 做筆記) 

• 「斜槓青年」的共同特徵是 ….  (IES 資料搜集技巧)

• 訪問你身邊其中一位朋友，他們對「斜槓青年」的看法。

• 你認同「斜槓」文化？

特徵 Samantha 阿添 Queenie Amanda 

學歷 / 工作
經驗

(引用片中的對

白作佐證)

從事工作的
類別

對工作期望



探究議題：
青年就業與斜槓青年



學習目標

• 了解斜槓文化及其在香港的發展

• 探討斜槓文化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 討論斜槓青年對未來就業可能面對的困難 / 憂慮

• 青年人應如何規劃未來的職場路



(一) 腦震盪

斜槓 = 兼職+兼職+兼職 / 全職+兼職 / 打散工

斜槓 = 青少年



(二) 了解近年香港青年
就業的情況



從下列圖表，描述香港15-24歲青少年由2008年至2014年間
的就業情況。並提出一個可能引起的社會關注。(4分)





就業情況

• 青年人面對就業不足 因為整體就業率有下降趨勢

• 而且愈來愈多年青人選擇從事非經濟活動

• 即使選擇就業，愈來愈多年青人選擇彈性工作

社會關注 ….. 



個案 …

29歲的Richard表示，2009年大學畢業，因正值金
融海嘯後，「當年各行各業經濟好差，即使有公司招
聘，薪酬亦很低。」故他決定修讀2年碩士課程再投
身社會。畢業後，他任職補習社導師，起薪點只有1
萬元，其後轉行做雜誌編輯3年，再重投補習行業，
即被老闆壓價，「公司見我做3年便轉行，乘機壓價，
比一般同事薪酬低3成。」他坦言，之後薪酬一直偏
低，難大幅上調，「今年初再轉到另一間補習社，月
薪仍維持於1.8萬元，同事一般有2.2萬元。」



上述青年就業趨勢，如何令青
年選擇加入斜槓職場的文化？



(三)指出並解釋「斜槓青年」
出現的兩個因素。(6分) 



在香港，約52萬彈性就業者中有約13
萬為青年，除部分因找不到全職工作而

選擇彈性就業，………

這種職場的新常態，不僅顛覆
傳統價值觀，更創造了一群新

類型人



從閱讀資料 (一) …

現在Phyllis每月一般都有5位數字收
入，跟昔日返正職相若。她希望能維
持這水平，不要加重家人負擔，更希
望之後有能力給更多家用。Phyllis坦
言，當Slashie的決定頗為任性，幸
好家人一直支持。



從閱讀資料 (一)  …

• 他們掌握更多主動權，有更多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他
們生存於網絡、遊蕩於網絡，對科技手段的運用嫻熟自
如。他們敢於蔑視一切自以為是的權威或者權貴，包括
自己的頂頭上司，他們更願意快樂地工作，而不是辛苦
地賺錢，看領導臉色。90後進入社會參加工作，他們當
中有打工仔，今後還會有企業家、藝術家、傳媒工作者、
領導者等等，想想看，90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會給這個
國家帶來怎樣令人激動的變化，僅僅是想想，就已經足
以讓我們很高興了。



從影片 …….. 歸納因素+閱讀資料

向度 因素 (主題句) 引用例證 解釋如何導致「斜槓青年」出現 結論

個人因素 對工作期望 -- 較
大工作自主權

家庭經濟背景

Amanda … 斜槓青年多是身兼數職的自
由工作者，有較大的權利去
選擇自己感興趣、能獲得滿
足感和成功感的工作，時間
分配亦相較傳統全職工作更

為靈活。

社會因素 社會工作越加零
散化

經濟因素



(四) 「斜槓青年」抉擇過程顯示他們背後持有
哪些價值觀？參考下列圖表、影片及閱讀資料。

新生代的彈性就業模式



閱讀資料 (三)

青年搵工 求開心不求高薪 經濟日報 20140829

對未來工作，著重個人
感受，相對工作的條件，
例如薪金，其非他們優

先考慮。



閱讀資料 (三)

