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性別社教化？
性別定型透過性別社教化(Gender Socialization)得以實現及鞏固。所謂

性別社教化，意指男女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灌輸、複製刻板的性別印
象，令人認同男性與女性在性格特質、家庭角色及社會工作上，均應有兩
套不同的模式，並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與其他人的接觸，再次強化這些觀
念，令自己亦成為鞏固這種「鞏固主流價值」的一員。

何謂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Consumerism)意指無休止地追逐時尚潮流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念，提倡者鼓吹透過不斷購買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各種慾望。亦有學者認
為，消費主義成為人類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動力。

踏入2月後，雖然寒風不減，但大部分人

總有一股暖意在心頭，因為西方情人節與中

國元宵節將2月演繹為「禮物顯情真」。在這

歡樂的節日，相信不少男士為選購禮物而費煞

思量，鮮花、項鏈、戒指等相信是不錯的選擇。

從男女雙方的禮儀及所贈送的禮物中，我們又可以

看出甚麼「性別定型」現象？而西方情人節較中國

元宵節在港受重視，又是否反映港人在文化接受程

度上存在差異？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李浩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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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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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在何等程度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相容的？

•為甚麼部分傳統習俗能夠在中國人的現代社會中延續和發

展下去？為甚麼部分不能？

•在何等程度上，傳統習俗對中國人的現代社會具有意義？

全球化（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為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不同的

回應？

•全球化使文化和價值觀趨向單一抑或多元？帶來相互排拒

還是融和、演進？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1：自我了解
個人在青少年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有哪些流行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香港青少年構成挑戰和

機遇？他們如何回應這些趨勢？

■香港女性最渴望在情人節

收到另一半所送的花束。

資料圖片

■消費主義提倡

者鼓吹透過不斷

購 買 商 品 和 服

務，以滿足各種

慾望。 資料圖片

■情人節的禮物別具創意，這朵朱

古力玫瑰花幾可亂真。 資料圖片

請閱讀以下資料，然
後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港女最想收花 港男送禮要「識做」
有香港商場在1月訪問500名香港女性，以了解她們在

情人節最想收到甚麼禮品。結果顯示，香港女性最希望
在情人節收到花束，認為伴侶在情人節送花等於向另一
半表示最濃的愛意；第二位是朱古力；第三位是珠寶；
第四位是名牌皮具；第五位是電子產品，包括手提電
話、數碼相機及平板電腦。
有報道列出各種不受歡迎的情人節禮物，如毛公仔、

假花束等，原因是感覺太幼稚及太便宜。而運動器材及
抗皺臉霜等亦應避免，因為贈送這些禮物，等如投訴對
方的身材及皮膚欠佳。
另外，有調查訪問500名香港男性，以了解他們預算

在情人節消費的金額。其中12%打算消費2,000港元至
4,000港元；54%消費4,000港元至7,000港元；21%消費
7,000港元至10,000港元；9%消費10,000港元以上。而消
費項目主要包括情侶套餐及花束等。

資料二：為博紅顏一笑 中國男性最豪
根據某珠寶網站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情人節

送禮物，中國等東方國家的男性最慷慨。調查顯示，

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的男性，購買每件
情人節禮物的平均價格達到173英鎊(約2,115港元)。在
西方國家中，西班牙的男性最慷慨，購買每件情人節
禮物的平均價格達到151英鎊(約1,845港元)。而德國男
性則敬陪末座，在每件情人節禮物的平均花費只有59
英鎊(約720港元)，在所有受訪國家或地區中「包
尾」。

資料三：花語
鮮艷的花朵除美麗外，更能傳情達意，不同的花在人

類世界中有不同的文化意義，這些意義稱之為花語。以
下是常見花卉的花語：

花朵種類 花語

玫瑰花(紅色) 熱戀/熱情的愛/一心不變

玫瑰花(黃色) 嫉妒/分手

鬱金香(白色) 清純/純情/純潔

鬱金香(粉色) 美人/熱愛/幸福

香水百合 偉大的愛/婚禮的祝福

向日葵 仰慕/崇拜

康乃馨 母愛/熱戀

毋忘我 真摯的愛

薰衣草 等待愛情/安靜/堅貞/浪漫的愛

玫瑰花代表愛情，送不同數目的玫瑰花，代表不同的
心意。

數目 代表意思

1 只有您

3 我愛你

11 一心一意

99 長相廝守

101 你是我的唯一/直到永遠

365 天天想你/愛你365天

999 無盡的愛/浪漫一生

1001 直到永遠

1. 參考資料一及資料二，試
指出在節日中男女雙方的角色期望。

2. 參考以上資料，指出在情人節送花的意
義。

資料四：西方情人節傳統
在西方傳統裡，男性會鄭重其事地為戀人選購禮物、

送贈鮮花，以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而女性則會按照傳
統，把月桂樹葉放在枕頭上，盼望自己在夢中同自己的
心上人相會。情人節不僅是年輕人的節日，親朋戚友也
可互送小禮物，以示友誼永固。

