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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左)

一直重視與市民互

動溝通。資料圖片

3. 請閱讀以下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A】

中學生認為現任特首最需
要於任內優先處理議題

作者簡介
莊達成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

任，曾任教高補通識教育科，現任教新高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文大

學教育學院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編著《如何做好通

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一書。

｜結｜語｜ 社會政治領袖能掌握社會脈搏，鼓

勵公民參與，將有助各項政策的理念更貼近民意，達
致「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符合民情民心。資訊科
技突飛猛進，令社會的議政過程更公開、透明、互
動，徹底改變社會公共事務、政治的參與模式；同
時，也促使社會大眾對社會政治領袖的認識，並監察
其施政表現。

4.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青年公民參與行為 沒有 間中 頗多 經常 有 總計

於網誌等地方就某些社會議題表達意見

向有關組織等表達對社會事務的意見

成為任何選舉的參選人或助選團

參與任何投票活動

同家人、朋友、老師或同學討論或在

newsgroup討論公眾事務

了解政府施政(如瀏覽政府網頁、閱讀

政府諮詢文件、留意報道等)

嘗試關注社會發生的事

(如閱讀報紙報道等)

55.5% 38.5% 2.4% 3.6% / 100%

82.5% 15.6% 0.9% 1.0% / 100%

69.3% / / / 30.7% 100%

26.2% / / / 73.8% 100%

18.7% 56.4% 12.3% 12.6% / 100%

24.3% 55.5% 10.5% 9.7% / 100%

3.5% 31.5% 20.4% 44.6% / 100%

2. 請先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

中學生眼中稱職特首
應具備條件

排序 條件* 百分比

1 聆聽民意 59.0%
2 廉潔 46.5%
3 良好管治能力 31.0%
4 誠信 29.7%
5 受港人認同 27.2%
6 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20.6%

高度自治」
7 良好道德操守 17.9%
8 具清晰治港理念 17.2%
9 有遠見 11.9%
10 尊重法治 10.6%

* 註：最多可選3項。
■資料來源：學友社：《「回歸十五周年─中學
生看特首選舉意向調查」》。

【資料B】
香港在邁向雙普選過程中，巿民自覺的政治參與意向日益提高；因此，任何政治領袖都要高度

重視民意，否則難以有效施政。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較多關注工商界、經濟和社會層面的精
英，較少爭取普羅大眾的支持。雖然政府在地區設有民政事務專員，但公務員的行政角色較強，

未必能迅速且有效地掌握民意。政治生態已改變、社會有不同層次和群體，民意搜集、政治游說和
政策解釋等工作對政治領袖而言非常重要。所以，政治領袖必須有新方法來建立穩定的支持力量。
然而，香港是傳媒資訊高度發達的城巿，傳媒的角色往往可左右民意。主流傳媒既是商業機構，

又可能受到特定的政治勢力、意識形態所牽制而製造「假民意」。社會的政治領袖應看懂這些。
■資料來源：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

網絡資訊發達促成香港青少年較易參與社會的政治活

動。近年，「80後」、「90後」表達訴求的方式有溫和的，

也有激進的；公民責任意識也隨之提高。無疑地，市民積極表

達訴求有助監察政府的施政，避免官商勾結、貪污等情況發生。社

會政治領袖聆聽巿民所求，有助改善其施政成效。當然，不同聲音的收

集，也會間接地拖慢政策的落實效率。

■莊達成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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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民生。 資料圖片

1. 請先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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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與父母衝突的四大態度
排名 態度類型 具體表現 百分比*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子女不想父母不開心，表面順從對
方但無實行，衝突只暫時化解，日積
月累或關係緊張。

子女尊重及討好父母，不敢表達不
同意見，如父母未及早意識，子女會
感到委屈及沉鬱。

子女有很強主見，和父母說話夾雜
憤怒情緒，令父母感到不被尊重，可
致劇烈衝突，雙方關係緊張。

子女和父母有不同意見，但擔心表
達出來，父母或有過激反應，故扮

「聾」，關係疏離。父母覺得「被當無
到」，或向子女施壓。

25%

20%

17%

16%

Laughing哥
(陽奉陰違)

屈「完」
（勉強接受父
母意見，但心
存埋怨）
憤怒鳥
(堅持、死撐、
駁嘴)
聾的傳人
(扮聽不到)

