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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題目界定 
 

(a)管教模式的定義 

狹義： 

「管」就是訂立規則和約束，「教」則是敦誨和引導，當中包括技巧和方法。 

廣義： 

從錯誤中學習 – 除了技巧和方法外，管教亦包括家長所抱持的信念，而這些信

念往往影響家長採取何種方式和態度與孩子相處，以達到上述的管教目的。 

家長需從錯誤中學習，在各處境中摸索適合孩子脾性的管教方法。在檢討過程中，

家長可反思自己的管教信念和態度，分析自己的情緒變化，從而更新管教的信念

和方法。在這個生生不息的教與學過程中，家長和孩子一同成長，彼此瞭解。1
 

 

(b)香港管教模式的普遍現象 

近年來，「怪獸家長」、「港孩」等的用語常被廣泛使用，某程度上，反映香港

的兒童甚至青少年嬌生慣養，樣樣事情由父母處理、解決，家長亦過分保護子女，

令子女長期在父母的庇護下成長，導致許多負面影響，例如自理能力低、沒有責

任感、怕辛苦等，情況令人擔憂。2
 

 

另一方面，「虎爸」、「虎媽」亦是現今香港管教模式的問題。家長過分催谷子

女的學習成果，為子女安排無數興趣班，以提升子女在社會的競爭力。過分的學

習壓力會令子女對身邊事物失去興趣，甚至影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3
 

 

(c)日本管教模式的普遍現象 

日本家庭非常重視禮儀教育。孩子每次出門都要和母親、父親說一聲「我走了」；

每次回家進門都要說一聲「我回來了」。日本孩子文明禮儀行為已成為他們的習

慣。 

 

此外，日本家庭自小培養孩子自主、自立的精神。大部分家庭要求孩子做家務，

包括吃飯前後的幫忙、烹飪；讓孩子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間及身邊的東西；讓孩子

自己去買東西等等。 

 

                                                      
1〈何謂管教〉，《家長童學》，2014 年 5 月 29 日，下載自家長童學，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development/parenting/page_52859af125b719e51a040000 
2 黃明樂：《港孩》，(香港：明窗出版社，2009)，頁 1-10。  
3〈怪獸家長〉，《香港電台「通識網」通識教案》，2016 年 8 月 18 日，下載自香港電台「通識

網」通識教案，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s://liberalstudies.hk/relationships/pdf/ls_relationships_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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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父母亦鼓勵孩子在逆境中成長。日本的小孩走路時跌倒，父母不是主動扶

他起來，而是鼓勵孩子自己起來，這點和大多香港父母的作風相異。4 

 

 

 

 

 

 

 

 

 

 

 

 

 

 

 

 

 

 

 

 

 

 

 

 

 

 

 

 

 

 

 

 

 

                                                      
4<看看日本家庭是如何教育孩子的>，《每日頭條》，2017 年 1 月 8 日，下載自每日頭條，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s://www.google.com.hk/amp/s/kknews.cc/zh-hk/baby/zmrnkrp.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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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動機 
 

(a)對香港社會的意義 

 

首先，香港與日本同為高度發展的地區，日本犯罪率偏低，公民素質優良，聞名

全球，相信必有其緣由。家庭教育或管教模式是建立個人價值觀及行事原則的第

一步，也是建立整個社會秩序的第一步，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香港受多元文化影響，部分家庭鼓勵子女獨立，而部分家庭又對子女過於溺愛，

更有忽略式或極權式的管教方法。如此大的差異也令新一代衍生出各類問題，如

叛逆、港孩等等，此類現象皆對香港社會造成不同程度的隱憂，有必要尋求新法，

改善現狀。 

 

我們希望透過本次交流，在各個家庭中蒐集相關資訊，並結合多方面的資料，找

到香港與日本在此方面的異同，分析評論，嘗試找出日本勝於香港之處，取長補

短，加以改進。 

 

(b)感興趣的原因 

日本人以謙謙有禮的待人態度聞名世界，他們常把「不好意思」、「麻煩了」等

字句掛在嘴邊，讓人感到尊重和舒適，而我們相信日本人待人處事態度的培養與

家庭管教模式息息相關。 

 

只育有一個孩子的家庭結構於香港甚為普遍，5近年也興起「港孩」、「直升機

父母」、「草莓族」等流行用詞，以形容管教模式的不善，導致新一代無禮和不

擅交際的特質。爲提升本港新一代的競爭力，我們希望探討日本家庭管教模式的

優勝之處以及本港家庭管教模式須改善之處。 

 

 

 

 

 

 

 

 

                                                      
5〈2016 中期人口統計結果: 香港的家庭住戶〉，《2016 中期人口統計結果》，下載自 2016 中期人

口統計結果，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Snapshot-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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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方法 

 

(a)資料收集方法 

 

一手資料：觀察法 

在日本寄宿家庭實地考察，大致會觀察寄宿家庭父母與子女的相處形式，主要為

了解這方面日本與香港的不同，借此剖析及比較香港及日本管教模式。 

 

二手資料：文獻回顧 

透過互聯網查閱資料和相關報章新聞，了解香港管教子女的普遍現象，幫助分析

兩地家庭管教模式的差異。 

 

困難 解決方法 

我們未能做大型問卷調查，接觸不同年齡層的持份

者如青少年或已成年的子女 

參考互聯網上其他機構做的相關

調查，因他們調查的規模較大，

可信性亦相對大。 

未能訪談兩地的子女及家長，收集雙方對於管教模

式上的主觀看法 

透過互聯網及相關節目收集意見 

文獻或有偏頗，因取材範圍有限，可能會導致文獻

有不夠客觀的分析，例如本港的文獻或會因了解不

足而過度美化日本家庭教育 

參考不同地域研究對香港及日本

的評論，擴大資料來源，使現象

分析更全面 

 