資料五：中國元宵節習俗
元宵節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歷史，也稱「元夕節」。

按照中國古代的習俗，元指月亮正圓，元宵亦有一年之
中首個月圓之夜的意思。每逢元宵佳節，各地都會舉行
盛大的遊園燈會。古代的男女缺乏交往的機會，所以元
宵節很自然成為古時情人的相會之日。因此，元宵節亦
稱為「中國情人節」。

3. 參考資料四及資料五，當
中的內容與資料一及資料二

所反映的節日重點有何不同？

4. 承上題，你認為甚麼因素導致這種差異的
出現？

5. 在西方情人節和中國元宵節中，港人較重
視前者，這是否反映港人對西方文化的接
受程度較高？

資料五：調查指港青講心不拜金
有青年組織在2008年進行一項即場的問卷調查，訪問

超過200名16歲至24歲的香港青少年(當中逾半為學生)，
以了解時下年輕人對情人節的觀念。調查發現，有逾5
成青少年表示，今年只會購買200元以內的禮物送予對
方；超過5成半人不期望在情人節收到禮物；近7成人稱
不會因收不到情人節禮物而不開心。
該青年組織總幹事表示，坊間不少宣傳廣告都把情人

節塑造成為消費的重要節日，但調查結果顯示，求學
階段或初出茅廬的青少年認為，情人節對他們來說，
意義並不如外間渲染般以金錢掛帥，平日的情侶相處
更重要。

6. 試建議有效方法以幫助青
少年對抗消費主義。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現代中國＋全球化＋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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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性別定型？
性別(Gender)意指兩性在文化、社

會環境等後天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性
別差異。在社會科學的討論範疇裡，經
常提及所謂先天(Nature)與後天(Nurture)的
影響。所謂先天，指的是遺傳、基因、身心
發展等因素；後天則是環境、經驗、學習等因素。

性別定型意指將所有人都依據生理性別而刻板地劃分為
女性和男性，繼而對兩性存在不同的性別角色期望，按此
而發展出教育男性和女性兩套不同的既定模式，一旦超出
這種模式，便被認為是「不自然」、「不符合標準」甚至

「不正常」。

■商場的大力宣傳和吹捧令情人節變得商品化。

資料圖片

■香港人對元宵節的重視不及情人節。圖為時代廣場

舉行猜燈謎活動。 資料圖片

1.《情人節送禮　不如共度特別時光》，路透社，2012-02-10

2.《初一巧逢情人節　港推中西合璧戀人年糕》，香港新聞網，2010-02-08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0/0208/43011.shtml

3.《中西情人節由來》，香港教育城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special/valentines2005/come.phtml

1. 參考資料一及資料二，節日中的男女角色期望如下：
男性送禮物給女性是「責任」：資料一指出，其中

12%受訪男性打算消費2,000港元至4,000港元；54%消費
4,000港元至7,000港元；21%消費7,000港元至10,000港
元；9%消費10,000港元以上。而消費項目主要包括情侶
套餐及花束等。而且送禮越貴，越顯得男性大方，反之
則被視為小器。
女性擔當「被照顧」的角色：上述資料未有提及女性

在節日中的消費金額，意味㠥情人節中的送禮支出主要
由男士支付，女性只擔當接收禮物的角色，感受伴侶對
她的愛意。
2. 綜合以上資料，情人節送花的意義如下：
鮮花具有代表女性的文化意義：在傳統上，女性與花

有㠥微妙聯繫，例如稱讚女性漂亮，會用「人比花
嬌」、「羞花閉月」等。
鮮花成為愛的象徵：男方向女方送花，能夠傳情達

意，而從不同的花語中可見，向女方送不同的花意味不
同的意義，例如紅色玫瑰代表熱戀。
花的數量越多越有愛意：如送一支代表「只有您」，

365枝代表「天天想你」，而999
枝則代表「無盡的愛」。

3. 資料一及資料二以消費、禮物的價值為核心，強調
金錢及禮物在節日中的作用；資料四及資料五以傳統
文化為核心，重視節日的意義及情感。
4. 導致差異的因素如下：
現代人的物質富裕：現代人較以前更具經濟基礎，

故在送禮上亦較講究。
商品化：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令節日以禮物為核

心，往往只重視物質，忽略了節日本身的含義。
5. 同意或反對「反映港人對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較高」
的理據如下：

同意：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故較易接受西方的傳
統文化，故在聖誕節及萬聖節等西方節日中，慶祝氣
氛亦很濃厚。

反對：本地媒體較吹捧情人節，令節日商品化，如
送花束、戒指及朱古力等給另一半，為商店帶來龐大
的商機，因此商舖皆會進行鋪
天蓋地的宣傳，令市民在耳濡
目染下較重視西方情人節。

6. 青少年若能做到以下這點，便能對抗消費主義的引
誘：
無論在任何節日，青少年不應以金錢和物質來營造

浪漫氣氛，明白平日的情侶相處更重要。

■上海市有商

家推出「情人節套

餐」，爭搶「甜蜜商

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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