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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是

「知識共有運動」

的最明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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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避免網絡欺凌10大自保法》，香港《文匯報》，2011-09-06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06/ED1109060011.htm

2.《立法會十六題：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新聞公報》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7/17/P201307170267.htm

3.《低頭族，何止頸椎出問題而已！》，康健雜誌，第一百六十八期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4439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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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認為高科技產品對
提升現今香港人的生

活素質有多重要？參考以上資料，解
釋你的答案。

b.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網絡虛擬世界
對現實人際交流會帶來弊多於利的影
響？參考以上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a. 有人說：「香港的言論自由是造成青年人網絡
欺凌的最主要原因。」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試加以解釋。

b. 有人說：「在互聯網的學校揭秘將有助學校增加校政透明度。」
假如你是中學校長，你會如何回應這句話？解釋你的答案。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a. 你在甚麼程度上認同資料B對香港兩家免費電視台節目素質的批

評是合理的？試加以解釋。

b.香港增加發放免費電視牌照在甚麼程度上能有助香港繼續成為全球華語電視製
作中心？試加以解釋。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低頭族意指機不離身的新一代。

資料圖片

低頭族
Smartphone Addicts
意指低頭手拿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等

電子產品把玩的人（一般是年輕人），

他們不管甚麼場合和時間，只要空閒便

不禁拿出電子產品低頭盯㠥。這種現象

越來越普遍，但造成人際溝通、身體健

康等多種問題，被人詬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網絡欺凌
Cyber Bullying

網絡為使用者提供「虛擬我」的身

份，較少受到社教化約束，因而形成大

量匿名的「網絡批判者」，他們大多以

一己之好惡，對其他（尤其涉及爭議性

事件）的網絡使用者進行批判，而且一

呼百應、群起而攻，更甚者會向對方身

份進行「大起底」，將其個人私隱公諸

於世，形成一種網絡欺凌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世界

是平的》一書中指出，「抹平」世界共有10輛推土

機，其中起碼有3輛「開放資源碼」、「資訊搜尋」、「輕科技『類固醇』」

都與「科技」、「互聯網」有關。網絡為世界帶動「知識共有運動」，其

擴散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同時也帶動全球的「網絡」勞動力辛勤工作；

當中「維基百科」便是最明顯例子。網絡的虛擬世界甚至改變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以至消費模式等。可以說，「抹平」的世界，帶來科技、商

機的世界，也帶來多元、多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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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利弊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作者簡介
莊達成 曾任教高補通識教育科，現任教高中和初中通識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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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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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隨㠥科技越來越發達，智能手提電話越來越普及，社交網站已成為人際關係、溝通的其中一

個重要橋樑。然而，智能手提電話盛行，但每部動輒都要花上數千元，貧苦階層人士實在難以負擔。這會否造成

另一種「科技貧窮」呢？虛擬的網絡世界，難免會引起家長的關注和擔心。有些家長善用社交網站與子女溝通，

然而卻引起子女的反感。畢竟，「私人空間」與「虛擬空間」之間存有「灰色地帶」，家長的網絡「關顧」會否變

為「監視」呢？所以，在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好處時，也應懂得去除其負面影響。

資料A：
港人使用智能手機主要用途

項目 百分比

收發電郵 12%

玩遊戲 10%

看影片 4%

通話 17%

進行即時通訊（如WhatsApp） 35%

閱讀報章、雜誌或書籍 5%

瀏覽社交媒體（如facebook） 5%

其他 7%

無意見 6%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資料B：
港人日均使用智能手機時間
項目 百分比

少於1小時 21%

1小時至3小時以下 39%

3小時至5小時以下 21%

5小時至7小時以下 8%

7小時至9小時以下 4%

9小時至12小時以下 3%

12小時或以上 3%

不知道 2%

無意見 <1%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2. 細閱以下資料：

智能手機普及化，帶動社交網站日漸流行，成為網友更新感情
狀況的重要平台；同時，也為生活帶來便利，令用家瞬間接通世
界。然而，市民使用智能手機要適可而止，以免過分沉迷或依賴
手機。若以手機代替面對面的對話方式，社會人際關係與溝通模
式勢必受到衝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更疏離；有子女更成為
「低頭族」，減少與家人談話，甚至弱化親情及友情。

