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樂人數減 童聲想放假
僅57%小朋友認開心 比上次調查大跌17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敏婷）今天是兒童節，惟
現今香港小孩或較從前不
快樂，必須正視。香港小
童群益會以由兒童角度設
計的問卷訪問逾千名未成
年學童，發現不足60%的
受訪學童感到快樂，較上
一次調查大跌約17個百分
點。會方認為跌幅顯著，
其他同類調查亦反映相同
情況，建議家長協助子女
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壓力，
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獲
取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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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兒童快樂十大因素
活動 得票率

放假 57.4%

成功做到想做的事 45.2%

獲勝/獲獎 36.3%

健康平安 35.4%

讀書成績好 34.5%

有金錢 34.4%

有溫暖的家 33.8%

收到禮物 33.4%

不用考試 32.9%

有時間做自己喜愛的事 32.2%

資料來源：香港小童群益會

製表：記者 陳敏婷

香港小童群益會過去兩個月就
問卷設計諮詢學童意見，從

而擬定問題，並訪問1,055名6歲
至17歲學童，結果發現只有57%
受訪學童感到快樂，較上一次2008
年進行的調查大跌近17個百分點；
相反有10.8%的學童表明不快樂，
其中一半更坦言「非常不快樂」。
按年齡劃分，高達16.8%的12歲

至14歲學童稱不快樂，只有43%
人認為快樂，估計與剛踏入中學生
涯而感到迷茫有關。年幼學童則相
對較快樂，近70%6歲至8歲學童
感到快樂，感到不快樂的僅
6.5%。

盼無壓成績好 顯學習壓力大
不過，調查未有詢問學童不快樂

的原因。小童群益會總幹事羅淑君

表示，受訪學童表示想要的快樂大
多是「放假」、「沒有壓力」、
「考試成績好」、「有自由」，可
看出學童學習壓力大，較少真正可
以放鬆的時間。而受訪學童稱令他
們最快樂的活動是與朋友一齊玩，
其次是去旅行或去郊外，她建議一
家人應放下電話，家長多與年幼子
女外出或進行動態活動，「即使到
屋企附近的公園走走也是好事」，
並鼓勵年長子女參與有興趣的動
態、群體活動。
她又建議家長聆聽兒童需要，讓

子女有放鬆空間，「兒童追求嘅放
假唔一定係增加學校假期，而是喺
忙碌嘅學習中，有休息、放空、沉
澱嘅時間，讓兒童有時間同空間去
尋找、了解、反省自己。」她亦鼓
勵學童「以克服壓力來獲取成就

感」，並以打機作例子，「小朋友
知道打機輸咗唔緊要，下次可以再
嚟，其實學習也如是。」

日做運動句鐘 90%童不達標
小童群益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兒

科醫生吳彥明指出，兒童快樂有
「FGSSM」五大秘訣，包括家人
與朋友（family & friends）、心存
感 激 （gratefulness） 、 睡 眠
（sleep）、看智能電話、電視機或
電腦屏幕的時間控制在兩小時內
（screen time）以及和家人一起食
飯（meal time）；小童群益會「團
隊挑戰36」籌備委員會主席、浸會
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雷雄德補充，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標準，5歲至17
歲的學童需要每天運動一小時，惟
本港90%學童不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今日
迎來屬於小朋友的「兒童節」，但有
調查發現逾七成小學生指父母期望過
高，是家庭生活的主要壓力來源之
一，亦有逾八成學生指因學習時間過
長，功課及考試量過多而受壓。幼兒
教育專家認同適當壓力有助兒童成
長，惟過多壓力會令他們喪失一個本
可享受童真的時光，繼而影響未來生
命韌力，提醒家長勿因在學業過分追
求，而剝奪子女童年。
大埔一商場上月成功訪問約三百名
年齡介乎6歲至12歲小學生，以調查
他們壓力指數。結果發現，絕大多數
受訪學生指家庭生活壓力主要來自父
母，分別為父母爭吵（97%）及父母
期望過高（73%）。在校園生活方
面，近90%兒童指因學習時間過長而
受壓，其次為功課、考試量過多
（81%）及學校課程沉悶（71%）。