(b)焦點問題 

 日本和香港的家庭管教模式的相同之處 

 日本和香港的家庭管教模式的相異之處 

 促成兩地家庭管教模式的背後成因 

 管教模式與兩地青少年成長/價值觀的影響/關係 

 值得香港借鏡的地方及參考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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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關概念 
 

(a)家庭管教模式 

管教，從字面上定義「管」就是訂立規則和約束，「教」則是敦誨和引導，當中

包括技巧和方法。6美國心理學家戴安娜·鮑姆林德指出，家庭管教模式有四，首

先為權威專制型，此管教模式中，父母為子女安排一切而子女也必須順從；其次

為恩威並施型，父母關注子女需求，注重溝通，尊重雙方的意見；再者為冷漠忽

視型，父母對子女漠不關心，甚少詢問子女意見；最後為放任溺愛型，父母給予

子女很大自由度，容許子女隨心所欲。7
 

 

(b)香港社會特色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知識型經濟體，在十二年免費教育下，學歷已成基本，

社會上僱主對僱員學歷要求越來越高。並且，香港社會競爭日催激烈，汰弱留強

已成常態，而社會上也常常出現「贏在起跑線」等說法。8
 

 

(c)個人成長教育 

個人成長教育旨在協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和健康的自我概念，積極面對生活上的

挑戰及有效地解決問題；促進群性發展，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培養勤奮進取的

學習態度，掌握多元化的學習技能，邁向終身學習；培養積極的處事態度，認識

各種職業的資訊及技能，為未來事業的發展奠定基礎。9
 

 

(d)升學主義 

指個人不顧自己的能力、興趣、和其他相關條件，一心求升學；或個人也許能力

夠、興趣也足，惟看似不計一切健康、人格發展和經濟上的代價，但求升學；另

外亦包括，校長和教師相信學校一切活動的目的，在為升學做準備，為達成這個

目標，不惜違反法令規章和公認的教育原理。10
 

 

 

 

                                                      
6 教育局:<何謂管教>，2014 年 5 月 29 日。下載自香港教育城，2019 年 11 月 13 日。網址：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development/parenting/page_52859af125b719e51a040000 
7 黃許潔儀: <管教模式與親子關係>，2014 年 8 月 14 日。下載自 AM370 專欄，2019 年 11 月 13

日。網址：http://archive.am730.com.hk/column-221795 
8 黃銘釗: <試析現今出現「怪獸家長」和「直升機家長」的主因和影響>，2015 年 2 月 2 日。網

址：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 
9〈個人成長教育-二零一二年修訂本〉，2012 年 4 月，下載自教育局，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
s/sg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1974_20120810_chi.pdf 
10蔡侑達，〈「升學主義」 與教育管制〉，2011 年 9 月，下載自教育局，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ecomicro/BK-EDU-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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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港孩 

港孩一詞泛指一些嬌生慣養、自理能力低、情緒智商低和抗逆力低的香港兒童。

港孩絕大部分出生於中產或更富裕的家庭，受到父母的溺愛和保護，其要求往往

輕易為父母滿足，好像一名萬千寵愛在一身的王子或公主，因此，港孩亦被視為

患有王子病或公主病。港孩一般有十大特質，其中可歸納為心智、能力以及抗壓

能力的幼稚和缺陷，而非單純指年齡上的孩童。11
 

  

(f)草莓族 

草莓就是港澳地區所說的士多啤梨（音譯詞），好看，好吃（味酸甜），但不耐

存放，容易腐爛。生活語言中，內地、台灣用之戲稱某些心理承受能力差，不能

吃苦，追求享受的人。例如：那些草莓族罵不得、碰不得、中看不中用。12
 

 

 

 

 

 

 

 

 

 

  

 

 

 

 

 

 

 

 

 

 

 

 

                                                      
11〈通識攻略：《精通通識概念》（十三）：港孩〉，2015年 1月 20日，下載自東方日報，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the-sun.on.cc/cnt/news/20150120/00661_001.html 
12〈首投族〉，2016 年 1 月 26 日，下載自星島教育中學，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s://stedu.stheadline.com/sec/article/15035/%E6%82%85%E8%AE%80%E4%B8%AD%E6%96%87-
%E8%AA%9E%E6%96%87%E8%87%AA%E5%AD%B8-%E9%A6%96%E6%8A%95%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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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入解釋論題 

 

(a)日本和香港的家庭管教模式的相同之處 

 

比較一：兩地父母對於子女的期望 

 

兩地父母皆希望子女能夠愉快成長 

兩地父母對於子女在將來成就或學業上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期望，但是父母大多

數最希望子女能夠愉快地成長和生活。 

 

在香港，家庭輔助機構「家庭匯習」於 2012 年有關「父母對於子女的期望」調

查結果顯示，排行第一和第二的家長期望分別為「成為快樂健康的人」以及「有

自己的理想」。13由此可見，香港社會的競爭雖大，但家長仍然認為子女能夠健

康快樂成長是最重要的。 

 

就日本的情況而言，通過我們與當地寄宿家庭的交談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家庭都

認為，雖然對於子女將來成就有所期望，但子女能夠健康快樂才是他們最在意

的。 

 

比較二：在面對疑難時的做法 

 

兩地家長皆會協助孩子解決問題 

兩地家長其實都重視子女的成長需要，都會在子女面對困難時提供支援，但是方

法有所不同。 

 

香港方面，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於 2012 年的調查顯示，六大範疇家

庭功能的重視程度，其中排首位的是「拆得」（廣東話，即共同解決問題），佔

74%。顯示家長普遍希望與子女共同解決困難，當有需要時子女能從家人中得到

支持。14 

 

