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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香港「90後」社會政治心態
3. 細閱以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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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兒童身心健康比較#
1. 細閱以下資料：

A27 通 識 博 客■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文 匯 教 育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早前香港某大學舉行入學資訊日，有大批家長陪同
子女出席。在個別講座中，出席的家長甚至多於學
生。甚至，有人目睹在開學日，見到有家長陪同剛入
讀大學的子女上學。
有大學教務長指出，近日有不少文憑試新生的家長
致電大學，查詢子女的學習情況及適應問題，前所未
見。他估計有關現象與家長未適應子女的大學生活有
關。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類別 主觀 焦慮 抑鬱 外化 內化
快樂感^ 症狀 症狀 問題* 問題*

再婚家庭 4.51 1.98 1.90 13.54 16.15

一般家庭 5.02 1.85 1.66 10.89 13.45

註#：上述分數愈高，症狀及問題愈嚴重。

註^：主觀快樂感以7分為滿分；焦慮症狀、抑鬱症
狀，以3分為滿分。

註*：外化問題與外在行為有關，內化問題則與情緒相
關，以30分為滿分。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對婦女在家庭、職場及社會地位看法#
問卷內容 同意受訪者百分比

女性該着重家庭多於工作 50.4%

男性的工作應是賺錢，女性的工作 38.9%
應是打理家居及照顧家庭

員工一般而言比較不喜歡由女性經 33.4%
理或上司管理

註#：某婦女組織在2015年成功向3,000名本港居民進
行調查，其中約四成三為男性，約五成七為女性。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家長參與子女事務情況

資料D：對男性在家庭、職場及社會地位看法
#問卷內容 同意受訪者百分比

男性當「家庭主夫」很可憐，或看不 26.1%
起當「家庭主夫」的男性

男人最好不要擔任傳統女性工作（如 34.7%
護士、保母等），或看不起擔任傳統
女性工作的男人

男人應比妻子更有錢及成功 66.3%

男人的事業一定要很成功，或應該很成功 59.7%

註#：某自願組織在2015年向本港及外地的男性大學生
進行的調查，資料所示本地受訪男性大學生的回應。

想 一 想
(a)「家庭支援是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必要因素。」參考資料A和B，你在什麼程度上同意這說

法？解釋你的答案。

(b) 根據資料C和D，說明和解釋香港的哪些社會和文化轉變會對上述現象帶來改變。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資料A：香港女性擔任要職情況
2. 細閱以下資料：

在香港，愈來愈多女性擁有大學畢業資歷，經濟條件
愈趨提升，可聘請外傭照顧家庭和子女，讓更多女性能
兼顧家庭和事業，故有更多機會升至首長級位置。
有婦女團體認為，女性地位較以前有所提高，法律也
已保障女性選舉和被選權利，使她們與男性一樣，能夠
透過參政，影響政府施政，貢獻社會。香港女性參政情
況仍有改善空間，這需要婦女突破本身觀念限制。
而在內地，女性在升學或職場上遭不平等待遇相當常
見。例如：有些企業在合約上註明「加入公司5年內不
得生育」、「生育即解除合約」等條款。
近幾年的《中國勞動統計年鑑》顯示，除了部分不適
宜女性從事的行業如採礦、建築等外，女性在房地產、
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公共管理等行業的就業率均低於
35%，其中以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例如政府機構
最低，僅得28%，顯示女性在就業巿場仍處弱勢。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項目 1988年 2012年

男性立法會候選人（當選人） 141（50） 231（59）

女性立法會候選人（當選人） 25（10） 56（11）

項目 2011年 2012年

公營架構諮詢組織男非官方委員 4,792 3,699

公營架構諮詢組織女非官方委員 1,147 1,362

項目 1981年 2013年

首長級男公務員人數 679 844

首長級女公務員人數 35 429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香港統計處

資料B：兩地女性情況

資料C：各地打破性別定型做法
內容 衣着修例

台灣擬修法例 政府部門包括警察、消防、海關等不
可規定女性上班須穿裙，公、私立學
校3年內要修改校規，不可規定女學生
穿裙上學。

幼兒教學 瑞典政府2010年出資開設幼稚園，配
合在學前教育開始打破傳統性別定型
觀念，教師不會說瑞典語「han」
（他）或「hon」（她），改用中性稱
呼「hen」。幼兒不論男女都可玩樂高
（Lego）或「煮飯仔」玩具。

玩具產品 玩具反斗城在2012年被批評其產品目
錄內容涉性別歧視，2013年瑞典版目
錄被指受壓改版，有男孩玩洋娃娃，
以及女孩玩玩具槍的圖片。

玩具設計 早前Lego收到一名7歲女孩來信表達
不滿，指Lego的男、女公仔以粉藍及
粉紅色區別，女性公仔造型是在家或
購物，男性公仔則是探險家或參與救
人的工作，其後又有女科學家建議
Lego推出女科學家、女航天員等系
列，Lego接納意見，推出相關產品。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管教有度管教有度孩子不焦慮孩子不焦慮