調查亦發現，雖然逾八成受訪兒童
指感到不快樂時，會主動找人傾訴，
惟仍有17%選擇獨自面對。
擁有逾十年幼兒教育經驗的社工鄭

繼池表示，近年患情緒病的3歲至6歲
兒童個案約增長10%，當中不乏患有
抑鬱症。他認同予以適當壓力能助兒
童成長，惟過多壓力會引起反效果，
「現時所接觸的個案中，確有為數不
少的家長為子女接連安排過10個興趣
班。」加上近年所接觸的虐兒個案有
見增加，估計或因子女無法達到父母
期望而引致。他批評這不但令年幼學
童喪失一個本可享受童真的時光，後
果更可大可小。

剝奪快樂童年 影響生命韌力
鄭繼池指出，早前接二連三有學童

輕生，足以反映他們求生意志低迷，
「難道過去都沒有一點開心的經歷值

得繾綣嗎？」他分析指，隨着學童成
長，需面對的壓力及挑戰如同滾雪球
般愈滾愈大，若父母因子女學業的過
分追求，愈加剝奪他們的快樂童年，
或影響他們未來的生命韌力。
他建議家長改變學業競爭的心態，

讓子女以體驗新事物的心情學習或參
加興趣班，並予以適當的自立空間，
以加強未來自我解決困難能力。他又
呼籲家長側重身教多於言教，認為以
身作則的行為影響力，大於一切的言
語教導。

逾七成港童怨父母期望過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紫荊青年商
會連續第三年舉辦「同心圓表彰計劃」，同時
設有企業及個人獎項，希望推動在職女性在家
庭、事業、個人興趣及社會服務四方平衡發
展，同時讓僱主減少員工流失率及釋放更多婦
女勞動力。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日在計
劃開幕禮上分享，自己是「工作狂」，但都堅
持每年至少兩次與父親回鄉，她又期望政府盡
快訂立標準工時，協助婦女就業。
第三屆「同心圓表彰計劃」由紫荊青年商會

主辦，香港青年創業家協會協辦，設有企業及

個人獎項，包括鼓勵企業提供更多家庭友善政
策的「傑出同心圓措施」獎項；籌委會主席顏
淑萍稱，如企業提供特別產假、容許僱員帶同
小孩子上班、設有哺乳室等，都有助在職女性
平衡工作與家庭需要，達致提高公司生產力及
釋放婦女勞動力，達到三贏局面。
昨日擔任分享嘉賓的麥美娟形容自己雖是

「工作狂」，但仍堅持每年至少兩次與父親回
鄉，「舅父生日和農曆新年一定會同爸爸回鄉數
天，每年年初一工作完後，就與爸爸出發，一早
預訂好一切需要。」她又笑言自己雖仍單身，但

都非常愛錫家人。
麥美娟又難忘自己早年初出茅廬，獲港府委

任為葵青區議員，成為全港最年輕區議員及當
區唯一女區議員，被其他男士老前輩視為「什
麼都不懂」。她又憶述自己為證明實力，投放
很多時間在地區工作上，加上本身又有全職工
作，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形容是「人生中最難
分配工作的時期」。她又指，本港女性參政率
偏低，僅10%，期望日後可再提高。
「同心圓表彰計劃」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

止日期為7月15日。

麥美娟盼標時助婦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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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學童的心理健
康近日備受關注，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日趁兒童節
前夕，呼籲社會攜手努力
讓孩子愉快學習，健康成

長。他引述有調查報告指「放假」及「能成功
完成想做的事」最能令孩子開心，故認為若能
確保兒童有足夠休息，課外活動不會被視為是
功課，輔導不會變成補課，若社會做得到，有
利兒童成長。此外，他指讓孩子面對及解決困
難，是其學習成長的一部分，冀兩者之間能作
出平衡。