• 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鄧良順認為，上一代年輕人，目標可能是
買樓養家，生活安穩，但現時年輕人因面對不少社會壓力，如樓
價高昂，覺得「反正做極都唔會買到樓，不如及時行樂」，加上
年輕人注重私人時間和娛樂，因此轉為做「散工」，「搵夠就
走。」鄧曾見不少「散工」年輕人完成一份長工後，拿到薪水便
去旅行，「時下年輕人喜歡去看看這個世界，去旅行玩完就回來
再賺錢。」他認為，近數年抱持這種想法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中
大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陶兆銘認為，現時青年工作價值觀是
「搵夠就去發展興趣、見識世界」，此屬全球趨勢，但不代表他
們懶惰、無毅力。不過周綺萍提醒，「做一年散工，已好難轉正
職。」



閱讀資料 (三) 



「斜槓青年」對就業背後所持的價值觀 …..

價值觀 佐證 闡述

歸納因素 論證解說



(五)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
「斜槓青年」可能面對的兩個問題。

(6分)



閱讀資料 (四) 

• 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鄧良順認為，上一代年輕人，目標可能是
買樓養家，生活安穩，但現時年輕人因面對不少社會壓力，如樓
價高昂，覺得「反正做極都唔會買到樓，不如及時行樂」，加上
年輕人注重私人時間和娛樂，因此轉為做「散工」，「搵夠就
走。」鄧曾見不少「散工」年輕人完成一份長工後，拿到薪水便
去旅行，「時下年輕人喜歡去看看這個世界，去旅行玩完就回來
再賺錢。」他認為，近數年抱持這種想法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中
大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陶兆銘認為，現時青年工作價值觀是
「搵夠就去發展興趣、見識世界」，此屬全球趨勢，但不代表他
們懶惰、無毅力。不過周綺萍提醒，「做一年散工，已好難轉正
職。」



閱讀資料 (四) 

美 國 《 紐 約 時 報 》 在 2007 年 創 了 一 個 新 名 詞 「 斜 槓 青 年 」
（Slash），指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只做一份工，而且同時擁有多重
職業和身份，他們介紹自己時，會用「斜槓」（/）來區分自己的
不同職業。
此外，本港有調查發現，青年人從事彈性就業已成新趨勢，這些
「斜槓青年」喜歡擁有工作自主權，包括由自己控制工作時間。不
過，「斜槓青年」的工作經驗或不受僱主承認，部分合約更令他們
不受勞工法例保障。
有評論指，若然彈性就業成為新世代的職場模式，香港政府便應回
應青年人的就業需要，為「斜槓青年」提供相關支援及配套措施，
而社會人士也應在觀念上作出相應調整，接受這種就業新趨勢。
資料來源：綜合自2016年12月至2017年9月的報刋及網上資料。



「斜槓青年」可能面對的兩個問題 / 職場上的
挑戰 ….

問題 從閱讀資尋找證據 闡釋



(六) 如何幫助青少年規劃職場路？



近日社會對青年就業情況有以下的討論…

• 上述傳統的由上而下線性模式，不但無法照顧不同人的獨特個性及才華，更大的問
題，正是以舊有的思維框架扭曲了年青人的可塑性及創新思維，甚至妨礙了社會進
步。在此請容我舉一些簡單的例子：目前的生涯規劃教育模式，到底能怎樣協助一
個夢想當電子競技選手的年青人？又或者，有人想當有機農夫、樹藝師、生態導賞
員，或從事首飾／手機外殼設計，教育當局又會提供什麼協助？由此可見，社會變
化很快、很大，新的工種和所需知識日日不停更新，傳統的由上而下線性模式也許
可以當作支援及參照體系，卻不宜成為人人必須依循的準則。

• 傳統的職業 …. ，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現實情況及發展趨向。就以近年歐美及
日本等已發展區域為例，臨時工及合約工的數目大幅增加，「大公司」、「鐵飯碗」
一類名詞已成明日黃花，甚至連天之驕子的專業職位亦大受影響，新入職者已無法
跟隨固有的職業模式。這些現象，不但重塑了職場生態，更改變了年輕人的心態，
而近年愈來愈流行的「斜號青年」/「斜槓族」（slashies) 便是其中佼佼者。



你未來會否選擇加入斜槓職場
嗎？為什麼？若是，你會如何
裝備自己？



社會人士表示 … 

• Slash族追求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成功，如晉升機會、收
入等，而是透過多種職業而建立的人際網絡、經驗、新
的技能，並獲得自主性及滿足感。因此，slash族必須知
道自己投身slash工作形態的原因，別貪一時舒服，或以
為能追求自由便倉卒作決定，同時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
或興趣做好自我管理工作。



斜槓青年 -- 如何規劃職場路？

從個人層面 …. 

