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報導 

日期：  2013 年 7 月 9 日 (星期二) 

資料來源： 文匯報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A30 

標題:  煩惱如霧：青春路遇絆腳石 腦轉彎精神爽 

參考網址: 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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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公共衛生＋今日香港  

時代變遷，現時青少年所面對的成長問題日漸複雜，他們需要面對學業、就業、感情及家人關係等

轉變而 衍生的問題。若他們未能及時排解疑難，移走成長的絆腳石，便會產生情緒問題，更嚴重

者會演變成精神病，無論對個人、家庭或社會發展，都會構成負面影響。到 底青少年精神病患概

況如何？被精神病困擾的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會遇到哪些困難？下文將作探討。 

議題探索：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 1：自我了解  

探討主題：個人在青少年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 有哪些流行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香港青少年構成挑戰和機遇？他們如何回應這些趨勢？  

‧ 對於青少年把握機遇和應付挑戰，如逆境或重大轉變，各項生活技能為何重要？為甚麼有些青

少年易於掌握生活技能，有些卻感困難？  

新聞背景：近六成初中生曾「情困」  

2011 年 5 月至 6 月，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進行有關初中學生精神健康與求助行為概況問卷調查。在 

1,607 份有效問卷中，結果顯示有 55%受訪者曾遇情緒困擾，有 37%人出現抑鬱精神狀況，更有 21%

出現嚴重抑鬱。令人憂慮的是，受到嚴重抑鬱困擾的 中學生，尋求專業人士協助的動機頗低。  

概念鏈接：人生八大階段  

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把人生分為八大階段，即人生八階理論（Stage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每個階段都有危有機：  

．嬰兒期．兒童期．中年期  

．幼兒前期．青少年期．晚年期  

．幼兒後期．壯年期  

其中處於兒童期和青少年期的人較易受到情緒困擾，因為前者稍有不順，容易對自我概念的形成產

生很大影響；而後者不順利，則會令青少年感到迷失徬徨。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青少年精神科求診人數(見資料一圖)  

資料二：青少年自殺事件(見資料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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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1.根據資料一，描述及比較各個年齡組別的人前往精神科專科求診的趨勢。  

2.根據資料一，指出並解釋第三組別的人前往精神科求診人數比第一組別多的原因。  

3.有專家說：「為免青少年再受資料二的情緒困擾而自殺，提升抗逆力是最佳方法。」你在何等程

度上同意這個說法？參考資料二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參考答案：  

1. 各個年齡組別的人前往精神科專科求診的趨勢如下：  

．0 歲至 5 歲（第一組別）：先升後跌，波動不大。7 年內，數字大部分時間都保持在 800 人至 900

人。  

．6 歲至 12 歲（第二組別）：升幅較第一組別大。比較 2006 至 2007 年度及 2001 至 2003 年度，人

數上升超過 1,700 人，是升幅最大的一群。  

．13 歲至 19 歲（第三組別）：平穩增長，求診人數平均每年增加約 200 人。此組別的求診人數和

第二組別相若。  

2. 第三組別的人前往精神科求診人數比第一組別多的原因如下：  

【個人因素】  

．第一組別的人年齡介乎 0 歲至 5 歲，他們正處於兒童期，需要面對的困難較少，而且大多數都有

父母照顧及保護，生活也較簡單，自然較少出現情緒問題。  

．第三組別的人年齡介乎 13 歲至 19 歲，他們正處於青少年階段，會遇到各種心理及生理的轉變，

突如其來的轉變會帶給他們不安的感覺，若無適當的紓緩方法或長輩提供意見，久未能釋懷，便易

出現情緒問題。  

【家庭因素】  

．青少年喜歡挑戰權威，希望爭取獨立自主以顯示自己已長大，價值觀與父母不同，便易發生爭執，

若有不快或情緒問題更不會向父母傾訴。在惡性循環下，易患精神病。  

．家長缺乏精神病知識，大多忽略其嚴重性，況且第三組別青少年與家長的關係多不密切，若出現

情緒問題，多不易被發現，往往要到情況惡化才被識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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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因素】  

． 教育政策朝令夕改，令第三組別的學生無所適從（如「普教中」（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母語政策」等），學生需要承受很多壓力（比 0 歲至 5 歲兒童的讀書壓力更大）。  

．若青少年的性格悲觀，對己要求過高，容易傾向誤解或歪曲事實而致抑鬱。  

3.同學作答時可選擇「很大程度上同意」或「很小程度上同意」兩種方向：  

a.很大程度上同意：  

抗逆力意指一個人面對危機或困難的適應能力，亦是生命的承受力，能減低或克服逆境帶來的損

害。擁有高抗逆力的人在遇到困難時，能勇敢並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法，不會以死去逃避問

題。  

【人際關係】  

提升抗逆力可克服孤獨感，會有良好、健康的自我形象，包括了解及接納自己、懂得自控、自省及

有責任感。若擁有以上受歡迎特質，便容易適應新生活，孤獨感亦會遞減，降低出現個案 A 的可能

性。  

【學業壓力】  

．擁有高抗逆力的人，若意識到自己受情緒困擾，便會積極尋求協助。換言之，擁有較高抗逆力的

大學生會懂得疏導學業壓力，避免走上自殺之路，減低出現個案 C 的可能性。  

．擁有高抗逆力的人較懂得為自己訂立及檢討目標、計劃將來，故若學業成績下滑，便會即時檢討、

反省，望能取得更佳成績。  

【兩性關係】  

．明白「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情海翻波也在所難免，高抗逆力的人會坦然面對情感創傷，也

會較樂觀，不會自尋短見，減低出現個案 E 的可能性。  

．高抗逆力的人會即時尋求援助以排解鬱悶，透過與人分享，一方面把悲傷減半，另一方面亦可在

別人教導下成長，掌握處理兩性關係的技巧。  

．高抗逆力能提升處理問題能力，人會較獨立。他們對生活持樂觀態度，相信未來是光明和有盼望

的，在逆境中也能看到希望。若個案 B 的男生擁有以上態度，除會相信暗瘡問題一定可解決，也會

積極尋找及嘗試不同治療方法。  

b.很小程度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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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欠佳】  

由於個案 D 男生的負面情緒是因疾病纏身而出現，若病情無改善，負面情緒便難以消除。就算擁有

高抗逆力，也未必能解決問題，大學生因這個原因而自殺的風險仍存在。  

只要言之成理，即可給分。  

延伸閱讀：  

1.《青少年精神問題》，請按此  

2.《6 成道友失常 雙重失調添創傷》，香港《文匯報》，2013-07-07，請按此 

3.《除下有色眼鏡 尊重精神病患》，香港《文匯報》，2013-07-03，請按此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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