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理大調查發現：逾五成家長認為青少年道德水平 

下降，惟受訪家長對自己子女的評價較一般香港青少年為高 

 

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理工大學早前以問卷調查訪問了 9所中學學生家長，共 431名，

了解他們對青少年道德品格發展的看法，該項調查是「塑造品格・共

創未來」大型研究計畫的第三項研究。36.5%受訪家長認為青少年的

整體道德水平低或很低，51.7％受訪家長更認為青少年的道德水平逐

漸下降。另有三成四認為青少年有物質主義傾向，四成家長認為現時

學校提供的品德教育不足夠，約六成認為生活技巧教育不足，而近六

成三則認為他們較自我中心。 

理大早前以問卷訪問四百三十一名家長或監護人，一如前兩次，

受訪家長須就自己子女，以及香港一般青少年的品格特質、社會心理

能力及社會行為等進行評價。 

研究亦顯示，大多數家長及老師都認為香港青少年充斥「自我中

心主義」，將「我」凌駕其他一切之上。66.7%家長指港青符合「自己

感受比他人感受重要」，71.8%家長認同「不論什麼事，他們總能找到

為自己行為辯護的理由」，亦有 55.7%家長坦言「很多時他們覺得別

人對自己的批評都是無稽之談」，一副「我永遠是對的」嘴臉。 

受訪家長亦對於一般香港青少年品格特質的評價較低，在很多方

面都尚待改善，尤其是勤勞（33.9%）、樸素（34.5%）、自律（31.2%）、

尊重傳統文化（34.1%）和樂於奉獻（26.5%）。不過，受訪家長看自

己子女的情况則有些相反，超過九成認為自己的子女樂於助人

(96.1%)、善良(95.3%)、友好(90%)。但部分人認為子女在勤勞(21.2%)、

自律(18.9%)、尊重傳統文化(13.1%)、樸素(10.4%)和樂於奉獻(10.4%)

方面表現欠佳。  

青少年責任行為表現方面，家長認為青少年表現非常差或較差範

疇的比率包括青少年做家務（子女:40.8%；青年:52.6%）；關心國家

（青年：50.9%）、世界（子女：36.6%；青年：43.9%）、社區（子女:30.5%；

青年:38.6%）、香港（子女：30.3%；青年：38.1%）；自我控制（青年：

29.8%）和尊重別人（青年：23.9%）；受訪家長看自己子女於上述方

面的表現也較差，唯獨是在「尊重別人」這特質中，認為自己的子女

做得差的只有 4.4%。 



 

 

整體而言，受訪家長對自己子女的評價比較一般香港青少年高。

他們認為自己的子女道德品格較好、社會信任度較高、物質主義及自

我中心的水平亦較低。 

受訪家長普遍認為朋輩（80.9%）、家庭（77.6%）、互聯網（75.5%）、

學校（74.3%）及傳媒（63.7%）對香港青少年品德發展有重要影響。

是項結果與先前著眼教師看法的研究結果相似；然而，早前以學生角

度出發的研究，則顯示學生認為互聯網（42.6%）和傳媒（30.3%）

的影響不及家庭和學校。 

近七成家長對自己的管教方式持正面評價，認為與子女有良好的

親子關係；不過，20.4%的家長亦表示家庭成員間存在衝突。 

  綜觀三次報告，負責研究的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石丹理坦

言結果在預期之內，「通常學生自己看待自己是最寬鬆的，家長也會

有點寬鬆，教師則會比較客觀。」但他強調三次調查都帶出一個訊息：

普遍人都認同香港青少年的道德水平有待改善。石丹理認為，研究結

果及近年多宗大學校園內發生的衝突事件，皆顯示青少年品德水平亮

起紅燈，建議家長和校方，都要更重視年輕人的品格教育。對於近日

「浸大風波」，他指不能接受有一定知識水平的大學生有肢體衝突及

滿嘴粗言穢語，但認為社會價值逐漸變得多元，增加年輕人分辨是非

的難度，建議政府應加強品德教育資源。石教授總結謂，家庭對青少

年的道德發展影響舉足輕重，而父母的言傳身教尤為重要。因此，研

究團隊建議政府及社會各界提供更多資源，協助學校及社區加強家庭

教育，藉以加強兩代的相互了解，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技巧和能力。 

他又提及近年多宗大學校園內發生的衝突事件，如嶺南大學學生

唱粗口歌、香港大學學生衝擊校委會、中文大學前學生會長粗口辱華、

教育大學學生張貼侮辱教育局副局長喪子標語，至近日熱議的浸會大

學學生粗言惡語「佔領」校內語文中心，石丹理認為，皆顯示香港青

少年的品德水平亮起紅燈，「作為大學生，有一定知識水平也說粗言，

反映香港品德教育很悲哀和失敗，整個教育界及家長們要反思，香港

年輕人是否病了。」「全港、大學教育界、教師和家長都要反思，為

何大學生竟有如此表現，這不止是學生的問題，家長和教師也許亦有

欠缺之處。」 

調查問及家長與子女就 30 項道德相關話題的討論程度，其中，

超過半數家長表示經常與子女討論的有19項；有兩至三成家長表示，

幾乎從來沒有和子女談及利他主義、違規行為和信仰方面的話題。石



 

 

丹理認為，青年道德水平下降，與社會轉變、青少年崇尚物質、自我

中心等有關。「雖然家長肯定品德發展的重要性，但說到底仍較看重

子女的學業成績，鮮有讚賞除此以外的品德表現。」他亦指出家長是

塑造子女的源頭，現時不少家長將子女交由傭人照顧，沒有親自管教

和灌輸正確價值觀。他又稱香港品德教育整個發展都較其他國家地區

走得慢，冀政府、學校、社區和家庭能加強合作。 

就青少年有自我中心的傾向，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及社會應提供

更多資源，協助學校及社區加強學生社會心理能力訓練，提升其關心

他人的意願和能力，並加強家庭教育對青少年利他行為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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