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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程序 

9:45-10:00am 分組討論：青年(工作)的困惑與挑戰 

10:00-
10:10am 

  小組匯報 

10:10-
10:50am 

青年身處的香港社會脈絡分析 

10:50-
11:10am 

Q&A及小休 

11:10-
11:50am 

青年工作的方向與實踐:以教育為例 

11:50-
12:15pm 

Q&A及總結 
 



青年(工作)需要甚麼？ 

 請分五組，用十五分鐘討論下列問題： 

 

 作為青年工作者，如何理解香港青年身處的
社會環境，以及由此產生對青年工作的新的
要求？請羅列一至三項在變動中的社會脈絡
做青年工作的主要困難或挑戰。 



青年身處的香港社會脈絡分析 



近十年的香港社會動態 

 2003年「七一」至今，香港的社會運動此起
彼落… 

 同一個十年… 

 貧富懸殊繼續惡化 

 政治民主難言寸進 

 新聞言論自由倒退 

 貪腐浮現廉政崩壞 

 工作生活質素轉劣 

 



「新自由主義」時代香港的貧富不均 

 時間「資源」 ：最高工時、公共醫療… 

 空間「資源」 ：居住空間、公共空間… 

 文化「資源」 ：大氣電波、知識產權的壟斷、 
 社會地位、尊嚴自信、既有生活方式的破壞 

 

年份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堅尼系數 0.451 0.453 0.476 0.518 0.525 0.533 0.537 

Sources: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2, 2002, 2007, 2012. 



向青少年開戰？ 

 美國的狀況 

 香港的狀況 

 激進青年？ 

 墮落青年？ 

 雙失青年？ 

 「下流」青年？ 

 「低頭族」 ？ 

監管與懲罰：「零容忍」的修辭 



有關香港青年人口(15-24歲)
的一些基本的統計 

1. 人口結構 

2.教育與就業 

3.地區分佈 





 



 



 



 



 



 



 



 



 



 



 



 



 



 



 



 



 



 



 



 



 



 



 



 



 



 



 



 



 



 



 



 



 



 



 



 



對香港青年的一些初步觀察 

 經濟條件相對變壞 

 家庭影響持續延伸 

 學校環境日益重要 

 公共參與意欲不高 

如何回應一些政策建議？ 

 公屋 

 中港融合 

 青年教育 



Q&A 



青年工作的方向與實踐 

以教育為例 



「文化中的苦悶與恐懼」 
 香港嶺南大學的教學經歷:煩悶與驚恐是不少
學生經常出現的情緒 

 香港中學教育的研究:最常聽到和感覺到的情
感表述，正是悶、煩、驚、怕； 

 在去年的一項對二千多同學的問卷調查研究，我
們曾邀請受訪的同學，「用1至20字來形容他們經
歷的通識科及獨立專題探究學習過程…出現頻率
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不明所以/不知所謂/
唔知做乜』、『困難/辛苦』、『悶/煩』和『浪
費時間』」。(新高中通識科課程內容研究調查報
告，頁14-15) 



從一個調查談起： 

中學生學習動機 

感課程脫離生活學習信心不及外國  

中學生年級愈高愈無心機  
 “教院去年訪問來自23所中學共14,846名
分別就讀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的學生，男女約
各佔一半，研究學生的學習能力、動機。調
查發現，本港學生對學習的自信心，由中一
入讀中學開始已呈偏低水平，年級愈高，自
信心愈低。而女生學習的自信心比男生更弱
。” (明報7-3-05)  



由細嚇大的學生 

 學生的成長過程中的恐懼： 
 害怕考試失敗 
 擔心上課時錯答老師的問題 
 憂慮未能升班或入讀名校/大學… 

 在「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包圍下，
強調用英語授課意味甚麼？教改又意味甚
麼？能產生甚麼教育效果？ 

 
 



不經意情感教育效果 

 犬儒心態的孕育/強化 

 「交功課」心態 

 「揾食唧」：急/生存比重要/興趣優先 

 弄虛的「實務」：恆常重複習以為常、無意義和
儀式化的踐行 

 「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
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 (Slavoj Zizek)  

 以香港新高中中國語文及通識教育科專題研習
課程為例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與考評設計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設計 
 課程理念: “…作為學習母語的科目，本科課程要均衡兼
顧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學習內容包括閱讀、寫作、
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
自學九個學習範疇”。(《課程指引》，頁2) 