想 一 想
(a) 資料A顯示香港兩性參與公共事務的情況，試

指出反映了哪些價值觀的改變？並加以說明。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有哪些因素促使「向性
別定型說不」成為全球新趨勢？試加以解釋。

項目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出現爭拗或爭論是無可避免的 77% 18% 5%

在規劃及政策上，社會愈來愈難取得共識 72% 22% 6%

政策諮詢過程中，專業人士往往能代表我的意見/立場 16% 30% 54%

政策諮詢過程中，政黨往往能代表我的意見/立場 15% 30% 55%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香港青少年參與地區事務情況

表一：遇到社區問題時不尋求區議員協助的原因

原因（可選多項) 百分比

區議員在臨近選舉才出現，對他認識不足 32.3%

不知道如何找到區議員 31.4%

區議員權力有限，寧願找立法會議員 11.2%

很多街坊說區議員不能幫忙 5.7%

其他 19.4%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表二：過去一年受訪者或其家人參與
過與區議員有關的事項

事項（可選多項） 百分比

區議員舉辦的康樂活動， 10.8%
如旅行、嘉年華會等

區議員組織的社區關注事
務，例如居民大會、簽名 10.2%
爭取運動、遊行或抗議行
動等

向區議員表達社區問題的 5.6%
意見

向區議員尋求協助 5.1%

從來沒有參與和區議員有 40.6%
關的活動及事宜

不知道 27.2%

其他 0.5%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表三：青少年評估自己對香港政治發展關心指數#

指數 百分比
1分至2分 12.5%

3分至4分 17.0%

5分至6分 42.0%

7分至8分 21.4%

9分至10分 7.1%

註#：1分最低，10分最高；平均分為5.3。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網絡發達，改變我們接收資訊，以及參與社
會和公共事務的方式。
香港青年協會訪問522位10歲至24歲青少

年，公佈調查結果發現：77%認為網上社會參
與有助提升對香港社會的關心；68%主要透過
互聯網瀏覽社會時事（政治新聞佔最多）；

57.5%同意網上參與有助推動他們親身參與社
會，不同意者佔39.2%；51.4%有加入一些以
社會議題為主的網上群組；47.4%會參與網上
意向投票活動；27.4%會在網上向政府表達意
見。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網絡對青少年參與社會和公共事務影響

想 一 想
(a) 根據資料A，試指出及解釋香港「90後」青少年社會政治心態的一些特徵。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提出三個增加青少年參與地區事務的建議。

在傳統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社會下，男性表現出勇敢、獨立、理性、

果斷、堅毅等行為時，會因符合社會的期望和價值觀而獲得讚賞；女

性則被期望表現出溫柔、整潔、文靜、被動、依賴等一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男性

須具備陽剛一面，女性須表現出溫柔的性別角色形象。這些都影響了男女在職業、社

交和家庭等方面的角色演繹。

在香港，隨着兩性地位日趨平等、更多女性擁有大學畢業資歷、經濟條件提升，讓

愈來愈多女性能夠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打破性別定型的框框。

另一方面，近年香港社會多變，在一些政治衝突中顯示年輕與年長兩代間的不同價

值判斷。有學者認為，青少年希望有更多渠道表達對社會的看法，但目前青年發聲渠

道受到局限，例如公聽會大多在他們上學的時間舉行，青年事務委員會舉辦的青年論

壇，又非完全公開予有興趣的青年參與等，所以建議區議會應該設立一個具實權的青

年平台，讓青年參與制訂政策，避免他們的聲音長期受忽略。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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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對於父母干預子女的社交、學業和私人生活，也許有人會覺得他們還

年輕，父母過分關心可以理解，但當子女已升讀大學或投身社會工作，

父母仍插手其中，甚至管接管送，或許應該反思這些對子女的成長帶來

什麼影響。不少專家指出，父母過度插手子女的生活，會降低孩子的解

難能力，外國曾有大學生在校內找不到教室，不是問同學或看地圖，而

是打電話向父母求助。

另一方面，一項研究比較一般家庭與再婚家庭兒童的身心健康，發現

再婚家庭兒童的抑鬱和焦慮症狀較多，不足兩成人每日會與同住的繼父

母或親生父母傾談。研究者建議，再婚人士宜與新配偶協調管教方式，

以及主動與繼子女創造生活回憶。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 今 日 香 港 -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有統計資料顯示內地女性在就業巿場仍處弱勢。
資料圖片

■■有本地研究顯示有本地研究顯示，，家長的高壓管教方家長的高壓管教方
式容易觸發孩子情緒問題式容易觸發孩子情緒問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