日本方面，透過對寄宿家庭的訪問，發現父母很重視培養孩子面對困難的能力。

寄宿家庭的父母表示在孩子遇上困難挫折時，如不知未來方向，會與子女耐心地

                                                      
13 <父母對子女十大期望>，2012 年 1 月 18 日。下載自明報香港社會工作資料庫，2019 年 1 月 9

日。網址：http://socialworkresource.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html 
14 <香港家庭快樂指數調查發佈>，12 月 9 日。下載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service.elchk.org.hk/news_release_details.php?pkey=89&pg=1&news_cat=&news_year=2012&
news_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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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把問題分析清楚。通常是父母親與子女安靜地談話，傳授自己的心得，以

這種方式希望激發子女思考，面對困難。由此可見，兩地家長皆會協助孩子解決

難題。 

 

 

(b)日本和香港的家庭管教模式的相異之處 

 

比較一: 兩地父母對於子女的期望 

 

兩地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期望 

面對着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父母大多希望子女將來有所成就，而要有所成就，

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香港父母對於子女在學業方面的期望會較高於日本的父母。根據「2013 年香港

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結果初探」，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64.8%希望子女有學士

或以上的教育程度，21.2%希望子女有文憑、證書、高級文憑或副學士的程度，

而希望子女有中六或以下程度的則只有 14.0%。15可見香港父母大多希望子女能

夠進入大學並有學士學位或以上的學歷，對於學業成績和教育期望較高。 

 

相反，日本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較小，根據日本的國立女性教育會館所的「關

於家庭教育的國際比較調查」，在是否期待孩子「課業成績表現良好」一項中，

回答「非常期待」的日本父母只佔 11.9%，於各國中偏低。而這也解釋了為何較

高比率的日本青少年在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的「高中生學習狀況的調查報告—比較

日本．美國．中國．韓國」調查中，「學校生活最重要的事」一項，選擇「熱中

社團活動」、「擁有好人緣」而非「依從老師的指導」、「考試科目是學習重點」。
16 

 

 

比較二：在面對疑難時的做法 

 

兩地家長協助孩子的方式有所不同 

孩子在成長中難免遇上大大小小的困難與挑戰，因應兩地文化不同，兩地家長對

問題的處理方式亦有差異。 

 

                                                      
15 何瑞珠: <2013 年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結果初探--父母對的教育期望和與子女溝通的重要性>，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下載自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2019 年 1 月 9 日。網址：

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nl/newsletter_vol18.pdf 
16 潘柏翰:<只想一起愉快生活，只能說這種父母完全沒有考慮到孩子的將來 >，2017 年 12 月 8

日。下載自關鍵評論，2019 年 1 月 9 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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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部分父母傾向於「代替孩子面對困難」而不是教導孩子面對困難。此類

家長，我們稱之為「直昇機父母」或「除草機父母」，而其子女則被稱之為「港

孩」。此類家長爭取他們認為對子女「最好的」一切，排除一切困難阻礙，包括

為子女選最好的學校入讀、安排大量的興趣班和補習班、挑選值得交的朋友、全

面安排一切生活細節。有家長會辭掉工作，全職照顧子女，從早到晚為子女打點

一切，或者是聘請傭人全天候侍奉左右。也有家長要求老師在校內照顧學生的日

常需要，並經常致電了解學校情況。可見香港父母傾向於代替孩子解決問題。 

 

在日本方面，家長則傾向於讓孩子學會獨立解決問題。本組在寄宿過程中訪問日

本家長得知，他們的子女互相間時有意見不合，甚至吵架的情況出現。面對子女

間的溝通問題，父母並不會即時採取行動，而是選擇成為旁觀者，不加干涉，嘗

試讓子女自己學會解決問題。在子女對未來感到迷茫時，其中一位家長表示，她

會從旁鼓勵子女，讓子女有動力去面對挑戰。綜合本組的訪問，可見上述態度及

方法在日本家長中較為主流。 

 

由此可見，兩地家長雖然都有協助孩子解決問題，但是其態度及方法皆有不同。 

 

比較平台 異同 香港 日本 

對於子女的期望 相同 希望子女能夠愉快健康成長 

相異 對於子女學業方面的期

望較大 

對子女在於學業方面期望較小 

面對疑難的做法 相同 與子女共同解決困難 

相異 幫孩子解決 讓孩子獨立解決 

 

(c)促成兩地家庭管教模式的背後成因 

 

日本方面：民族性 

日本是一個很有紀律的國家，日本人的謙謙有禮聞名於世，這種待人接物的態度

源自於他們「先顧慮別人」的價值觀。即凡事強調公德，以和為貴，注重外在理

性的建立，包括確立行為規範、姿態儀容等禮文細節，此外亦十分注重孩子在外

的獨立生存能力。17 

 

                                                      
17〈日本人“講禮貌”的原因，其實是這个……〉，《旅日僑網》，2018 年 10 月 3 日。下載自旅日

僑網，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www.jpchinapress.com/culture/newCulture/20181003/18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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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地理環境 

日本是一個島國，全國共享同一語言，日本人認為他們是「被困在一個沒有隱藏

處的小空間裏，所以與他人保持和諧很重要。」禮儀代表著規矩，要在有限的空

間內與他人和平地聯繫在一起便要守禮，這是作為一種談判技巧在日本人成長過

程中培養出來。18
 

 

日本家長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很早就開始灌輸小孩子這種先人後己、將心比己

的觀念，促成一種十分規矩的日式教育，這亦導致日本父母如此看重培養孩子解

決問題的能力，就是為了不為別人添麻煩。 

 