 課程宗旨: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培育出善於溝通、有獨立思想、具批判精神、富創意、能解
決問題、有審美情趣、有道德操守、體認中華文化、樂於終身
學習的新一代。(《課程指引》，頁1-2)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與考評設計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設計(cont’) 

 學習目標 

 提高讀寫聽說的能力及獨立思考、批判、創造的能力； 

 培養審美情趣和能力；建立品德，了解個人能力、性向、特長，
以籌畫未來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加強對家庭、國家及世界的
責任感； 

 培養好學精神、積極的態度及正面價值觀；拓寬國際視野。
(《指引》，頁9) 

 主導原則 

 以學生為主角，促進自主學習 

 建基現有優勢，掌握學生已有知識…。 (《課程指引》，頁45) 



新高中中國語文考評設計 

 評估目標: 衡量學生的 

 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語文學習的興趣、態度和習慣； 

 文學、文化素養和品德情意； 

 對家庭、國家及世界的責任意識。 

 評估原則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課程指引》，頁53) 

 水平參照: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會採用「水平參照」模式，
即把學生的表現，跟預定的水平比對；該預定的水平說
明了學生所能達到的各個等級的能力要求。”(《課程指
引》，頁67) 



部分  內容  比重  評核形式  考試時間  

公開
考試  

卷一 閱讀能力 

卷二 寫作能力 

卷三 聆聽能力 

卷四 說話能力 

卷五 綜合能力  

18% 

18% 

8% 

12% 

14%  

筆試 

筆試 

筆試 

朗讀、口語溝通 

筆試  

1小時15分鐘 

1小時30分鐘 

45分鐘 

約40分鐘 

1小時15分鐘  

校本
評核  

必修部分 

閱讀活動 

日常課業及其他 

語文活動 

選修部分（三個單元）
日常學習表現 

單元終結表現  

10% 

  

  

  

20%  

（呈交 4個分數） 

閱讀活動1個分數 

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 
3個分數 

每個單元呈交 2個分數，
即日常學習表現及單元終
結表現各 1個分數  

*因應公開
考試成績
調校校本
評核 成績 

 

新高中中國語文評核設計 
(《指引》，頁67) 



考試樣本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
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1.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
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
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3.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
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4.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
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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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1.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1.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1.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3.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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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3.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4.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4.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4.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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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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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5.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5.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hi_lang/SamplePaper-CHLANG-Paper5.pdf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的課程架構 

 學習範疇：自我與個人成長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學習範疇：社會與文化   

 單元二：今日香港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四：全球化  

  
 學習範疇：科學、科技與環境  

 單元五：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  
 單元六：能源與環境  

 

 獨立專題探究(20%) 
 

 
 



通識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2.8 獨立專題探究 

 作為通識教育科不可缺少的一部分，獨立專題
探究讓學生透過以下的途徑實現課程的宗旨： 
 (a) 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成為自主的學習者，並為
自己的學習負責； 

 (b) 提升學生的能力，以聯繫、整合及應用從三個
範圍學習獲得的知識、角度和能力； 

 (c) 透過對議題和問題的探究性研究，幫助學生發
展高階思考能力和溝通能力； 

 (d) 拓寬學生的視野和照顧不同學生的興趣和性向
。 



Interpreting Document  

2.8.2 性質 (通識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自主學習經歷 

 獨立專題探究是一個自主學習的經歷，讓學生
承擔學習的主要責任。在獨立專題探究中，學
生是「獨立」和「自主」的，也就是說，學生
在參考各種文獻和徵詢不同的意見後，須為自
己訂立探究題目、確定探究的範圍、方法和採
用適合表達探究結果和成果的形式。學生須主
動提出問題、尋找答案和評估探究的過程，也
須為履行自己的計畫和決定負責。 



檢討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調查報告（

http://www.ln.edu.hk/mcsln/LS/LS_report.pdf） 

 2012年初以問卷形式，收集了647位教師和2806位學生
的意見。 

 受訪的600多名通識科教師，超過一半確認「花了很多教
學時間於訓練學生的應試技巧」 

 受訪的2000多位學生，只有22.6%滿意通識科，不滿意
的則有40.7%，當中約一半（20%）更表示十分不滿意 

 學生問卷中的兩條開放問題，邀請受訪同學用1至20字來
形容他們經歷的通識科及獨立專題探究學習過程，超過六
成半和七成的學生對通識科和獨立專題探究的評價負面，
評價正面的則約有兩成；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
／不明所以／不知所謂／唔知做乜』、『困難／辛苦』、
『悶／煩』和『浪費時間』等負面描述，『不錯／好／有
趣／正／有用』等正面評價，則相對少得多」。 