有學者認為，隨㠥科技的發達，市民對手機的依賴程度與日俱
增，不少人更因無法用手機而出現焦慮症狀。本港社工現時對手
機成癮者的輔導經驗不足，家庭和學校也應加強教育青少年，將
減少用手機列為社交禮儀。年輕人應發掘更多興趣、真實群體活
動，培養專注力之餘，也有助建立更多現實的人際交流，減少在
虛擬世界花費的時間。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資料C：港人每小時
查看智能手機次數

項目 百分比

1次 17%

2次至5次 32%

6次至9次 21%

10次至15次 9%

16次至20次 6%

20次以上 11%

不知道 5%

無意見 1%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1.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 A：香港增發免費電視牌照輿論

香港曾是全球華語電視製作中心，年產2,000小
時電視劇。可惜，現已有不少港人放棄看港劇，
直接從網上下載台灣、中國大陸以至日本、韓國
的電視節目，甚至追看英語台的外國電視劇。
港人對政府發出新免費電視牌照一事，各有不

同看法。有輿論認為，這將令連年錄得虧蝕的電
視台有機會倒閉，加大廣告巿場競爭；當然，引
入競爭者令市民有更多選擇，有助免費電視節目
內容更多元化。此外，隨㠥海外市場規模多年來
的日益壯大，電視台可乘勢輸出各種服務和產
品。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資料B：香港兩家免費電視台的批評和建議
項目 無㡊 亞視

．整體節目粗製濫造、低俗低智、意

識不良；

．劇集以迎合主婦觀眾為主，未能滿

足青少年需要；

．高清節目過少；

．烹飪及飲食節目太多，鼓吹奢華生

活方式；

．不應把體育和好看的節目安排在收

費台播放，應顧及全港市民需要；

．太多重播和外購的節目和劇集，特

別是J2和互動新聞台。

．製作更多題材新穎及正面的劇集；

．增加節目種類；

．改善遊戲節目素質。

．播放太多太舊的重播節目和劇集，亦太依賴購自

韓國、台灣、中國大陸和日本的節目和劇集，自

製節目則只以清談節目為主；

．高清頻道少，或沒有事先通知觀眾便取消頻道；

．不應轉播內地電視台頻道，因它們無粵語廣播；

．時事資訊節目如《ATV焦點》、《微播天下》，偏

頗欠持平、公器私用；

．本港台和亞洲台同時播放賽馬節目，對非馬迷不

公平；

．綜藝節目如《開心大發現》無聊，對娛樂及生活

無助益。

．增加本地及自製節目；

．減少重播節目，和避免經常更改節目編排；

．時事節目應保持持平。

批評

建議

3. 請先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家長擔心子女
遭受網絡欺凌評估

項目 百分比*

非常擔心 18%

頗擔心 29%

頗不擔心 34%

非常不擔心 10%

不知道 5%

無意見 6%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註：樣本以全日制學生家長計算

資料B：家長擔心子女
網站個人資料被利用評估
項目 百分比*

非常擔心 32%

頗擔心 41%

頗不擔心 18%

非常不擔心 4%

不知道 3%

無意見 3%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註：樣本以全日制學生家長計算

資料C：學校揭秘相關報道摘錄

近年，隨㠥互聯網的發展，
網上出現各種學校排名榜的網
頁，成為家長選校參考的其中
一個來源。這些網頁有許多學
校鮮為人知的秘聞曝光，而提
供資料者一般來自暱名的學生
或校友。有校長認為，網友揭
秘會影響學校聲譽和收生，因
為當中有些言論對學校有誹謗
或侮辱成分，會令家長信以為

真。但有學生認為，這些揭秘有助反映學校真實的一面；在教育巿場化的情
況下，學校為塑造優秀的形象，大多會報喜不報憂。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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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視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台牌照。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通訊事務管理局

網絡「抹平」世界

資料D：使用智能手機相關評論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