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世代父母不易為 

中國傳統思想重視家庭的角色，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

修身及齊家放在首二位。傳統思想也重視對父母的孝敬，「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是為了不讓父母有太多的擔憂和牽掛。古時，朝廷官員如遇父或母辭世，必須暫別官場

以盡孝。明神宗時曾發生「奪情」事件，以致言官上疏彈劾首輔張居正沒盡孝義，這些

言官更被神宗施以梃杖之刑。毫無疑問，傳統思想有其迂腐的一面，很多價值觀如「君

君、臣臣」的思想，再也不合時宜，但家庭在社會上發揮的功能，父母在子女成長的重

要性則從來沒有減輕過，可以肯定的說，隨著社會的變化，家庭與父母的角色愈來愈重，

挑戰也愈來愈大。 

社會學家喜歡以不同世代來區分青少年，用以顯示不同年代的文化對青少年

成長以及他們特質的影響。相信嬰兒潮(baby boom)、X世代、 Y 世代及 Z 世代等名稱，

大家一點也不會陌生！我算是生於嬰兒潮的年代 (必須強調是後期！)。在三十多年的教

學生涯裏，接觸了 X、Y及 Z世代的青少年，看到他們的差異，但也看到他們的共通點。 

年青人一般都是較直率，有拼勁，有熱誠，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樂於接受挑

戰，但也因入世未深，容易較主觀，衝動，很多時都會欠缺深思熟慮，想做就去做。Z

世代年青人比起其他年代的一大分別，就是他們成長於一個截然不同的年代 – 一個資

訊極發達的年代，一個電子產品，網絡世界的年代。資訊發達無疑增加了青少年的知識

層面，只要有心學習，隨時可透過網上世界搜尋資料，在外國，甚至大學學位也可以透

過網上學習而取得。然而，資訊發達，也為學生帶來不少挑戰，網上世界真假難分，不

少青少年沉溺於虛擬世界，以至影響與人的溝通，也有受網上世界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影

響，而受唆擺、利用的，況且網上世界騙人的技倆也是層出不窮！ 

Z世代的家長在管教子女面對的挑戰相信比其他世代的大，父母的「權威」不

再，在管教子女方面更多要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很多家長也樂於參加培訓，對年青人

有多點了解，也增強自己的溝通技巧，既知己，也知彼，希望能好好教養子女，讓他們

愉快成長，開闊他們人生的未來道路。然而，也許是父母太遷就子女了，部分這個世代

的年青人把自己放得較大，重權益而忽略了責任。也許，作為師長，昰時候重新教導他

們有謙卑的心，不要事事以我為先。年青人如能知謙遜，知進退，珍惜前人的經驗，以

開放的心懷，接受父母及師長的教誨，相信他們在未來的日子，更能有效的立足社會，

更能發揮所長。 當然面對資訊混亂的時代，父母或師長絶對肩負協助他們增強分析事

物能力的責任，使他們明辨是非。作為父母或師長既要了解青少年的特性，順勢引導，



但有時也要作為諍友，指出其不足，甚或給予當頭棒喝！父母們，繼續為子女的成長而

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