此外日本對於「感恩教育」亦十分注重，在日本這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就

算是普通的日常食材也格外珍貴，日本人明白到要將這份感恩之心承傳下去便要

從小開始。日本父母多數能以身教為子女作示範，如在吃飯之前要雙手合十並說

「我開動了」這一習慣，一方面這是向做飯的人付出勞動表示感謝，另一方面是

向擺在面前的食物表示感恩，日本小孩常常被父母教育食物要一點不浪費地全部

吃乾淨，亦是因為日本的感恩文化所促成。19
 

 

香港方面：父母成長環境 

現今家長的教育和知識水平普遍較上一代高，較易傾向過度的「依賴導向心理控

制」管教模式，強勢為孩子規劃家長自己想要（或補償自己沒有達成）的目標。
20
 

 

上一代父母普遍學歷較低，忙於謀生而忽略子女的需要，因此到這一代，特別是

有教養、學歷高的父母，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所謂「直升機家長」。這種

父母好像直升機般圍着子女團團轉；而他們的管教模式，會傾向透過心理控制，

讓子女更加依賴他們。當然，這種加深對子女控制的情況，原因可能是因父母期

望子女在生活、升學、就業上，會跟隨父母小心考慮後的選擇，減低出錯的機會。

背後因素也可能是自己年輕時未能有機會升學、選擇了錯誤行業等，令自己人生

路走得較崎嶇，因此到為人父母時，不想子女重蹈自己的辛苦經驗。21
 

 

                                                      
18 〈為什麼日本文化如此重視禮儀？日本網民：因為我們尊重他人〉，《每日頭條》，2018 年 9

月 12 日。下載自每日頭條，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s://kknews.cc/zh-hk/history/ve9on3a.html 
19〈日本：感恩教育無處不在〉，《每日頭條》，2018 年 9 月 12 日。下載自每日頭條，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s://kknews.cc/education/p5ko9pj.amp 
20〈管教模式與子女成長〉，《家長智 Net》，2018 年 12 月 14 日。下載自家長智 Net，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E7%AE%A1%E6%95%99%E6%A8%A1%E5%BC%8F%E8%88%87%
E5%AD%90%E5%A5%B3%E6%88%90%E9%95%B7 
21〈升學就業信箱：父母管教模式影響子女〉，《東方日報》，2017 年 6 月 7 日。下載自東方日報

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lifestyle/20170607/00298_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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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家長因本身在成長時候得不到上一代的好好照顧，需要受到忽略，以至他們

成為了家長後也不了解如何照顧小孩各方面的需要，不知道責任何在。他們未嚐

過父母的愛，以至也不懂得如何去表達對兒女的愛。若這些家長得不到正確教導

或影響，便可能如前文所說，以自己父母作為倣效對象，忽略其兒女所需的照顧。 

 

香港方面：中國傳统文化  

有些家長可能是受傳統觀念影響，採用嚴厲的管教方法，要求兒女絕對服從，處

處循規蹈矩。家長相信「養不可不教」，而「慈母必出敗兒」，故絕不可縱容，

對兒女必須嚴格，甚至體罰，影響家長與孩子的感情，傷害孩子的心靈。 

 

除了受傳統觀念影響外，嚴厲的教子方法也會一代傳一代的傳授下來。這也是理

所當然的事，因一般人很少受過做家長的訓練，他們能夠倣效的對象便必然包括

自己的父母，因那是我們最熟悉、最常見、和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如此，我們可

以明白為何一些本身在童年遭受虐待的人，也會以同樣的方法對付他們的孩子。

因為這是其中一種他們於有意無意間學習得來的方法，當其他方法失效，又或是

在沒有其他選擇下，他們便會使用這種較嚴厲的教子方法。 

 

嚴厲的管教方法有其吸引之處，因為往往可帶來即時果效。為此，有些家長縱有

其他方法，也寧願採取嚴厲手段。 

 

香港方面：社會現實的需要 

另一原因在於家長無時間照顧孩子。例如雙職家庭（指父母均需出外工作）或是

單親家庭中，兒女的照顧便成了難題，疏於照顧的情況便很容易出現。孩子可能

被安排給親戚或媬姆照顧，遇著所托非人時，便會得不到應有管教，甚至出現疏

忽或虐待的情況。另一方面，家長與孩子間的感情發展也會受到影響，特別是一

些年幼的兒女被安排在親戚或媬姆家中居住，家長只間中前住探望，家長的地位

便很容易給親戚或媬姆所取代，以至兒女一旦被接回家時，便可能產生情緒問題，

以後與家長的相處也會出現困難。也有一些孩子因在其成長過程中數度更換媬姆，

因而產生被遺棄的感覺，形成低微的自我形象，且缺乏安全感，這對於他們將來

的生活都有著不良的影響。22
 

 

 

 

 

 

                                                      
22 〈常見的「缺乏」影響家長管教〉，《家長同學》，2014 年 4 月 30 日。下載自家長同學，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development/parenting/page_52859b2725b719e51a100000 



15 
 

(d)管教模式與兩地青少年成長/價值觀的影響/關係 

 

日本方面 

傳統上，日本是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導致出現父權極強的直系家

庭。從訪問寄宿家庭得知，舊時日本父母把孩子控制得很嚴格，更談不上什麼追

尋自己的夢想，孩子們必須繼承家業或者按照父母的意向作為人生的追尋。而隨

著時代改變下的文化改革、西方思想的傳入等，日本的家庭管教模式也出現了重

大改變，保留一些日式基礎教育之餘，更願意與孩子溝通和聆聽。以旅程中石田

一家為例，不會使用責罵或者體罰的方式管教孩童，反而會靜下心來面對面地傾

談，達成共識以解決問題。而面對孩子有別於他們心目中成為教師的人生路向，

他們亦予以支持，尊重他們的個人獨特性，這種模式為恩威並重型。23
 

 

