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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舞者華麗背後

給面試官一個請你的理由

夜，黑如
無涯，街燈
卻灑落了一
地微黃，一

隅空地黃黃燦燦，成了比鎂光燈更璀
璨的舞台。「蓬！蓬！」低音在耳邊
炸開，如拳風，震源是街舞者
（B-boy）隨着節拍不停舞動的肢
幹，身體凸顯了生命的張力、青春
的無敵：撐、放、搖、倒，喝彩感
嘆聲此起彼落，街舞者是為了這刻
肯定而存在的生物。在不少年輕人
眼中，它很「潮」，加上電影傳媒
互聯網推波助瀾，成為B-Boy、
B-Girl是很多年輕人心中的夢。
街舞者ET是行內公認的高手，
舞齡逾十載並獲獎無數，曾成立
個人工作室，並經常擔任不同比
賽之評判。他表示街舞源於美國
紐約黑人創立的街頭文化，是一
種講求即興表演的舞蹈藝術，至
今街舞在世界各地發展成熟，
因其衍生出的觸手伸展至時
裝、音樂、娛樂事業和活動策
劃等不同領域。「初期舞蹈會

配合Funk風格音樂，但經過40年發
展，音樂類型早已不拘一格。」
時下很多年輕人覺得跳街舞很「有

型」，想把跳街舞視作終身職業，以
教舞為生。ET表示，這意念太理想，
「學生學跳街舞往往是個人興趣，可
以任意做你喜歡的事情，沒有生活壓
力，變強變厲害了，你會覺得很開
心，但將之視作職業，感受就不同
了。」
這些差異有甚麼？ET如是說：

1. 餬口不易
街舞者收入主要來自兩類：穩定的

來自教班，不固定的則來自表演，收
入不多而人浮於事，生活並不容易，
很多舞者只能以兼職起步，邊跳邊工
作賴以求存。
2. 經常面對不合理要求
街舞者教班時常面對諸多不合理要

求。如有人以為，舞者經驗豐富，排
一段子舞步該易如反掌了吧，於要就
要求一星期內編好一套表演用的舞

步，但舞蹈講求節奏、靈感，如何搭
配方能精煉成美玉其實絕非易事。面
對這些不合理要求，舞者只可盡量接
受，但求累積經驗，臻於完美以後才
有機會放手一搏，辭掉教班向專業街
舞者之路前行。
3. 社會接受認可程度不高
街舞印象，年輕人配上「型」與

「潮」二字，但好些大眾仍認為只有
「讀書唔成」、「輟學」、「無家可
歸」才與街舞扯上關係，社會對街舞
認知不足，成見仍深，要將跳街舞視
為藝術表演，香港街舞者仍有漫漫長
路要走。
面對種種困難，ET仍然抱着大夢
想，期望將來可讓更多人全職成為街
舞者，提升這門舞蹈的認受性，讓更
多人透過這股不安的躁動，表達自己
的澎湃與純粹。
你們想跟ET體驗街舞嗎？還想跟

上回的調酒師傅學習「拋樽」嗎？快
快讚好我們的專頁（https://www.
facebook.com/hkywcaclap），再inbox
我們你的姓名及聯絡電話，只要有5
位15-21歲、沒上學又沒有工作的年
輕人參加就可成行，希望大家踴躍報
名。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香港
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
規劃服務隊（香港島
及離島）

阿熙初中
時很討厭科
學，是他成
績最差的一

科。偶然的一個機會，他參加了學校
的暑期科學研習班，從此中學生活不
再一樣。阿熙從科研隊的小成員開
始，搜集資料、學習將生活需要化成設
計理念，與隊員互補所長，從不同科研
比賽累積（失敗的）經驗，到擔任科研
隊的隊長……去年，他們憑發明以LED
燈能量為鞋消臭的特殊化學噴劑，得到
聯校科展大獎。他對科研充滿熱誠，也
自然是未來升學的目標。

阿竣是一位滿有天分的中五學生，藝術
和運動的校園活動，他都是常客，但令他
全 情 投 入 的 ， 是 工 藝 創 作
（craftsmanship）。從小六開始，他就對機
械的設計和操作原理很感興趣，試過把機
械鐘拆開來研究各零件的設計。漸漸地他
不滿足於市場上大量工業倒模生產的製成
品水平，阿竣要以一雙手創造具備心思、靈
魂的工藝作品—刀具、鋼筆、中型動力機械

裝置藝術品……見過他作品的老師、同學，都稀奇他背
後的創意和毅力。

大家以為他有這些作為，是因為他良好的家庭背景？
對，阿竣擁有自己的工作室。從父親的工場旁取得丁方
的角落，但從清理過噸廢物和改建機器，由處理原材料
到完成作品，都是以一人之力，和數以千小時計的付出
和汗水。
「你的興趣是什麼？」這是我們給年輕人生涯輔導時
最常提出的問題。我們都以為，我們對「興趣」很了解，
今日的年輕人也應至少有一兩項自小經父母悉心栽培「琴棋
書畫」類的興趣吧！但其實這個問題不好答，筆者試從以下
幾點與讀者一同思考：
「興趣」（interest）可涵蓋不同範疇，學術的、非學術的；