 
 



表十七：獨立專題探究培育了學
生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老師 學生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1 (非常不同意) 60 9.6 562 20.7 

2 199 31.7 549 20.2 

3 230 36.7 895 33.0 

4 123 19.6 460 17.0 

5 (非常同意) 15 2.4 246 9.1 

總數 
627 100.0 2,712 100.0 



表十八：獨立專題探究引起了學
生的學習興趣？ 

  

  老師 學生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1 (非常不同意) 148 23.8 1,067 39.7 

  
2 247 39.6 697 25.9 

  
3 178 28.6 598 22.2 

  
4 44 7.1 179 6.7 

  
5 (非常同意) 6 1.0 150 5.6 

  
總數 

623 100.0 2,773 100.0 



表十九：孕育了學生馬虎交差的處事方法
？/學生馬虎交差地完成獨立專題探究？ 

  老師 學生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1 (非常不同意) 65 10.4 441 16.3 

  

  
2 112 17.8 433 16.0 

  

  
3 211 33.6 740 27.3 

  

  
4 155 24.7 548 20.2 

  

  
5 (非常同意) 85 13.5 549 20.3 

  

  
總數 

628 100.0 2,711 100.0   



表二十：獨立專題探究孕育了學生弄虛作
假的傾向？/學生報告中的資料有弄虛作假
？ 

  老師 學生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1 (非常不同意) 67 10.8 529 19.7 

  

  
2 138 22.2 577 21.4 

  

  
3 226 36.3 787 29.2 

  

  
4 127 20.4 433 16.1 

  

  
5 (非常同意) 64 10.3 365 13.6 

  

  
總數 

622 100.0 2,691 100.0   



 

 

 校本評核(SBA)的評估指引 

 

「教師是最了解學生在這科目的學習
進度和成就的人。 」 

  (IES AH, p.4) 

玩假的評核 



Statistical moderation (if the 
correlation is present) 

Number 

of 

Students 

0                                                         50                                                       100 

Raw IES Mark  

A 

D 

C 

B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T 

S 

R 

V 

U Z 

X 

W Y 

0                                                         50                                                       100 

B 

G 

F 

D 

E 

C 

A 

T 

S 

M 

K 

V 

R 

P 

O 

J 

I 

Q 

N 

L 

Z 

W 

Y 

X 

U H 

Exam Mark 

Number of 

Students 

(This slide is adapted from HKEAA) 

HKEAA Assessment Guidelines: general framework  

 



Statistical moderation (if 
the correlation i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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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的範例： 

Teenage Suicide in HK and Ways for 
Prevention 

 



研究重點 

A. 青少年自殺現象的成因分析 
1. 找出青少年「自殺」與「自殘」兩個現象的成

因 

2. 辨明兩者是否具相關性 

 

B. 為現象建議預防措施 
1. 社會層面的措施 

2. 青少年個人層面的措施 



研究方法和工作與想解決的問
題無關：問卷設計的問題 

受訪者並未曾自殺，他們的意見能幫
助研究者找出「自殺」的成因嗎？ 



「現象/成因分析」不等於「意見調查
」 

 將未參與自殺的受訪者的意見，等同自殺成
因的一部分 



混淆事實與意見 



課改的效果 

 中學語文及通識教育課程目標、教學過
程、考評之脫鈎 

 玩假當真 

    犬儒的温牀 
 教師和學生的疲憊和犬儒心態 

 作為一種主導意識形態的犬儒主義:「他們知道，他
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
這樣做」 (Slavoj Zizek)  

 



 
教改/課改的文化政治效果 

 犬儒主義在教育界的具體表現 
 遠景、目標、行動無法扣連(disarticulation)的問題(路燈
下找丟失鑰匙的笑話)  

 「交功課」心態；「急」/「生存」比「重要」優先 

 弄虛的「實務」：恆常地重複習以為常、無意義和儀式化
的踐行 

 成因 

 教改/課改的社會歷史脈絡 

 



 

 

教改的社會脈絡 



日程 

 1997 年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 

 1998年「母語教學」，保留114間英文中學，
2011年「微調」後已取消。 

 2000年教育改的主要指導文件《終身學習 全
人發展 --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 
 第三章「教育改革的背景」的標題是：「世界變了
，教育制度非變不可！」  