1. 認識自己



2. 如何裝備自己？

現時社會上有政府或非政府機構，舉辦不同類
型工作坊，幫助青少年認識自己，發展潛能，
並提供職場經驗。你認為這些措施如何幫助你

的生涯規劃？



閱讀資料 (五)

新地師傅心繫青年15載
十星期職場同行助年輕人展潛能
由新鴻基地產（新地）贊助、突破機構（突破）合辦的「『見』造未來－師徒
創路學堂」於早前舉行結業禮。23位學員透過為期10星期的工作實習、成長訓
練、及台灣交流之旅，找到各自的夢想及方向。

網上律師、未來KOL、空間營造夥伴……隨著先進科技發展，職場面臨改革，
這些陌生的工種或會成
為未來的主流行業。探索未來，作知情的選擇，是青年成長的一部份，他們現
在面對的升學就業出路愈趨多元，故生涯規劃教育亦愈見重要。
突破機構承蒙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贊助，出版了Breakazine!047《未來工作想像
指南》，深入探索和思考現今香港人的多元生涯足跡的起步，並以此書誌為主
軸，一同發展和推動一系列讓青年人參與的生涯
探索活動，期望生涯規劃輔導教師和相關人員能以此為起點，在年青人社群、
家長群體，以至社區內，引發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討論。



閱讀資料 (五)

提供服務來
源
(政府、非
政府、學校
等) 

服務類型
(認識自己、
發揮潛‧工
作體驗、提
供資訊等)

是否有效幫
助你的生涯
規劃？
(1 – 5) 5 分
最有效

你會否選擇
參與？為什
麼？

分類 反思 解說



從社會層面…. 

• 社會未來發展的需要性

經濟增長放緩，對年輕世代的事業發展和社會流動，均有一定影響。一項研究發現，於上世紀60年
代中期出生的大學畢業生，在35至39歲期間賺取的每月收入中位數，以2013年固定價格計算為
33,500港元。然而，於上世紀70年代中期出生的大學畢業生，於同一年齡組別可賺取的收入中位
數僅為26,100港元。相對於前幾代的大學畢業生，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生的大學畢業生所賺取的
每月收入中位數水平亦是最低的。

創業是推動經濟增長及創造職位的主要動力，但僱主在本地工作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在過去20年間
幾近減半，於2015年更跌至僅3%；而34歲及以下的年輕人在本地僱主中的比重，更在1991至
2015年間由25%縮減至9%。本地僱主人數萎縮，可歸因於製造業及貿易行業的機遇減退、冒險精
神減弱、物業租金高企，以及融資限制所致。雖然政府最近公布了若干協助初創科技企業獲得財務
資助的措施，但海外的創業研究指出應更聚焦在創造便於營商的規管環境及公平的競爭環境，支持
所有經濟領域的可持續初創企業，而非傾斜於某項經濟界別的活動。



社會人士 … 特別是家長 … 改變固有的看法

• 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鄧良順認為，上一代年輕人，目標可能是
買樓養家，生活安穩，但現時年輕人因面對不少社會壓力，如樓
價高昂，覺得「反正做極都唔會買到樓，不如及時行樂」，加上
年輕人注重私人時間和娛樂，因此轉為做「散工」，「搵夠就
走。」鄧曾見不少「散工」年輕人完成一份長工後，拿到薪水便
去旅行，「時下年輕人喜歡去看看這個世界，去旅行玩完就回來
再賺錢。」他認為，近數年抱持這種想法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中
大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陶兆銘認為，現時青年工作價值觀是
「搵夠就去發展興趣、見識世界」，此屬全球趨勢，但不代表他
們懶惰、無毅力。

正面經驗的分享… 



總結：斜槓青年愈來愈多，對
香港社會未來發展是一種負累。

你同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