日本尤其注重禮儀教育，日本的家長從小教孩子禮儀用語、鞠躬和餐桌禮儀，例

如孩子向長輩或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鞠躬時，要等對方抬頭以後才能把頭抬起。
24日本父母不會用年齡等藉口，去姑息孩子在公共場合喧譁，或者在電車地鐵裡

吃東西等不禮貌的行為。日本禮儀文化於日語的敬體上亦可見一斑，小孩向長輩

說話時需使用敬體，以示尊敬。 

 

香港方面 

富裕國家及城市漸趨少子化，大部分家長更傾向養育一兒，容易導致因為愛子深

切而出現過分保護的行為，現今社會稱為「怪獸家長」，對子女高度控制，為其

預備補習班及興趣班等等，望子成龍，屬專制型管教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亦

有相同的情況。而香港家庭因雙職父母居多，不少家庭僱用女傭照顧孩子，自己

由於工作耗費太多精力而對孩子不管不顧，屬冷漠型管教模式。 

 

香港與日本部分大城市的青少年，同樣身處於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部分青少

年被家長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慢慢衍生出過份照顧的問題，同時令子女於成長

中失去自由發展的能力，或因此而失去基本自理能力及忽視禮儀，被稱之為「港

孩」。家庭於社教化中擔任重要角色，對培養孩子的社交能力非常重要，不恰當

的管教可能使孩子自我中心，導致不良的人際關係。 

 

 

 

 

                                                      
23〈教養子女模式〉，下載自 Hong Kong Scholarship，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

http://www.hkspc.org/php/webcms/files/upload/tinymce/cfskc/cfs/parentsclassroom/17_138200098
0.pdf 
24〈盤點日本教育的 10 大奇葩之處〉，《每日頭條》，2017 年 8 月 2 日。下載自每日頭條，2020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s://kknews.cc/zh-hk/news/pxpjx2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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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值得香港借鏡的地方及參考的困難 

 

值得香港借鏡的地方 

香港與日本的家庭管教差異之一是對孩子在學業及工作的期望。很多香港父母也

會對自己的兒女抱有較高的期望，考入良好的大學是很多香港父母對兒女最基本

的要求，故此部分家長對子女的校内及公開考試表現十分緊張。青少年爲了不辜

負父母的期望，把精力都放在學習上，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香港父母其實應更

著重子女的精神健康和心靈發展，給予孩子更多的溝通和聆聽，儘量不使用責罵

或者體罰的方式管教孩童，靜下心來面對面地傾談，並且應以子女的個人意願和

能力為選擇前途的優先因素。這種模式為恩威並重型。恩威並重比冷漠更能讓孩

子建立安全感，更利於他們的心靈發展。 

 

另一方面，香港兒童因父母過分保護或者家傭的長期照料而失去學習自我管理的

機會。反而在日本，家庭教育其中一個很重視的方向就是兒女的自理能力。所以，

香港父母應該參考日本父母對兒童自立的著重，多培養兒女的自我管理能力。 

 

參考的困難 

香港勞動人口的工時長，缺乏時間來教導兒女如何自理，很多時候不得不請外傭

來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所以父母都難以親自培養兒女的自理能力。改變傳统的

家庭管教模式實屬困難，加上父母的工作模式亦難以在一朝半夕中改變，因此短

期內父母缺乏與子女的溝通問題仍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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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結 

 

綜合以上資料，可見香港和日本的家庭教育方式在各方面有所不同，這些不同之

處的成因與兩地的生活模式、教育制度和傳统文化有關聯，直接影響兒童以及青

少年的身心發展和他們的價值觀，包括理想工作、興趣等。兩種不同的教育方式

皆與兩地的文化和價值相符，故此各有自己的重要性、獨特性。 

 

在九天的訪日過程中，我們經歷了學校交流和家庭寄宿，探討和體驗了日本的家

庭生活，以瞭解日、港兩地的異同。我們留意到其中相同的一點就是兩地的父母

也盡心盡力養育子女，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希望其子女長大後能夠成為出色的

人，為社會作出貢獻。 

 

家庭對我們的一生有決定性的影響，父母在兒童的成長中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論在日本還是香港，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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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感想 

 

陳巧欣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很高興能夠成為這年 JENESYS 的一員，有機會到日本交流，對我而言是一個寶

貴的經驗。 

 

經過這次旅程，對日本增加了認識，發現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去借鑑。行程的每一

個景點，我都看到日本人那份細心。以我在寄宿家庭的經歷為例，接待家長熱情

地招待我們，照顧無微不至，待我們如親生子女一樣。記得在飯後，我們在飯廳

閒聊一番，原來他們知道香港發生的社會狀況，很擔心交流團會取消，看到我們

的到來，他們感到十分感恩。接待家長甚至教我們摺紙鶴，一起祈求香港所有人

平安。他們特意為了我們留意香港的社會時事，這份細心令我十分感動。在道別

的時候，我感到萬分不捨，心想為什麼相處的時光如此短。在我們上了旅遊巴後，

他們依舊站在原地繼續向我們揮手，視線沒有一刻離開我們，不愛哭的我，淚水

最終也忍不住流了下來，這個經歷十分深刻。 

 

在此也要感謝一班同行的伙伴，在旅程中對我照顧有加。我為人十分大意，經常

丟三落四，但是他們沒有嫌棄，每見我遺漏物品，或做錯了，都會不厭其煩地提

點。沒有他們，我肯定會頻頻犯錯，真的十分感激他們在行程中對我的關懷。 

 

這次的旅程的確令我成長不少，一幕幕與伙伴相處的片段令我十分深刻，回到學

校，我定會向同學分享這些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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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樂津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這次交流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我脫離熟悉的社交圈子。我不但認識了不少香港

學生，還與日本當地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亦學會了感恩，感恩能成爲

JENESYS 的一員，感激各工作人員的辛勤付出，讓我們擁有這個無與倫比的日

本之旅。 

 