*註：香港青年協會轄下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在2011年9月至2012年4月
透過問卷調查6,300多名中學生；數字為佔調查人數的比率。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

■特首梁振英(左)經常參與青少年講座。 資料圖片

【資料B】
近年，不少政策到即將執行的最後階

段，才出現一些強烈的反對意見。有輿論
認為，香港資訊發達，媒體的相關報道在
當中擔當重要的角色。一般巿民透過媒體
見到政策的細節與自己的意向不符，便會
走出來反對。此外，政治氣氛的改變也促
使公民社會的巿民政治表態，令以前能為
人接受的政策變成不受歡迎的政策。
社交媒體興起，年輕一代容易接觸到政

治消息，多了機會議事論政；並藉此凝
聚、組織及參與政治活動。然而，社會的
不公平現象、政黨政治色彩多元，都間接
吸引年輕人參與社會事務；甚至認同採用
激進的表達方法去表達訴求。

■資料來源：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
■資料來源：突破機構：《「青少年職業發展與公民參與」研究》(節錄修訂)

a. 你在甚麼程度上同意社交媒體的興起對年輕一代的社會政治參與有正面影響？參考以上資料，加以解釋。

b. 「在香港，採用激進的表達方法向政府表達訴求，會比溫和的議事論政更有效。」你同意這個說法嗎？解釋你的答案。

【資料B】
香港的生活節奏急速，家長與子女之間的生活習慣、文化經常出現差

距，便會產生家庭衝突。這些衝突源於今天的家庭價值薄弱、離婚個案
上升、父母對婚姻缺乏信心和家庭暴力增加等。有輿論認為，要更好地
解決家庭衝突，一個最有效的方法是回歸基本，從欣賞、尊重出發，去
理解眼前的人和事，學懂包容接納家庭成員，同時不吝嗇讚美、幽默。
有社工建議，家長與子女相處時可採用「親子調解五步曲」，包括雙方

確定衝突的事項、表達自己對事件的看法和感受、嘗試站在對方的立場
考慮、共同構思各種解決方法、以及訂立和執行解決方案，藉此改善雙
方的溝通能力。 ■資料來源：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

a. 參考以上資料，提出原因以解釋香港
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衝突。

b. 你會向那些把親子衝突歸咎於子女自我中心的父母提出
甚麼忠告？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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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參考以上資料，指出並解
釋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香港

特首優先處理社會某些議題。

b.「在『一國兩制』下，兩地之間的矛盾已
嚴重影響現時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排序 議題* 票數

1 貧富懸殊 1,138

2 房屋問題 1,096

3 社會福利 835

4 醫療衛生 730

5 就業問題 617

6 人口政策 604

7 教育發展 472

8 弱勢支援 449

9 環境保護 421

10 土地供應 350

*註：最多可選5項。

■資料來源：學友社：《「回歸十五周年

─中學生看特首選舉意向調查」》。

【資料B】
香港的社經深層次矛盾積壓已久，政治領袖需要妥

善地化解這些矛盾。香港回歸後，兩地交往頻密，但
大量資金或居民湧入引致經濟或社會資源協調失衡。
制度不足所衍生的官商勾結、地產霸權和炒賣文化等
現象都令社會的不同利益互相對立，官民互信減低。
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還是那些：房屋、安老、扶

貧、青年難以向上流動、生活環境和醫療等。
另外，兩地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也會觸發香港人捍衛

人權、自由等核心價值的決心。有輿論認為，這些矛
盾很難化解，因為香港人有自己的價值觀、利益。

■資料來源：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

何謂公民參與？
綜合而言，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意指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民眾應被保
障擁有對政策的發言權，而且他們的意見在一定程
度上被重視與採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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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擁有對政策的發言權，而且他們的意見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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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公民參與？
綜合而言，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意指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民眾應被保
障擁有對政策的發言權，而且他們的意見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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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A，香港中學生對稱職特首的看法，反映他們對香港
的政治環境有甚麼期望？解釋你的答案。

b. 「在香港目前的社會環境下，民意是政治領袖建立和諧社會的最佳依據。」你
在甚麼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參考以上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

唔易做
■部分「80後」的

示威行動激烈。

資料圖片

特首

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

■傳媒有能力左右民意。圖為鄭

耀棠接受採訪。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