 教育改革下教育經常性經費增加了近40%，
加上非經常性經費，則增加了近60%。
http://home.ied.edu.hk/~yccheng/doc/articles/29mar04.pdf 

 



教改的內容 

 三三四學制及課程改革 

 中國語文及通識教育 

 商業及政治主導 

 強調批判、創意、多角度思維 

 推廣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究式學習 



「世界變了，教育制度非變不可！」 
《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 --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2000) 

 「知識型經濟正在逐步取代工業型經濟。以廉價勞工為基
礎的工業生產，正在逐步讓位予以知識、科技及創新為主
的新興行業。…知識的創造、更新及應用，已成為每個行
業、機構以致個人成功的關鍵因素。…我們的工作需要相
當的知識，而知識又不斷更新；工作不斷變更，所以我們
亦需要不斷接觸不同的知識領域。因此，在知識社會中，
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學習。」(p.24)而「作為國際城市」的
香港，由於「早已超越了靠低工資競爭的階段，而步上了
高增值的發展路向，知識為本的經濟亦迅速發展，而不斷
湧現的新科技、新行業、新經營策略、新運作模式，以及
靈活變通和善於創新的人才，已成為香港持續發展的先決
條件。」 (p.25) 





教改/課改的社會歷史脈絡(I) ：
商界的「文化轉向」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香港過去的教育是
工業社會的教育，比較強調規範、標準答案。老師就
是以標準答案評分，六、七十年代以來就是這樣。我
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種情況對於培養知識經濟時
代所需要的創意人才是非常不利的。在知識經濟時代
，最值錢的是創意。一個好的點子，會帶來很多的金
錢的收益。現在世界上最有錢的人蓋茨並不是做地產
的，而是因為有創意，擁有知識產權。…中國一些著
名畫家的作品在國際上賣不了好價錢，就是同缺乏創
意有直接的關係。」(楊耀忠，〈適應知識經濟 培養創
意能力〉，《文匯報》 2002-04-11) 



教改/課改的社會歷史脈絡(II) 
：政治任務 

 執政者的考慮與被動的工會/政黨 
 回歸政治：21世紀香港政府對教育改革的構思 

 官方目標：終身學習 

 主要改革 
 三、三、四學制 
 課程內容與授課語言 

 工會/政黨的被動回應(cf.〈從犬儒到狗智〉) 

 學生與教師的缺席：教玩假的諮詢制度 
 課程諮詢委員會的構成 

 課程諮詢委員會的權限與運作 



教改/課改的社會歷史脈絡(III) 
：新資本主義文化 

 新資本主義的文化 
 追求短期結果 

 即時、割裂的瑣碎工作 

 缺乏耐性 

 淺薄的天份/潛能(適應力)取代紥實的在地知識 

 技/工藝(craftsmanship)的衰落，不再重視質量 

 難以產生需要時間的研究和學習工作，當中可容許
從錯誤中學習  

  Richard Sennett (2006):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Yale U. Press. 



紛雜模糊的教改目標  

 7個學習宗旨  

 8大學習領域 

 9種共通能力 

 多樣的價值觀和態度 

 5種基要的學習經歷  

 

以下6張投影片引自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
_4079/forum_c_ntw.ppt#10 



假戲如何真做  

七個學習宗旨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2366) 



假戲如何真做 I: 從文化研究到教育改革 

八大學習領域 

1.中國語文教育 

2.英國語文教育 

3.數學教育 

4.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5.科學教育 

6.科技教育 

7.藝術教育 

8.體育教育 



假戲如何真做 I: 從文化研究到教育改革 

九種共通能力 

1. 協作能力 

2. 溝通能力 

3. 創造力 

4. 批判性思考能力 

5.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6. 運算能力 

7. 解決問題能力 

8. 自我管理能力 

9. 研習能力 



   

假戲如何真做 I: 從文化研究到教育改革 

多種價值觀及態度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079/overview-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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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課程架構



5種基要的學習經歷 
(adapted from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155/20060412_05.ppt#2) 



教改/課改的社會歷史脈絡(IV) 

 去中心(de-centered)的教育政策計劃與執行 
 通識教育/綜合人文學科的政策計划與執行 

 教統局、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主任、考評主任 

 課程諮詢委員會的角色 

 考評局、校長、教師、學生、家長、教科書出版商的不同利益/興趣  

 象徵式政策：香港課程發展的殖民特色 
 課程發展處 

 課程發展主任的背景和角色 

 缺乏課程發展理論、教育理念和系統研究的課程發展 

 考評局 
 考評主任的背景和角色 

 學習為考評(screening/summative)vs考評為學習(learning/formative) 