在個人能自主運用的時間裡，你會選擇參與的活動，享受其中
過程，那就是興趣所歸。
興趣的發展與年輕人的自我效能感很有關係。我們認為自己

有能力做得好的、又期待會有成果的事，會甘心樂意投入更多
時間、心思，隨着時間和良好經驗累積起來，又會循環不息地提
升我們的興趣和自信。因此，個人的投入和環境提供的機會，是
兩個推動年輕人發展興趣的重要元素。若阿熙沒有經歷暑期科研
班的機會，他可能只是一個生活苦悶、漫無方向感的高中生而
已；阿熙和阿竣對各自喜愛的事物所顯示的，已不單是陶冶性情
式的興趣，而是使他們全情投入，做到最好的「熱誠」
（passion）。
興趣可成為未來升學、職業選擇的基礎。以阿熙為例，他的升學
目標已很清晰。但是否每個人的學業和職業必須與興趣和熱誠緊緊
結合？抉擇未來，需考慮的因素很多，興趣只是其一（這個複雜的
課題日後再談）。筆者有一位熱愛話劇的朋友，正職是大藥廠的行政
人員，他認為興趣不應與金錢掛鈎，堅持以業餘方式參與劇作，但對
話劇的熱情似未有減退。
不知阿竣對未來有何想法？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
劃」首席研究顧問（學校）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何玉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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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是升學或求
職過程中必經而且關鍵
的階段，因此，掌握良
好的面試技巧將有助達

成生涯規劃所訂的目標。一般來說，回應面試問
題是最令面試者感到緊張的一環，如在過程中
遇到刁難問題，或會不知所措，大大影響表
現，因而失去被錄取的機會。其實只要願意花
時間下工夫，大部分題目是可以預先準備回應
方法的，以下將與大家分享一些求職時常見而
具挑戰性的面試提問。
1. 一個聘用你的理由
面試官普遍擔心剛畢業的年輕人缺乏工作經
驗，未能應付職位的要求，因此對聘用年輕畢
業生一般都有所保留，但同時也想找出聘用他
們的理由。這類題目其實是面試者推銷自己的
好機會，面試者可先透過例子展示自己的技
能、強項和學習態度，例如曾修讀相關學科、
兼職工作、實習經驗、或曾獲得相關獎項等，
繼而再向面試官說明自己的技能和強項可符合
所申請的職位要求，以及勝任這份工作的信
心。
面試官在了解你的優勝之處後，隨即可能

會問你申請這份工作的原因。面試者可從機構的經
營理念、申請職位的工作性質、培訓機會等方面解
釋為何希望獲聘，並說明這些因素如何讓自己的強
項及技能得以發揮，為機構作出貢獻。
2. 一個具挑戰性的經驗
面試者往往擔心此類提問容易顯露自己的不

足，讓面試官知道你軟弱的一面。其實這類問題
主要是讓面試官了解面試者的應變能力、學習敏
銳度 (Learning Agility) 及解難能力，所以只需簡
述其中一個具挑戰性的經歷，包括具挑戰性的原
因、面對挑戰時所訂的目標等，而最重要的是分
享如何透過正面態度及具體行動達成目標，以及
當中的學習和得着。倘若在過程中曾借助他人幫
助，面試者亦可如實分享，這樣更顯出其願意接
受意見及有效的溝通能力。
此外，面對挑戰時往往壓力大增，因此面試官
也希望藉此機會了解面試者處理壓力的方法，以
便判斷其獲聘後是否有能力在壓力狀態下如常處
理工作。沒有工作經驗的畢業生可憶述求學時紓
緩壓力的健康方法，讓面試官感受到你有一定的
抗壓能力。
3. 一個團隊工作的經驗
大部分工作均需要團隊合作才能完成，因此面

試官會希望了解剛踏足社會的求職者在這方面的
能力及經驗。面試者此時可先簡述一個深刻的團
隊合作經歷，包括團隊的工作目標和自己所擔當
的角色及職責，繼而說明個人的貢獻、合作態
度、如何促進團隊達成工作目標等，同時也可分
享如何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 (例如聆聽、尊重等
元素) 與團隊共同完成工作。尤其是團隊合作時
難免會因意見不合而影響工作成效，因此面試官
通常想了解面試者如何處理這類衝突。面試者可
分享其積極及正面的應對策略，例如保持理性及
冷靜的思考、細心聆聽對方的意見，禮貌地表達
自己的想法，以致達成共識。
整體而言，面試者回應提問時不用如數家珍般
告訴面試官自己過去的經歷，只需多利用真實的
例子或故事，重點說明與申請職位相關的專長，
切忌東拉西扯。最後，我在此鼓勵各位同學在專
注學業成績之餘，亦不忘積極參加課外活動，豐
富個人閱歷，並花點心思整合學習經歷和體驗，
應付面試時便能事半功倍。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學生發展主任
張潔盈 (註冊社工)
學院網址:
www.cuscshd.hk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很多年輕人想把街舞視為終身職
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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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由
未來之星的學員變身為未來之星幹
事會副會長的尹樹烽，曾於籌備交
流團時遇上不同的挑戰，例如遭同
學質疑行程安排不當，但經歷過這
些磨練後，鍛煉出他的應變能力，
幫助他在日後工作更為得心應手。
尹樹烽曾於2008年以未來之星幹
事會副會長的身份帶領100名大專
學生到南京考察。除了忙於應付每
日的行程安排、照顧隨團同學的需
要，令他最感頭痛的原來是應付同
學接二連三的不滿。
他分享說，曾有同學在南京團
中，向他投訴行程太少自由時間，
又質疑為何要到南京的大學上課，
當時他即安撫同學，並提出希望同
學能設身處地考慮，「因為這是一
個交流團，不是普通旅遊，我們帶
團的目標是盼望同學藉此多角度認
識祖國，上課學習知識是必須的，
晚上也有自由時間。很多時候，同
學聽到這裡就會理解為何會有這樣
的安排。」

