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5 月 16 日 

即 时 发 布 

香 港 律 师 会 

关 注 青 少 年 的 道 德 水 平 与 公 德 

香 港 律 师 会 去 年 首 办 「 青 Teen 讲 场 」 ， 鼓 励 年 轻 人 就 人 生 及 社 会 价 值 进 

行 讨 论 ， 合 共 有 超 过 1,400 名 学 生 参 加 ， 创 下 同 类 型 活 动 的 纪 录 。 为 了 

更 清 楚 掌 握 现 今 学 生 对 人 生 及 社 会 价 值 的 看 法 及 意 见 ， 香 港 律 师 会 与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合 作 ， 于 今 年 年 初 邀 请 所 有 参 与 「 青 Teen 讲 场 2010 」 的 学 生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 共 收 回 523 份 问 卷 。 

香 港 律 师 会 与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于 今 日 （ 5 月 16 日 ） 发 表 这 项 有 关 青 少 年 的 

道 德 水 平 与 公 德 的 研 究 报 告 ， 并 探 讨 影 响 青 少 年 品 德 发 展 的 因 素 。 研 究 

发 现 ， 现 今 学 生 普 遍 认 为 年 青 人 的 道 德 水 平 是 低 （ 29％ ） 或 不 高 不 低 

（ 40％ ） ， 过 半 （ 56％ ） 认 为 道 德 水 平 有 下 降 趋 势 ， 对 公 德 （ 如 助 人 、 

做 义 工 ） 的 参 与 并 不 热 衷 。 

参 与 是 次 调 查 的 年 青 人 是 来 自 32 间 中 学 、 中 四 至 中 六 的 学 生 。 其 中 较 多 

是 女 生 （ 69％ ） ， 大 部 分 介 乎 15 至 18 岁 （ 96.1％ ） 。 研 究 亦 发 现 ， 学 校 

较 多 挑 选 学 业 成 绩 较 好 、 品 德 较 好 、 对 时 事 议 题 较 有 兴 趣 的 同 学 参 加 是 

次 调 查 。 

参 与 调 查 的 年 青 人 普 遍 认 为 ， 自 己 的 道 德 水 平 不 算 高 ， 亦 有 下 降 趋 势 。 

他 们 大 致 上 认 同 要 奉 公 守 法 （ 98.3% ） 、 认 为 成 功 须 苦 干 ( 66.8% ) 。 另 

一 方 面 ， 他 们 的 价 值 观 十 分 「 实 际 」 ， 认 为 钱 可 买 到 快 乐 （ 31.8% ） 或 

会 为 钱 财 烦 恼 （ 63.8% ） 、 预 期 自 己 会 随 波 逐 流 ( 48.2% ) 。 较 令 人 担 心 

的 是 不 少 年 青 人 （ 18.9% ） 认 同 「 只 要 唔 系 伤 天 害 理 ， 任 何 搵 钱 方 法 ， 

唔 理 合 唔 合 法 都 可 以 用 」 。 

对 此 ， 香 港 律 师 会 会 长 王 桂 埙 认 为 ， 律 师 会 在 提 高 年 轻 人 守 法 意 识 ， 可 

以 发 挥 正 面 作 用 。 他 出 席 今 天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时 表 示 ﹕ 「 透 过 教 育 让 年 青 

人 获 得 知 识 固 然 重 要 ， 但 培 养 德 育 亦 不 容 忽 视 。 法 律 是 社 会 对 行 为 的 规 

 



范 ， 是 公 德 的 最 低 标 准 。 法 律 与 社 会 道 德 标 准 息 息 相 关 ， 我 们 相 信 ， 加 

强 年 青 人 的 法 律 意 识 ， 有 助 提 升 他 们 的 公 德 水 平 。 」 

他 续 说 ﹕ 「 今 次 调 查 的 结 果 ， 进 一 步 引 证 了 律 师 会 可 以 透 过 「 青 Teen 讲 

场 」 ， 灌 输 法 律 知 识 给 年 轻 一 代 ， 促 使 他 们 正 视 道 德 水 平 以 及 奉 公 守 法 

的 重 要 性 。 律 师 会 预 计 今 年 十 一 月 份 再 接 再 厉 举 办 「 青 Teen 讲 场 」 ， 并 

增 加 有 关 法 律 知 识 的 元 素 。 」 

参 加 问 卷 调 查 的 同 学 普 遍 较 少 违 规 行 为 ， 对 亲 社 会 规 范 亦 十 分 认 同 ， 但 

对 公 德 并 不 热 衷 ， 对 助 人 、 义 务 工 作 的 参 与 并 不 高 。 过 去 一 年 ， 最 多 的 

助 人 行 为 是 协 助 做 家 务 7 至 8 次 （ 中 位 数 ） 、 捐 款 5 至 6 次 、 帮 同 学 温 习 

功 课 3 至 4 次 ， 很 少 参 与 义 务 工 作 或 为 学 校 作 贡 献 （ 1 至 2 次 ） 。 公 德 及 

助 人 行 为 较 多 的 年 青 人 ， 他 们 的 同 理 心 通 常 较 高 、 道 德 推 论 较 成 熟 、 较 

认 同 亲 各 种 社 会 规 范 （ 如 助 人 或 对 社 会 作 出 贡 献 的 价 值 ） 、 较 不 赞 同 实 

用 主 义 、 他 们 父 母 的 教 育 程 度 亦 较 高 。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应 用 社 会 科 学 系 讲 座 教 授 石 丹 理 亦 出 席 新 闻 发 布 会 。 他 说 