 課程發展與考評脫鈎的制度: 制度的割裂+願景(vision)與行動的分離 



在犬儒脈絡中做大學教育工作 

 如何回應研究院課程的问题？ 

 制度及課程安排的轉變 

 學生的面向 

 在大學存活的能力 

 完成有意義的研究 

 如何回應本科課程的问题？ 

 從交功課學習文化研究 



2013年-2014年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邀請學生以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學習設
定研究題目和書寫研究計劃書。 

 脈絡：針對中學的「專題探究經驗」 

 教育目標：否學致學(unlearning to learn) 

 



課程目標 

 發展研究計劃 
 如何訂定題目 

 时間、資源的管理 

 介紹研究方法 
 上學期：文本分析 

 下學期：田野工作 



如何定題 

 告别不必要的阻礙 

 「社会意義」? 

 學術形式？ 

 範畴、题目、解決甚麽？ 

96 



學生的研究題目 

 香港足球青訓系統(資金投入)對香港足球水準的影響? 

 中西武術於香港的發展 

 探討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女性家庭角色的轉變為何職業女
性同時會保留傳統家庭角色分配的觀念 

 從電影看現代女性地位的轉變 

 成人對幼兒用疊字詞組會否影響幼兒語言發展？ 

 香港電視廣告如何對觀衆的心理思想及行為選成影響？ 

 西洋菜南街的街頭表演者如何在缺乏政策保護的情況下進行
表演？ 

 一個小販是如何煉成的？ 

 高登社群研究 



學生的研究題目 

 如何計劃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旅遊方式遊京都? 

 為何我喜歡李小龍及其電影? 

 為什麼我喜歡網上二次創作？ 

 為什麼我愛看黃子華棟篤笑？ 

 我為何喜愛觀看RUNNING MAN (韓國綜藝節目) 

 為什麼星座分析跟我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很相似？ 

 為甚麼林夕的流行曲詞作會較容易引起我的共鳴？ 

 為甚麼喜歡上一個人？ 

 

  

 



學生的研究題目 

 為何我一有錢就會花費？如果沒有零用錢… 

 如何能暢快地選購所需的日用品？ 

 如何解決姊姊在家中沒有「妥善擺放」衣服對我造成的困擾 

 如何讀出嶺南的貓的喜與怒？ 

 如何減少掉髮？ 

 我如何在不用節食的情況下有效令體重減少？ 

 為甚麼我總覺得工作做不完？ 

 我為何時間不夠用？為何我總是趕死線？ 

 為何我在空閒時總是無所事事，無無謂謂？ 

 如何減少我對電話的依賴？ 

 我為何經常走堂？ 

 



學生的研究題目 

 研究我使用YouTube來自學的正面價值 

  '讓座不讓座----為什麼我不敢不讓座? 

 為何有人認為看韓劇的人低智? 

 為何對有些香港人來說, 頭髮少是一個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為何有人會認為同性戀者必然與愛滋病有關連? 

 為甚麼我覺得港人「怨氣重」？ 

 為甚麼有人認為內向的人難以符合大衆的期望？ 

 為甚麼公衆誤解及歧視殘疾(被障礙)人士？ 

 為甚麼香港人常常取笑「深色人種」？ 

 



Q&A及總結 



理論vs務實? 

 「我會做好呢份工」(I’ll get the job done)，
但for what？ 

 「務實」是/不是甚麼？ 
 「庸俗務實論」: 「務實」並不是執行可操作的事
務，而是做能讓我們達到理想的願景和目標、有助
解決問題或改善困境的事情。 

 認真的「務實」，必須與目標願景緊扣，因此也必
然包含釐清目標願景、訂定可行計劃等理論工作。
要「務實」就必須減少與目標無關的事務或公關表
演，騰出時間去學習、思考和研究齊澤克關於列
寧的笑話。 



反思香港的青年工作 

 計劃(Project) 
 The problem of constituency：誰的需要？為誰而做/

說？誰需要青年工作？解決誰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vision and objective:青年工作為什麽

做正在做的事情？想達到什麼目標、產生什麼效果？
是青年工作參與者的共同目標嗎？  

 脈絡(Context) 
 局限和可能性 
 理解不經意效果的重要性 

 重新扣連(Articulation)的機遇與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