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的德國青少年到底在想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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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最新一期的 Sinus 社會調查報告中，公布了德國青少年的行為、身份認
同發展以及價值取向的調查結果。報告的主要結果令許多人感到驚訝：在他們之
前的幾個世代以來，青少年的立場一向是挑釁父母、與成人世界對立，然而，現
今介於 14 到 17 歲的青少年們卻強調希望「跟大家一樣」，他們重視以「自由、啟
迪思想、包容和社會價值觀」為主所構成的社會規範，那些上個世代青少年用來
使其父母不安的次文化已開始式微。 

為了找到確切的答案，研究團隊對 70 多位青少年個別進行了數小時的訪談，
而受訪的青少年也可自己決定談論他們覺得重要的主題。相較於過去那些預先設
定好的主題和問卷，這次的調查方式確實有些不同。 

到底德國現在的青少年們對於重要社會性和政治性的主題看法如何？以下為
此研究報告的重點摘要。 

一、 手機和電信通訊 

手機幾乎伴隨他們經歷所有生命中的高低起伏，因此現今的青少年都對他們
的智慧型手機有著很深的情感連結。其次，當他們獨自出門時，帶著手機總能提
高安全感。 

許多成人常常警告，年輕人因為手機的使用而造成社交圈的貧乏，因為他們
大幅降低與週遭的人相處的機會。不過年輕一代卻認為，少了數位影音社交活動
才會使他們交友生活變得貧乏。 

不過研究人員提到，調查中有史以來第一次有受訪人對持續聯網提出負面觀
點。他們指出在派對及與朋友的聚會中，手機有時很煩人，因為老是盯著手機螢
幕和不斷地打字，既不「酷」也是可以避免的。 

二、 信仰與宗教 

不管是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或是不歸屬於任何教派者，青少年們對與「生
命」相關的問題都十分感興趣，例如：我們是怎麼來的？人死之後會到哪裏去？
何謂公平正義？何謂道德？ 

只是，這些問題和教會或禮拜儀式通常沒什麼關係。這代年輕人的趨勢傾向
依據個人化的興趣，拼湊不同宗教、近似宗教和靈修各界所提供的資訊，來作為
對於生命的解答。 

即使是不歸屬於任何宗教組織的青少年也經常探討各類宗教的意義和道理，
其中不乏去嘗試像佛教、印度教或是猶太教等具有異國色彩的宗教。但對他們來
說這些，就像去認識新的運動協會一樣，雖然值得一試，不過並沒有進一步成為
「會員」的打算。 

青少年們一般都能清楚分辨與伊斯蘭教有關之不同宗教衝突的差異，基本上
他們知道伊斯蘭教、不同伊斯蘭教派對可蘭經的不同解釋，以及出自宗教狂熱而
引發的暴力行為之間的區別；而不論這些年輕人本身的信仰為何，均一概堅決反
對極端份子。 

三、 環境保護 



 

 

幾乎所有的青少年們都認為環保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巨大挑戰。基本上他們只
有一個希望，那就是人類能為因自己所引起的環保問題找到解決辦法。 

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為環境議題負責，但同時也遺憾常常達不到自己對
於環保目標所設定的行為標準，此外他們也懷疑自己的環保式作為是否真的能達
到什麼效果。 

至於氣候變遷，德國的青少年們一般覺得跟自己的關係比較疏遠，認為大部
分的問題都發生在南極地區、西伯利亞、太平洋中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或世界上
其他遙遠的角落，而且往往還要數十年後才會對他們造成具體的影響。 

許多年輕人表示願意購買有機食品，但是他們不太願意花錢購買秉持社會正
義哲學而生產的成衣，一方面因為他們的經濟力還有限，同時他們也偏愛某些設
計風格和品牌。 

四、 國家與國籍 

德國國家認同對許多的青少年來說是一個較中性的名詞，只代表了一個人的
「出生地」，因此並不覺得這個議題有什麼重要。一些知識較豐富，或受後現代主
義影響的受訪青少年則對此有較為負面的聯想，例如：認為德國國家概念象徵著
歷史的包袱。 

而國籍對於多數青少年來說並不代表他們「身份認同的鮮明標誌」，因此護照
的象徵意義不大，頂多就是一個可以合法居留的證明。他們一般對國旗、國歌及
國徽也沒有情感上的連結。 

然而對於其他國家的成見仍然普遍存在，將成見表現在玩笑性質的刻板印象、
激烈偏見和一概而論的歧視著，大有人在。許多青少年其實意識到這不是個好現
象，也試圖要為這些頑固的刻板印象找出其他背後的意義。 

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覺得人應生而平等，不過對於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歧視
意識較有反省和知覺的青少年，多半來自父母為知識份子的家庭。 

五、 難民政策 

在問卷調查進行的 2015 年夏天裏，難民議題引起社會輿論的廣大關注，受訪
者也大多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的思考。 

絕大多數的受訪青年表示贊成德國應該再收容更多難民，部分則表示德國應
該要量力而為。在受較高等教育家庭環境中長大的青少年認為，這是政治危機和
戰爭對無辜民眾所造成的後果，甚至有部分的人提到，要逃離家鄉而到陌生的國
度中重新開始，是一件值得欽佩的事。 

儘管如此，反對接受難民的聲音還是存在，不僅僅來自較教育程度較低家庭
的青少年，也來自社會中庸小康家庭的孩子口中。這些拒絕的聲音與擔憂有著緊
密的關聯，擔心「經由努力工作而換來小康生活的夢想」會因此而破碎。而這類
把外來難民看成競爭對手的想法，有時候也會和對外來人口的仇視偏見參雜一氣，
最大的問題其實還是反對民眾對於難民的仇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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