應對不滿要求 見招拆招
他笑言，帶團時總會發生類似的

「突發事件」，既要了解同學的需
要，也要引導他們想深入一點，而
這種訓練，正好鍛煉出其應變能

力。因為工作關係，現時他經常要面對不同
的客戶，也會遇上不同的要求及不滿，而每
次他都會施展出在未來之星所學到的技
巧，將困難迎刃而解。

在2007年參加了中國國情
教育培訓班的尹樹烽，

首次到訪北京。旅程中，他
第一次從清華大學的課堂學習到國家政治體制、經
濟、外交、法律及歷史文化等知識，既打開知識之
門，更與祖國結下不解之緣。

訪京登長城 立地成好漢
為期8天的培訓課程，最令他難忘的是踏足長城的
經歷。他回憶說，當與團友一起踏上長城，俯瞰群
山，享受着迎面吹來的風，令他霎時對國家肅然起
敬，「這些都是前人帶給我們的，後人才有如此風
光，當時就覺得身為中國人真的好自豪！」
為了將與祖國的緣份以及對祖國嚴肅敬仰的深情，
傳遞予更多年輕學子，尹樹烽隨即在2008年加入了未
來之星幹事會，協助舉辦更多交流活動，包括在2008
年帶領100名大專學生到南京考察。由昔日的學員變
身為幹事會副會長，他的責任更多、擔子更重。

領百人遊南京 抱負抵辛勞
100名學生在南京8天的安排，小至起居飲食，大至

行程規劃均由他與其餘9名幹事一手包辦，每晚只能
睡3小時至4小時，十分吃力，但他卻不亦樂乎，「因
為有個抱負啊，想同學好像我以前一樣，感受更多，
見識更廣，即使再辛苦都可以抵過去了。」
不過，一次的交流團並不足以滿足尹樹烽的願望，
在2010年修畢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課程後，他即投身
資訊科技行業，現於資訊科技公司任職銷售經理，閒
時亦參加不同的活動，例如繼續積極籌辦和協辦大學
生的內地交流團，包括「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
課程班」、「中國外交成就北京考察交流團」、

「香港大學生外交夏令營」等。他認為上述交流團對學
生來說並非吃喝玩樂的旅遊，而是通過在內地知名大學
上課了解內地多方面的發展、參觀外交部與外交發言人
交流等難得活動，讓更多大學生加深對國情的認識。

冀更多年輕學子了解國家
他舉例指，與學生到訪國家外交部時，有學生與

發言人交流，「他們會發現，原來平時在電視裡看
到的發言人，並非板着臉的，而是和藹可親，樂意
與你探討不同的問題，同學當然獲益匪淺。」他又
舉例說，不少學生從未踏足過內地，對內地的認識

有限，其後才驚覺原來他們把內地想像得太落後，
但其實國家發展迅速，與香港無異。
對於有小部分學生對內地甚為抗拒，他笑言：「他

們有多了解國家呢？中國人有幾叻，要親身看看才知
道啊，不能這麼快下結論。」
他指由於個別媒體渲染，把內地人來港旅遊的負面

新聞無限放大，「其實很多內地人都會排隊坐車、會讓
座，也很守禮文明的，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雖然兩
地文化總有差異，但他認為每個城市均有其好壞，大家
應以包容的心看待這些差異，並強調祖國與香港血脈相
連，寄望更多年輕學子先踏出第一步認識國家。

未來星蹤

■尹樹烽希望將自己到內地交流的經歷及感受，傳授予更
多莘莘學子。 曾慶威 攝

■尹樹烽（後排左）最難忘踏足長城的經歷。
受訪者供圖

北訪清華識國情
帶團傳承祖國緣
就職續積極籌辦交流活動 前幹事尹樹烽候選傑星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伊莎）參加交

流團的意義在於發掘一個地方的風土人

情及歷史文化，對此有深刻體會的未來

之星「十大傑星」候選人之一的尹樹烽

卻樂意走多一步，積極帶領學生交流

團。他希望將自己到內地交流的經歷及

感受，傳授予更多莘莘學子，讓他們通

過到訪內地各省各市，認識社會民生、

歷史及經濟發展等，從而體會到祖國與

香港之間的血脈相連，對身為中國人而

感到自豪和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