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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春期，青少年與父母
常有相處問題。倘若他們未
能正面處理，親子關係容易
變得不理想。同學在學習此
主題時，不妨先具體思考兩
代有何相處問題。之後，同
學需着重分析問題背後的成

因和提出建議。

常用潮語外星語 溝通現障礙
首先，兩代在溝通方式上出現問題。建議同

學使用「代溝」此概念增強說服力。譬如身為
「Y世代」，現今的青少年常用潮語和外星
語，例如「潛水」、「伏」和「O嘴」等，長
輩經常不明白子女的意思，令雙方在溝通上出
現障礙，未能有效地溝通。
此外，父母與年輕人亦常有衝突。為了更具

體分析，同學不妨列舉數個衝突方式，如口角
和肢體衝突。同學還可以加入時事新聞，如子
女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常被父母責備，甚至因此
輕生。衝突多源於價值觀的分歧，兩代衝突經
常圍繞學業表現、戀愛和金錢管理等。建議同
學不要只將矛頭指向年輕人，倘若父母自身面
對沉重壓力，例如財政和工作壓力，亦容易將
情緒投射青少年身上，引起衝突。上述只是部
分舉隅，同學可以繼續從個人、家庭、學校和
社會（如宗教）的角度下分析其成因。

引用流行文化 影響兩代相處
其實，同學亦不妨從現今的流行文化，例如

手機應用程式來分析它們對兩代相處帶來的影
響。隨着科技日新月異，現今年輕人成為「低
頭族」，經常機不離手，甚至沉溺手機遊戲，
或因此影響學業。傳統型父母大多對此不滿。
此外，年輕人亦可能因此甚少與父母面對面

溝通，令理想的兩代相處更難達到。不過，同
學需留意手機應用程式這類潮流文化未必一定
對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倘若使用合宜，甚
至能增進兩代關係。

最後，同學不妨就兩代相處問題提出建議，以改善親子
關係。 ■鄺嘉莉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系三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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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A及就你所知，
中國傳統家庭對培育下
一代起了甚麼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參考資料B及就你所知，
試分析青少年認為父母不明白自己的因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參考資料C及就你所知，試建議青少年
一些能化解與父母衝突的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參考資料C及就你所知，試建議一些有
助青少年與家庭維繫關係的技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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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
答問題：
資料A：
香港青年協會於2014年9月至

10月期間，成功隨機以電話訪問
525名年齡12歲至24歲的香港青少年，了解他們與父
母的關係。整體來說如以10分滿分，受訪青少年對父
母的喜愛程度平均為7.7分，83.4%人滿意與父母的關
係。青協青年研究中心主任指，調查反映香港新生代
大致保持傳統華人社會子女對父母應有的態度，逾八
成半對父母感尊重和信任，亦有93.8%指日後當父母
年老時會供養他們，屬可喜現象。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資料B：
調查中亦發現近四成（39.7%）受訪青少年認為父

母不明白自己，另有28.6%認為父母常帶給他們煩
惱，20.2%人更不諱言經常與父母作對。受訪青少年
最不喜歡被父母管束自己的社交生活，其次是學習成
績及戀愛生活。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資料C：
青協青年
研究中心主
任提醒，良
好的兩代關
係有賴父母
與子女共同
付 出 和 建
立；青少年
的成長需要
一定程度空
間，也需要榜樣去學習；而父母言傳身教的角色十分
重要。她建議為人父母者，應適當調整管教子女的方
式，以開放和接納態度，保持兩代溝通。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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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有量減摩擦
重塑和諧兩代情

大眾傳媒與青少年的生活息息相大眾傳媒與青少年的生活息息相
關關，，它為我們提供了最新的新聞資訊它為我們提供了最新的新聞資訊
和娛樂消息和娛樂消息。。大眾傳媒經常宣揚某些大眾傳媒經常宣揚某些
社會觀念社會觀念，，形成潮流風氣形成潮流風氣，，在很大程在很大程
度上塑造了青少年的行為和價值觀度上塑造了青少年的行為和價值觀。。
互聯網拉近了青少年與朋輩之間的互聯網拉近了青少年與朋輩之間的
距離距離，，青少年即使足不出戶青少年即使足不出戶，，也可與也可與
朋友暢談朋友暢談，，促進了同儕間的關係促進了同儕間的關係。。此此
外外，，青少年也會利用網上網誌青少年也會利用網上網誌、、討論討論
區或聊天室表達意見區或聊天室表達意見，，或爭取網友對或爭取網友對
個人言論的認同個人言論的認同，，從而在網上群體中從而在網上群體中
建立自我形象建立自我形象，，反映了網上群體與青反映了網上群體與青
少年的關係日益密切少年的關係日益密切。。