交流團的伙伴互相扶持，建構了信任關係。旅程中，我得到不少人的幫助，例如

拍照，或是互相提醒注意事項。而最深刻的是一次在刀根山高中的經歷，當時正

要更衣上體育課，而我卻忘了帶外套，此時有一位細心的當地同學借了一件外套

給我，我才不至受寒，在交還外套時我送上了親手製作的玩偶，就是這樣我們便

成為了朋友。其實認識朋友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只要真誠相對，爲對方著想，

兩人自然會成爲朋友。 

 

除此之外，我們學會了要時常感恩。在旅程開始時，我們獲派一本有相當份量的

冊子，每當對行程有疑問時，冊子都能解答。內裡的資料詳細而清晰，甚至有簡

單的日語教學，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是日本和香港雙方人員洽談一個月的成果，

目的是讓我們能更享受旅程，我十分感動。現在我仍留著那本精美的冊子，紀念

對他們的尊敬和感激。 

 

這個旅程的回憶將會是我一生的至寶，我會將旅程中的所學所知分享給我珍重的

人。再一次感謝有關人員和教育局的精心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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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凱榮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十分感謝香港教育局以及日本中日友好會館對這次交流團的精心策劃，令我有如

此寶貴和畢生難忘的經歷，從中學習到各方面的知識，如日本的歷史、語言、飲

食文化，以及日本居民鄰舍之間的相處文化等；亦體驗到日本鄉村、中學以及家

庭的生活；透過到訪和觀察，了解到日本的市區環境和鄉村環境。我們還參觀了

各式各樣的建築物和出席了日本工匠精神的講座，了解到更多關於日本在不同時

期的建築風格以及日本製造業，還有許多數之不盡的知識和體驗。 

 

當中最難忘的經歷無疑是寄宿家庭生活，到現在我還記得與「大哥」一起生活的

點點滴滴。一開始與他們見面，還擔心雙方會因語言不同而難以溝通，後來才發

現這顧慮是多餘的，因為即使未能用言語交流，我們仍可透過身體動作甚至網上

翻譯突破語言障礙。接待家庭比想像中更親切，更友善，把我們當作兒子看待，

在那十多個小時裏，無時無刻都感受到他們的溫暖，例如晚餐過後我們希望做一

點家務，不想只接受招待，於是便提出幫他們洗碗，但百般請求後依然堅持不讓

我們做，還叫我們出門散步，這一刻，我的心裡甜絲絲，感受到他們的溺愛。在

分離時，「大哥」再三叮囑我們要「study hard」，努力讀書，令我下決心要好

好讀書。 

 

在這次交流團中，教育局官員曾說過這樣的話，到現在我還記在心裏，她說我們

要學會「give and take」，今天我們因為社會的資源能夠免費去日本交流，等我

們長大後我們要回饋社會，對社會有所付出。放心吧，我日後必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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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凱文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十分榮幸能參與本次 JENESYS 交流計劃，活動能順利進行，有賴日方及香港教

育局工作人員的努力，對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活動前期，內心其實十分緊張拘謹。面對陌生的人，未知的旅程，難免產生逃

避、不想面對的心理。但是隨著幾次練習活動，慢慢嘗試跨出第一步時，感覺人

與人之間的相處其實並沒有特別困難。到了日本，行程中的一句玩笑，一個動作，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們之間的隔膜就這樣打破了。人們常認為嬉戲打鬧散發噪

音，我卻認為這是最美的聲音。 

 

兩次的學校交流，令我結識到數位日本朋友，這不是一般的旅行能夠收穫到的。

在刀根山高中的劍道體驗中，日本同學的吶喊令我感觸良多：日本文化中拼盡全

力，做到最好，以自我實力光明磊落地擊敗對手的精神，在他們手起刀落中體現

出來。另外，大洲高中的同學，每人都盡自己全力，用英文寫出一篇介紹。看著

稿子上的褶皺還有塗改的痕跡，我知道他們肯定事先努力練習了很多次，有的同

學甚至附上圖畫向我講解，這種認真的精神使我肅然起敬。 

 

向大家介紹石田先生——我們的「大哥」。他已經七十歲了，有三個女兒，業已

成年，同時也有四個香港兒子，就是我們第四組的四個男生。一見面，大哥的豪

邁聲音已經使我印象深刻。乘坐著他的轎車，我們在明日香村裡兜兜轉轉，感受

鄉村的平和寧靜。夜晚散步後，石田太太的一句「你回來了」，讓我覺得真正成

為他們的兒女一般。這種愛如此的真實、簡單，卻是最引人入勝的。 

 

最後，再次感謝行程前後的每一個人，是大家的共同努力，讓這次旅程的體驗如

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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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竣喬 聖若瑟英文中學 

 

今年參加了 JENESYS 這個交流計劃，終於有機會到訪日本，過程中獲益良多，

很高興能夠擔當香港代表這個角色。在這個交流計劃中，見識了很多，學習了很

多，也認識了很多本地和日本朋友，留下了不少畢生難忘的回憶。 

 

先由為旅程作準備說起。第一次見自己小隊的時候，大家互不相識也能很快打成

一片，就知道這次日本旅程一定不會乏味。在訓練中，大家都很認真為這日本交

流團作準備，例如排練舞蹈表演和討論專題研集等，有什麽難題也能很快解決。 

 

到了日本後，聽了一個有關日本工匠精神的講座，也在旅途中通過各種參觀、考

察和交流，深刻體會到這個思想對日本人生活的影響，令人不禁讚嘆那精益求精、

永不放棄的精神。 

 

