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一：香港青少年*自殺身亡人數

* 註：年齡介乎5歲至19歲。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資料二：考生憂難升大 高壓難眠
根據香港某青年團體於2011年12月的調查，兩成考生求助個案皆是未能應

付壓力而出現精神困擾，其中有考生擔心難以升讀大學，常陷入極度緊張
的備試狀態，每天為自己安排緊密的溫習日程，長期休息不足，以致精神
欠佳，感到失落。有考生更需要服食醫生處方的抗抑鬱藥。

資料三：家長忙少傾談 子女上網喊自殺
港人生活繁忙，父母沒有太多時間和子女分擔成長壓力，青少年只好利

用互聯網宣洩情緒，甚至有人透過網誌、討論區
及社交網站發表自殺或輕生言論，青少年越肆意發表自殺言論，越

產生負面情緒，並感染他人，容易出現集體尋死的情況。

資料四：情困少男燒炭輕生
一名懷疑為情所困的16歲少年，被發現在秀茂坪 住所燒炭尋死，口吐

白沫不省人事，經搶救後留醫治理。警方經調查後，相信事主近日有感情
困擾，情緒不穩，遂生自殺念頭。

資料五：疑不堪壓力 中一女生學校跳樓
一名性格倔強、成績不俗的中一女生與父母發生口角後，於景嶺書院

一躍而下，不排除不堪父母「望女成龍」的壓力而輕生。資深家庭治療
師屈偉豪指出，家長太保護子女，以致他們稍不如意，便以自我毀滅來
宣洩負面情緒。

資料六：防止青少年自殺建議
1. 談戀愛時抱有寬宏大量的心，不宜過分執 。
2. 家長必須時常留意子女的情緒，適時作出輔導和幫忙。
3. 社工收到社交網站有青少年懷疑自殺的消息後，需及早介入及提供輔導

服務。
4. 制訂全校參與的學生培育計劃，促進學生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生活態

度及積極而正面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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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主題1：自我了解
探討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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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青少年把握機遇和應付挑戰，如逆境或重大轉變，各項生活

技能為何重要？為甚麼有些青少年易於掌握生活技能，但有些卻

感困難？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每年9月都被視為青

少年自殺的高危期，因

為學生在開學後容易感到抑

鬱，甚至自殺。到底青少年自

殺的原因為何？有何方法可防止他

們自殺？下文將作詳細探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謝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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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抗逆力越來越

低，易對困境抱消極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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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一，描述青少年自殺趨勢。

2.根據資料二至資料五，試指出及解釋青少年的自
殺成因。

3. 若青少年長期受到精神問題所困擾，這會對他們的成長造成甚麼影
響？試舉例加以討論。

4. 參考資料六，在防止青少年自殺的4項建議中，你認為哪 2 項因素較
重要？哪2項較次重？解釋你的答案。

世代

1. 參考答案如下：
．由1990年至1992年，青少年自殺身亡的人數由

20人急升至38人。
．由1993年至2004年，青少年自殺身亡的人數維

持在每年25人至35人之間。
．2004年至2005年，青少年自殺身亡人數由32人

急降至20人。
．從2005年起，青少年自殺身亡的人數維持在每

年20人至30人之間。
2.青少年自殺的原因主要與學業成績、戀愛、互

聯網普及和家庭問題有關，若他們遇到這些方
面的壓力而不懂得排解負面情緒，便易釀成自
殺悲劇。

．學業成績：面對新高中的推行，補課排山倒海
而來，青少年的壓力直線上升，若成績不及他
人時，難免會有出現挫敗感，覺得自己一無是
處，導致自我形象低落。如果處理不當，他們
可能會患情緒病，嚴重者更會自殺。加上社會
多以財富去作成功的標準，學校多以成績去衡
量學生的價值。這些價值觀會令學校忽略生命
教育的重要性，導致青少年缺乏抗逆力，容易
出現輕生念頭。

．互聯網普及：現今青少年喜歡在社交網站上表
達情緒，網絡的訊息流通速度快，若青少年在
網站發布企圖自殺的訊息，會被廣泛散播出

去。青少年容易受到同儕影響，當感染了負面
情緒，便會有自殺的傾向。

．愛情方面：青少年喜歡從取得異性認同去肯定
自我，不過人生經驗尚淺，容易因過度投入而
在遇上感情挫折時情緒大起大落，若無合適的
傾訴對象幫助他們認清方向，可能會在一時衝
動下自尋短見。