成長背景不同成長背景不同 雙方有代溝雙方有代溝
青少年與父母的成長背景不同青少年與父母的成長背景不同，，雙雙
方對事物的價值觀自然迥異方對事物的價值觀自然迥異，，形成所形成所
謂的代溝謂的代溝。。現今資訊社會急速發展現今資訊社會急速發展，，
有論者認為現在每相隔數年便形成一有論者認為現在每相隔數年便形成一
個代溝個代溝，，家長和子女或會因彼此對事家長和子女或會因彼此對事
物的不同看法而發生爭執物的不同看法而發生爭執，，如對儀容如對儀容
服飾的要求服飾的要求、、行為態度和表現等等行為態度和表現等等。。

父母事忙欠溝通父母事忙欠溝通 關係漸疏離關係漸疏離
相比於相比於20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今香現今香
港家庭對子女成長素質的要求港家庭對子女成長素質的要求，，已經已經

大為提高大為提高，，家庭開支亦因整體社會生家庭開支亦因整體社會生
活水平的上升而增加活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以往以往「「男主男主
外外，，女主內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的家庭分工，，已難以維已難以維
持家庭生活的開支持家庭生活的開支，，加上女性教育程加上女性教育程
度的提高度的提高，，現今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現今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
及核心家庭及核心家庭。。由於父母均要外出工由於父母均要外出工
作作，，往往因工作疲累而未有餘力與子往往因工作疲累而未有餘力與子
女溝通女溝通，，令子女與父母的關係變得疏令子女與父母的關係變得疏
離離，，大大降低了家庭群體對青少年的大大降低了家庭群體對青少年的
情感支援功能情感支援功能。。
青少年時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階青少年時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階

段段，，雖說青少年仍需依賴父母雖說青少年仍需依賴父母，，但也但也
希望得到更多的自主獨立空間希望得到更多的自主獨立空間，，期望期望

父母能尊重自己的生活方式父母能尊重自己的生活方式、、交友抉交友抉
擇和約會自由等擇和約會自由等。。
在朋輩群體中在朋輩群體中，，從眾壓力往往會影從眾壓力往往會影
響青少年與群體的關係響青少年與群體的關係。。青少年在從青少年在從
眾壓力下眾壓力下，，為了獲得朋輩的接納和認為了獲得朋輩的接納和認
同同，，或會改變其衣着或行為或會改變其衣着或行為，，以接近以接近
朋輩的要求朋輩的要求，，使彼此關係得以維持使彼此關係得以維持。。

中國傳統社會主要的特色是家族本
位，即以家族為社會活動的中心。在這
個充滿家族意識的社會中，人生是以光
宗耀祖、興家立業、衣錦還鄉為最高理
想。人生價值的表現在乎忠和孝，若敗
壞家聲，成為敗家子，就是最大的罪

行。因此傳統的中國人相信在家要做孝子，出仕要做忠
臣。時至今日，城市化的發展使宗族的聯繫減弱，但中

國人以家族為本位的思想仍然濃厚。
在以家族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父權是家庭的中

心。父子的關係在家庭中佔最重要的地位，而維持父子關
係則要靠尊卑之序。這種尊卑之序構成了傳統家庭倫理關
係，各成員間有尊卑、長幼之分。父親是一家之主，要以
威嚴的形象與子女相處。家庭成員間的一切重要事務，最
終要由父親作決定。

年輕人與父母兩代相處問題
一直備受關注，有調查發現，
雖然普遍青少年滿意與父母的

關係，但仍有近四成人直言父母不明白自己，近
三成認為父母常帶來煩惱，更有兩成人不諱言會

經常與父母作對。受訪者主要覺得父母管教嚴
厲，最不喜歡被父母管束自己的社交活動。有專
家提醒，良好親子關係有賴父母與子女共同付出
和建立；建議為人父母者，應適當調整管教子女
的方式，以開放和接納的態度，保持兩代溝通。

由於兩代人

之間存在不同

的價值觀，對於父母來說，受

傳統觀念的影響，跟不上社會

潮流，有時不能理解子女們的

想法，漸漸地與子女失去了共

同話題。而新一代接受新思想

比較多，比較追求個性和自

由，同時大部分年輕人還要面

對在外地工作等生活壓力，從

而對父母的干涉會產生一些反

感。究竟如何重塑兩代關係，

化解雙方衝突和矛盾？作者將

於下文和大家一起探討。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2：人際關係
探討問題：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年反省和為過
渡至成年階段作好準備？
．為甚麼青少年與家人、師長、朋輩和約會對象的關係會有
轉變？