除此之外，最讓我深刻的經歷是兩次學校交流，我在第一所學校特別體驗了劍道

和茶道，是在香港不會有機會體驗的。第二所學校比第一所小，但感覺較親切，

我和當地學生上了一節音樂堂和家政堂，他們都很有禮貌，也很熱情。我和兩所

學校的幾個學生透過社交平台保持聯絡，到現在不時還有聊天。説到這裏，還真

的有點掛念他們。隨團老師也讚我與當地學生交流時十分投入，而我也真的十分

享受與日本學生寶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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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芷晴 觀塘官立中學 

 

首先，很感激校方讓我知道了 JENESYS 這個計劃，更感恩有幸通過面試成為是

次日本交流團的一員。對於從來沒有離開過香港的我而言，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

機會，讓我不再做一隻井底之蛙，離開熟悉的家園，擴闊自己的眼界。 

 

作為正在修讀日文的一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亦有淺嚐日本的文化。雖云語言

是一個文化的靈魂，但這種接觸始終遠遠比不上親赴當地接觸日本的風土人情。

記得在遞交申請時我期望能收獲一些對日本的了解，現在的確是收獲良多。 

 

而這一切，絕對是有賴日方、教育局及隨團導遊真理子小姐、浩子小姐等的精心

安排，我感激涕零。在過程中我學習了許多。隨團的老師常告訴我們，收獲和付

出應是雙方的，而在過程中我亦慢慢學習到如何實踐此話。 

 

當初在刀根山高中時，的確我們只是享受著對方的接待，看他們傾力地把日本文

化呈現，確實是得著很多，但當他們問及香港的文化時，礙於我們對日語未算精

通，很多時候都未能如願表達。 

 

因此，在前往愛媛的大洲高中時，我在過程中盡量用日語對答，在事前亦搜集了

一些香港事物的相應日語，希望他們能了解更多，更在過程中主動地告訴他們。 

 

日本有很多美麗的景色和久遠的歷史古跡，人和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更值得我們記

住，並通通帶回香港。再一次，容我感激每一位策劃今次交流團的單位，令我們

擁有一個愉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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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芷而 民生書院 

 

伴隨著明媚的晨光從飛機的窗戶中照射在每人紅澄澄的團服上，九日的旅程轉眼

間踏入尾聲，我們依依不捨地目送續漸變得細小的日本山脈和海灣。人雖已遠去，

但記憶猶在，刻骨銘心，揮之不去。 

還記得和日本學生初次見面的樣子。那個早上就在刀根山中學的一個待客室裏，

所有的香港學生都靜靜地等候「被領養」，隨著一個又一個日本學生到來，房間

變得愈來愈熱鬧，我也等到了兩個活潑好動的夥伴把我帶到她們的教室。教室往

往是最有趣的地方。雖然老師並沒有特別安排，但這樣反而更能融入學生之中。

我特意向老師討來工作紙，和身邊的同學切磋切磋，在有限的時間內分秒必爭地

競技著算術題，和夥伴並肩作戰，真是滋味無窮。儘管我們在文化習俗上有很多

差異，但永遠不變的是每間學校、每一班都有一兩個學霸和搗蛋鬼。果不其然，

總算是見識到日本斯文有禮、端莊大方的「智者」和生性好動、天馬行空的「勇

者」。 

早上的課節結束後，便是課外活動的時候。我和夥伴離開了教室，手牽著手走遍

了整個校園，一起體驗了形形式式的課外活動。我的好夥伴知道我喜歡拍照，一

路沒忘替我留下了很多照片，有的是我秀畫功的樣子，更多的是我跳舞時肢體僵

硬的洋相。雖然我不會日語，她的英文水平也不高，但憑著「指手劃腳」的高超

技倆和想像力，我們不但能明白對方想説的話，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到所有活

動都結束時已經日落黃昏，很多學生早已離校歸家，但她仍在，一直不離不棄陪

我走過這段精彩的旅程。她的好，我當永遠銘記。 

還記得當初的我懷著些少的緊張，更多的期待以及一股熱血，登上了前往日本的

航班。在陽光的加冕及一眾師生的陪伴下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這次奇幻旅程。一眨

眼卻已在細訴過去，追憶美好。當然，我還記得一開始我們是如何拼命練習舞蹈，

還記得寄宿家庭是如何悉心照料我們，還記得每天和團員們是如何嬉笑打鬧…… 

尚有很多精彩體驗、交流及難以遺忘的時刻未能一一盡訴，但總括而言，JENESYS

在我心中埋下了很多種子，改變了我對日本文化、習俗及社會風氣的認知，期望

日後這些種子能長成樹苗，與日本學生和寄住家庭保持長遠且有意義的關係，以

一己之力促進兩地交流。最後，我衷心感謝日本政府、香港教育局、促成是次交

流團的持份者及每一個令我留下回憶的人，令我大開眼界，擴闊視野，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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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暐琦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有幸成爲 JENESYS 代表團成員，在此十分感激校方的推薦。而訪日過程中，日

方、教育局的精心安排亦令我不勝感激，不單止加深了我對日本文化、科技等方

面的認識，更讓我結交了不少香港和日本的朋友，彼此交流分享，可謂獲益良多。 

 

旅途中參觀了不同的地方，如資源回收中心和防災體驗館等，又旁聽了有關日本

匠人精神的講座，令我對日本人在細微之處也無不用心至極的心態十分尊敬。同

時很感謝兩位導遊小姐每日在車上詳盡的背景介紹，令我們在參觀的時候能夠帶

著問題和反思去了解日本。 

 

其中體會最為深刻的，是兩次的學校交流。在刀根山高中，我能夠體會到日本獨

有的部活，如茶道和劍道，而日本學生的認真投入令我十分敬佩，我也結交了可

愛的日本朋友們，渡過了難忘的一天。而在大洲高中，我們有更多時間與日本學

生交流，他們非常努力地用英語介紹日本的節日、學校文化祭等等，讓我十分感

動。我也竭盡所能地用學過的日語夾雜英語，向他們介紹香港的校園生活和香港

文化，希望令付出和得著成正比。 

 