．家庭教育：青少年的抗逆能力多與父母的管教
模式有關，如基層家庭則因為口奔馳而缺乏照
顧，未能即時疏導青少年的負面情緒，他們遂
以自我毀滅的行為來宣洩不滿。

3.若青少年長期受到精神問題所困擾，會對他們
的成長造成以下影響：

．心理方面：易患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焦慮、
抑鬱等；若得不到適當及時的治療，或會釀成
自殺悲劇。

．生理方面：會出現肚瀉、頭痛、胸痛、作嘔及
暈眩的感覺。

．學業方面：做事失去動力，自信心下降導致自
我形象差，影響心理發展。

．人際關係方面：容易精神緊張的青少年會因少
事而和別人(如朋友、家人等)發生口角，欠缺與
人相處的技巧，個人會變得孤獨，踏進社會後
或未能合群。

．性格方面：由於未能與人建立良好關係，性格

會趨向孤僻、自卑、害羞和缺乏自信，影響人
格發展，長大後難以應付踏入社會所帶來的挑
戰及與人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

4.參考答案如下：
．第二項及第四項較重要；第一項及第三項較次要。
．家長及老師是青少年的重要他人，在他們的成

長路上尤其重要。家長及老師可引導青少年建
立正確價值觀，培養樂觀性格，增強青少年的
抗逆能力。當家長知道子女遇到困難時，可即
時介入並作出及時輔導，令子女感到被愛，並
幫助他們用最合適方法解決問題，有效防止自
殺悲劇。

．學校是青少年逗留最長時間的地方，若學校可
及時教導青少年熱愛生命及解困方法，便能有
效增強他們的抗逆力，令他們懂得以積極態度
去面對困難，防患於未然，自殺個案自然會大
幅減少。

．相反，儘管社工看到社交網站有青少年懷疑自殺
後，會及早介入並作出輔導，但百密也會有一
疏，社工始終不能在社交網站把所有具自殺傾向
的青少年辨識出來，而且未必每個青少年尋死前
也會在社交網站預先宣布消息，成效存疑。

．未必每個青少年也能理智地戀愛，要他們對戀
愛不要過分執，實在很
難。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數據顯
示，香港10歲至19歲組群的自殺率(每10

萬人口計)由2005年的2.18人，激增58%至2010年的3.44人，是升
幅最顯著的年齡組群。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黃祐榮指出，青少年自殺率上
升與互聯網普及有關。他解釋，港人生活繁忙，父母不常與子
女溝通，青少年透過互聯網宣洩情緒，甚至有人透過網誌、討
論區及社交網站等發表自殺或輕生言論，青少年越肆意發表自
殺言論，越感心灰，並感染他人，容易出現集體尋死的情況。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

港青自殺率5年飆58%

抗逆力低

從數據趨勢 學推論成因
通識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主要探討青少年的特質及其

人際關係發展。其中「青少年自殺」是常見的探討議題之一。以下
會就現象成因、相關概念和筆記技巧作出簡單解說。

同學在溫習這個議題時，不妨先透過互聯網尋找有關青少年自殺
的數據，因為我們可從中得出各種重要資料，如近十年青少年自殺
的趨勢，而這對了解成因有重要指引作用。

其後，同學可思考此現象的成因。青少年在青春期的人際關係由
家庭擴展到朋輩層面，他們人際關係上都會遇上困難，令其自尊和
自我概念下降。但香港的家庭模式主要為雙職家庭，父母工作繁
忙，以致與子女溝通不足。加上香港近年的離婚率不斷上升，單親
家庭數目增加。青少年未能向家人釋放負面情緒，壓力漸升，加上
社區沒有足夠支援(如社工)，最終為逃避問題便可能選擇自殺。

涉及概念多 逐個記清楚
至於概念方面，當提及青少年特質時，同學可引用艾歷遜的「人

生八階」、寶柏的「自尊五大基石」等；提及自殺成因時，可引用
「自我概念」、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愛情三角論」等；提供
建議時，可引用「非正規群體」和「生活技能」等概念。

在撰寫相關筆記時，同學可從現象成因和影響入手，寫出合理的
論點，並配合相關的通識概念。另外，同學亦可找時事作支持，如
早前一名患精神病青少年在網上留下遺書後在師生前跳樓。

■鄺嘉莉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及法律系

一年級生

尖子必殺技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有青少年因逃避

問題而選擇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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