．香港青少年怎樣反省人際間的衝突和與人建立關係？
．現代社會的人際溝通方式如何影響青少年與他人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三成港青嫌父母煩

傳媒互聯網傳媒互聯網，，令子女離父母越來越遠令子女離父母越來越遠？？

越難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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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家庭特質中國傳統家庭特質

■■家長在香港大學何世光體家長在香港大學何世光體
育中心與小朋友一起參與親育中心與小朋友一起參與親
子活動子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跨境學童派位結果理想有跨境學童派位結果理想，，即場上演即場上演
「「親子錫錫親子錫錫」」感謝媽媽的辛勞感謝媽媽的辛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位家長帶着孩子閱讀圖書。資料圖片

a.中國傳統家庭對培育下一代所起的作用
．塑造子女的性格
家庭是子女最早的養育和教育場所，所以成為人們接受社教化的第一個媒介。每個人從
出生開始，就在家庭中學習生活技能、知識、價值觀和態度。

．提供經濟物質
經濟角度來看，家庭一向是供應各成員物質需要的主要來源。在中國傳統社會，家庭是
重要的經濟生產單位，以家庭式作業進行生產。

．處理社會問題
家庭為各成員進行社教化及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處理了不少潛在的社會問題。個人
各方面的問題若能在家庭內得到解決，就不需要延伸到社會尋求協助。

．獲取社會地位
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有某種地位，以確定個人與他人交往互動的方式。人們第一個社會
地位就是由出生家庭所給予的；在傳統社會中，這種社會地位十分穩定。

b.青少年認為父母不明白自己的因由
青少年兒時在家中生活，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較長，生活上多方面需依賴家人的照顧，因此

與家人的關係較為親密。但當入讀中學後，青少年長時間離開家人在學校讀書，生活圈子得
以擴闊；加上雙職家庭的情況普遍，青少年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減少。青少年的性格因此變得
獨立，亦與家人關係較為疏離。
青少年年幼時，兄弟姊妹之間的競爭較多，經常會出現向父母爭寵、爭生活資源的情況，

容易引起爭執。另外，青少年兒時因害怕不聽從父母、兄姊的吩咐而被罰，服從性會較高，
但當年紀漸長，青少年有了獨立的想法和價值觀，便可能會違抗長輩的命令。家人之間的成
長背景和經歷截然不同，相對於自己的父母，現今青少年大多在較自由民主的社會氣氛之下
長大，他們追求獨立，期望父母及家人給予足夠的自主空間；但在家人眼中，青少年永遠是
長不大的孩子，應像年幼時言聽計從。

c.化解與父母衝突的方法
首先，面對衝突時，青少年應先嘗試釐清事情的始末，明白在甚麼情況下引致衝突，並提

醒自己，自己所掌握的資訊未必是事實的全部。
其次，青少年化解衝突的過程中，必須避免責難及抨擊對方。對別人須態度溫和，令對方

覺得受尊重，感受到自己是希望解決問題。
此外，青少年在解決衝突的時候，難免會有不暢順的情況，但切勿中止與對方的溝通。放

棄接觸將會令衝突迅速升溫，故應嘗試盡力保持溝通，表現自己希望解決問題的誠意。
再次，在發生衝突時，青少年應思考一下自己的底線，在甚麼情況下可平衡自己和對方的

利益，同時嘗試找出對方的具體要求，提出彼此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最後，在成功化解衝突後，青少年應進行檢討反省，回顧整個衝突事件及其解決的過程，

了解在甚麼情況下衝突會降溫或升溫，以及自己在整件事情上的得失，有助改進自己在下一
次遇到衝突時的表現。

d.青少年與家庭維繫關係的技巧
．個人方面：
青少年應時刻自省，了解自己性格上的不足，留意自己在甚麼情況之下，較容易發脾
氣。對別人方面，嘗試站在對方立場設想，將心比心，並用尊重、包容的方式去溝通，
理性地分析衝突中雙方的得失，明白「退一步海闊天空」，努力維繫彼此的關係。

．權利和責任方面：
家庭中不同成員擁有不同的權利和責任。身為家庭中的成員，便要清楚了解自己和別人的
權利和責任，安守自己在家庭的本分。若青少年明白自己和家人在家庭中的權利和責任，
便能減少因不同角色立場而引發的衝突，有助融入家庭生活，建立互相信任的和諧關係。

．建立歸屬感：
青少年若期望建立穩定和長遠的家庭關係，便需要在建立歸屬感。青
少年若願意為群體無私地付出，自然獲得家庭成員的認同，有助與家
人進一步發展密切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