﹕ 「 当 我 们 事 事 讲 求 实 际 及 对 个 人 的 利 益 ， 就 很 难 体 会 别 人 的 需 要 及 公 

德 对 社 会 的 价 值 。 」 

年 青 人 对 道 德 的 看 法 及 生 存 之 道 ， 大 致 反 映 社 会 价 值 观 ， 以 及 社 会 对 品 

德 及 德 育 是 否 重 视 。 本 研 究 发 现 年 青 人 自 问 道 德 水 平 不 高 并 有 下 降 趋 

势 、 对 公 德 并 不 热 衷 ， 反 映 他 们 认 同 实 务 主 义 ， 个 人 操 守 会 因 应 「 实 际 

情 况 」 而 作 出 「 适 应 」 。 

研 究 负 责 人 萧 敏 康 博 士 指 出 ， 研 究 结 果 令 社 会 反 思 香 港 的 家 教 及 教 育 是 

否 重 视 对 品 德 的 培 养 ， 有 否 积 极 鼓 励 年 青 人 的 公 德 行 为 。 要 进 一 步 促 进 

年 青 人 的 品 德 及 公 德 ， 可 从 小 积 极 培 育 同 理 心 、 道 德 推 论 的 能 力 、 及 对 

亲 社 会 规 范 的 认 同 及 对 法 律 的 认 知 。 

「 青 Teen 讲 场 」 去 年 由 香 港 律 师 会 首 办 。 「 青 Teen 讲 场 2010 」 由 200 多 

位 香 港 律 师 会 律 师 及 其 他 团 体 的 专 业 人 士 担 任 义 务 导 师 ， 引 导 超 过 1,400 

名 学 生 用 一 天 时 间 讨 论 社 会 关 注 的 议 题 ， 以 及 他 们 的 人 生 及 社 会 价 值 。 

香 港 律 师 会 希 望 透 过 「 青 Teen 讲 场 」 ， 培 养 高 中 学 生 对 社 会 的 关 注 、 辩 

论 及 表 达 能 力 。 

 



传 媒 查 询 

香 港 律 师 会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吴 文 凤 / 张 宝 玉 欧 静 沂 女 士 

电 话 : 2846-0589 / 2846-0520 电 话 : 2766-4287 

电 邮 : dcom@hklawsoc.org.hk 电 邮 :rsdau@inet.polyu.edu.hk 

 

 

关 于 香 港 律 师 会 

香 港 律 师 会 于 1 9 0 7 年 注 册 成 立 ， 是 香 港 律 师 的 专 业 团 体 。 通 过 履 行 

其 法 定 职 责 和 行 使 其 监 管 权 ， 香 港 律 师 会 致 力 不 断 地 提 高 律 师 的 专 业 

水 准 和 操 守 ， 执 行 律 师 纪 律 守 则 的 规 定 。 香 港 律 师 会 协 助 其 会 员 推 广 

香 港 法 律 服 务 ， 以 及 不 时 就 不 同 的 法 律 建 议 发 表 其 意 见 。 如 欲 索 取 更 

多 相 关 资 料 ， 请 浏 览 香 港 律 师 会 网 址 : www.hklaws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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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道德水平與公德

蕭敏康博士
康復治療科學系

石丹理教授
應用社會科學系

簡介

• 香港的家教及教育都十分重視學業成績，
「品學兼優」就是錦上添花

• 反映我們對德育的注重不足？

• 過去有不少有關年青人反社會行為的研究
，如偏差行為、吸毒、自殺等

• 較少有關品德及公德的研究，如怎樣培育
助人、義務工作、捐助、隊工等行為



簡介

• 年青人的道德水平及公德，是個人及社會
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反映年青一代是否
願意為家庭、社群或社會作出貢獻

• 有研究顯示，公德（親社會）行為較多的
學生，通常學業成績及社交能力較好、生
活滿足感較高

研究目標

香港的年青人：

•是否願意奉公守法？是否樂於助人？

•認為自己的道德水平如何？是正在上升還是
正在下降？

•是否很「實際」？對實用主義的看法如何

•什麼個人及社會因素影響年青人的（如個人
的同理心、道德推論的成熟程度、家庭背景
及教育等）



研究對象

• 超過1000位TEEN TALK參加者

• 由學校推薦或通過學校報名參與

• TEEN TALK每年由香港律師會主辦，律師
會的義工會引導學生用一整天討論社會關
注的議題

• 學校較多挑選學業成績較好、品德較好、
對時事議題較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 截至4月15日，收回523有效問卷