吳克儉昨日出席「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頒獎典禮後，被問及學童壓力來源是否功
課太多所致，他指大部分小學已是全日制，若
一般較困難而需要輔導的功課，當局冀能在課
堂內完成；個別學生回家後，可能需要閱讀，
或要與父母一起完成親子習作，或者在周末時
到郊外做一些資料搜集等，這些都不能避免。
他強調家課重質不重量，而且亦有同學稱學習
上遇到難題，若自己能解決，有很大滿足感，
成年人可就此多作反思。

陳繼耀倡學習閒暇找平衡點
教育局署理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幼稚園及小

學/小學）陳繼耀昨日亦在該局網頁上，以
「同行成長路 快樂兒童節」為題撰文。

他指自2000年推行教育和課程改革至今，
政府按部就班落實各項優化措施，旨在培養學

生終身學習的態度和能力，促進他們健康成長。不過措
施能否成功，不單在政策釐訂和前線教育工作者的參
與，而是家長以至整體社會在文化觀念上的改變。例如
社會認定「孩子要贏在起跑線」、「課外活動是功課的
一部分，亦用來建立升學的學習檔案」。他並不認同，
並反問「我們有決心改變這種扭曲的觀念嗎？」
另一方面，他亦質疑是否要強求「零功課」，並建議社
會應在學生學習與閒暇之間找出平衡點。

■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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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時長瞓得少
影響孩童創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兒童成長過程中不只有
學習，更要培養他們的多元
發展，但功課量多或阻礙學
童培養創意思維。一項調查
發現，以7分為滿分的創意思
維，受訪學童平均低於 3.5
分。有社工認為睡眠不足、
做功課的時間長，不利學童
培養創意思維。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於今年1月至2月，向全港18
區的23間小學、共1,838名小五及小六學生進行問卷調
查。調查顯示，受訪學童自評個人的創意思維分數，平
均低於3.5分；調查又發現37.5%學童每日平均有7項至
8項功課；19%學童每天花3小時至4小時做功課。

「很累，講真，有時想過輕生」
睡眠時間方面，47%學童平均睡眠時間為8小時至9小

時；34.8%學童平均只有6小時至7小時睡眠時間。另
外，49.3%學童對做功課或溫習持負面觀感，更有學生
在問卷中寫上「很累，講真，有時想過輕生」等字句。
負責調查的註冊社工陳偉傑指出，睡眠時間與創意思

維呈正向關係，學童做功課時間與創意思維呈顯負向關
係。他又舉例稱小五學生因功課多及壓力大，不但無足
夠休息時間，亦因太疲倦而無法思考，反映學童睡眠不
足、做功課時間長，均影響學生創意思維。他又認為，
社會應反思為何學童因功課太多而萌輕生念頭。
兒科專科醫生林蕙芬（見圖）表示，充足睡眠對於兒

童大腦發展十分重要，5歲至12歲兒童每日應睡眠10小
時至11小時。她又稱學童長期面對壓力會影響腦部發
育，並出現頭痛、肚痛及不願上學等情況，亦有曾向她
求診的學童因功課壓力大而患抑鬱，冀社福機構及教育
界協助學生建立健康學習環境。
為紓緩學童壓力，五邑鄒振猷學校校長沈耀光表示，校

方自兩年前起減少學生功課及考試，又允許學生延長交功
課時間，設「知趣學堂」提供更多興趣活動給學生。

■■小童群益會發表兒童小童群益會發表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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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學業
壓力大，調
查指孩童想
要的快樂是
「放假」。
資料圖片

■小童群益
會建議家長
多與年幼子
女外出。
資料圖片

■ 調 查 發
現，逾70%
受訪小學生
指因父母期
望過高而受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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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美 娟
（右三）透
露無論工作
再忙，仍堅
持每年至少
兩次與爸爸
回鄉。
陳敏婷 攝

學習壓力 親子減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