參加者

• 參加者來自32間中學，中四至中六的學生

• 163（30.6％）男，363（69％）女

• 年齡：平均16.2歲（SD ＝ 1.1），大部分
介乎15至18歲（96.1％）

• 大部分是獨生子女（72.2%)，24%有一個
兄弟姊妹

• 76%在香港出生，23%在內地出生

• 只有小部分(7.2%)家庭正接受綜援



參加者

• 參加者的反社會（違規）行為偏低

• 過去一年只有1至2次（中位數）括：

– 學習及功課有關：

• 不交功課、抄襲他人功課、上課時偷看具他讀物 (例
如: 連環圖、小說)、說粗言穢語

– 與父母相處：

• 不聽父母的話、當面抗拒父母的命令、說謊欺騙父
母

問卷調查

• 共219題，分6部分：

1. 青少年正面發展問題 (Shek, Siu, & Lee, 
2005)

2. 青少年行為問卷 (Ma, 2006)
3. 親社會道德推論測驗 (Carlo, 1992)
4. 同理心指數 (Siu & Shek, 2005)
5. 實用主義價值觀問卷 (香港青年協會,2000), 

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香港家計會,2006)
6. 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



道德水平與實用主義

年青人的

道德水平

• 參加者較多認為年青人的道德水平是

– 不高不低（40％）

– 低或很低（29％）

• 超過一半（56％）認為道德水平正在下降

• 樣本的反社會行為很少，但親社會行為亦
不算多



你覺得香港年青人道德水平
係高抑或低呢?

你覺得香港年青人道德水平
係高抑或低呢?



實用主義價值觀
（較同意項目）

實用主義價值觀
（較不同意項目）



實用主義

• 93.8%認為必須奉公守
法，不可不擇手段
(81.1%)

• 82.6%不認同「事不關
己，己不勞心」

• 66.8%認為成功須苦幹

• 63.8%預期會因為錢而
煩惱

• 48.2%預期自己會因實
際情況而隨波逐流

• 31.8%認為錢能買到快
樂

• 18.9%認為只要唔係傷
天害理，任何搵錢方
法，唔理合唔合法都
可以用

道德與「實際」

• 年青人普遍認為（自己）的道德水平不算
高，亦有下降趨勢

• 高中學生已十分「實際」
– 看錢十分重要，會因為有錢冇錢而快樂或煩惱

– 一半人認為自己會為免被排擠而隨波逐流

– 有18.9％認同「只要唔係傷天害理，任何搵錢
方法，唔理合唔合法都可以用」

• 這是反映年青人所學會的社會價值觀、生
存之道？



公德與親社會行為

對親社會規範的認同



公德及親社會行為

行為 過去一年曾
做次數
(中位數)

幫忙做家務 ( 例如: 煮飯、洗碗、掃地) 7 – 8
損款給慈善團體 (包括賣旗) 5 – 6
原諒別人做了對不起你的事 3 – 4
做錯事後向人道歉 3 – 4
幫同學温習功課 3 – 4

公德及親社會行為

行為 過去一年曾
做次數
(中位數)

乘坐交通工具時讓座給老弱婦孺 3 – 4
送禮物給父母;
做義務工作 (義工); 
參加慈善機構籌款運動; 
代表學校參加公開比賽; 
在任何一科考試或測驗得滿分或全班最高分; 
在學校表現良好而被老師或校長讚賞

1 – 2



公德

• 參與本研究的年青人一般較少違規行為，
但親社會行為（公德）亦不算多

• 過去一年，最多是協助做家務7－8次、捐
款5－6次、幫同學溫習功課幾（3－4）次
，較少參與義務工作

• 高中生的親社會行由14至17歲都一直增加
，到18歲後卻有回落跡象

公德（親社會行為）

發展因素



親社會行為
（理論）

親社會行為
（研究結果）

Adjusted R2 = .35



親社會行為

• 親社會行為較高的年青人：

– 同理心(Empathy)較高

– 對別人的痛苦感到苦惱(Personal distress)較低
（或能保持冷靜）

– 較認同親各種社會規範(Prosocial norms)
– 較不認同實用主義(Pragmatic values)
– 父母的教育程度較高

– 道德推論(Prosocial moral reasoning)較成熟

結論

• 年青人普遍認為（自己）的道德水平不算
高，亦有下降趨勢

• 高中學生基本上認同要奉公守法、要勤勞
才可成功，另一方面已十分「實際」，會
因為有錢冇錢而快樂或煩惱、會隨波逐流

• 較擔心的是不少認同「只要唔係傷天害理
，任何搵錢方法，唔理合唔合法都可以用
」



結論

• 參加的同學普遍較少違規行為，但對公德
並不熱衷，對助人、義務工作的參與並不
高

• 這就是年青人所學會的社會價值觀、生存
之道

• 我們的家教及教育有幾多重視品德的培養
，鼓勵年青人的公德行為？

• 要培養品德及公德，可從小注重同理心、
道德推論的能力、及對親社會規範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