是次交流團中，我發現自己要改善的地方－守時。日本人十分注重時間觀念，約

定時間便絕不會遲到，但我們卻常常因為大小事情而耽誤行程，無論是因有團員

粗心地遺留了物品在房間或是車上，或是因為觀光拍照留念而耽誤時間，雖然兩

位導遊都沒有表示怪責，但無言中卻令我更感自責，不守時對團中的每一位都是

不尊重的表現，作為香港團代表，到日本作客，我們更應注重個人行為，因此這

是我認為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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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玲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十分榮幸能夠成為 JENESYS 2019 的一員，感謝香港教育局、日方的安排，以

及學校的推薦，我才有如此寶貴的機會前往日本交流。這短短九天的交流團，我

獲益良多。 

  

在交流的行程裏，我們聽了一個關於「匠人精神」的講座，日本人在細微之處也

力臻完美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另外，我們還參觀了資源回收中心，過程中我們

了解到日本對於不同物品的回收方式，通過工作人員的講解我發現日本政府在資

源回收及再造上做了不少工作，而民眾的環保意識也很高。 

  

我們到訪了兩間學校，和日本的學生一起上課，互相交流。我們體驗了學校的社

團活動，有傳承文化的茶道部，也有活力滿滿的舞蹈部。在這些體驗中，領略到

日本學生的熱情和專注。而令我最難忘的是和日本同學的交流，他們在活動中細

心陪伴，又熱情地向我們介紹，在兩次探訪中，我們和日本同學們都聊了很多，

交流兩地的生活、文化等等，相信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對港、日兩地都有進一步的

認識。 

  

整個交流團裏，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寄宿家庭體驗。在寄宿家庭裏，我們同吃同

住，一起聊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與組員分派到的家庭只有兩夫婦，他們不

會說英語，而我們也不太會說日語，溝通成了一大問題。即使如此，在一晚的相

處中，我們感受到他們由心而發的真誠，令人感動不已，我發現只要有心，語言

從來都不會是一個障礙。 

  

這個交流團令我看到日本的不同面貌，繁華的東京、有活力的大阪、樸素的愛媛

還有寧靜的明日鄉村。十二月，在日本所看的風景，所認識的人，終成為二零一

九年最美的回憶，而那在交流團中所建立的情誼，我必珍之，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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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炫瑋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俗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作為一個熱愛日本文化的香港學生，這次

旅程確實擴闊了自己原先片面狹窄的目光。 

 

由旅程的安排說起，無論是介紹工匠精神的講座，抑或參觀吹田市資源回收中心，

相信每一位香港學生也獲益良多。平時「專業」、「環保」這兩個辭彙早已從介

紹日本的媒介中聽得多，親身見證時有另一種震撼，例如為了方便設計師，不惜

花上大量資源以及數年時間研發透明以及多邊形的橡皮擦，這些就是匠人精神的

表現，從介紹中明白到為何匠人精神於日本中流傳。日本作為世界上著名的回收

大國，回收工人的專業以及政府對回收業的支援也是無庸置疑的，由產品鏈開始

便為日後的「回收再用」鋪路，整個國家對回收的接受以及配合程度，確實需要

我們從中借鏡。 

 

除此之外，不得不提的還有學校交流。有賴教育局以及日本政府的妥善策劃，日

本校方特意安排不同的課程及體驗活動，如茶道和劍道，日本學生更事先準備課

堂遊戲以及英文自我介紹，令我們更了解日本校園生活，以上種種亦體現出他們

的熱情好客之道，在此感謝那兩天陪伴我的夥伴學生，語言沒有成為我們之間的

隔膜，我們以熱情及友好成為彼此最好的異地朋友，至今仍透過社交媒體聯絡。 

 

旅途中，最令我感動的是寄宿家庭純粹的善意和真心，他們沒有以我為賓客，而

是真正地視我為兒子般看待，不斷地關心我身體狀況以及查問我的需要。我用破

爛的日文傾盡心事，我們一起準備晚飯、一起散步、一起參觀小鎮裏的名勝古

蹟......這些零散的片段至今仍未能忘記，這段回憶，短短的十多小時，將會成爲

我一生的至寶。 

 

JENESYS 使我踏足日本這塊土地，亦令我繼續愛它。再次感謝香港教育局、日

本政府、領隊老師的照顧，以及一眾組員們一路的陪伴。JENESYS 就如調味料

般，加對了，人生的滋味也就會更加美好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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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靜 藍田聖保祿中學 

 

對於得以成為 JENESYS 2019 的一員，我感到由衷的榮幸及高興。 

 

九天的行程看似悠長，但卻在充實愉快的心情中轉瞬間完結。兩次的學校交流令

我難以忘懷。日本學生的友善和熱情，使人感到賓至如歸。特別是第二次學校交

流所到的愛媛縣立大洲高中，我們和那裏的學生渡過了快樂的一天。其中有一節

課是關於繁體漢字與日本新字體的分別。這節課堂中我們和日本學生一同寫下了

意思相同的字詞在兩地不同的寫法，亦教會對方那些字詞的粵語/日語發音。這

節課反映學校及學生為我們到訪特地安排的心思，用心程度令我們印象深刻，以

至離別時不少人都不捨地落淚。我也把再次見面的美好祈願小心地安放在內心一

隅。 

 

寄宿家庭也是行程中另一個亮點。我的寄宿家庭由兩位七十來歲的夫婦組成，他

們都不會説英語，語言不通對我們來説是很大的困難。幸好只要用心表達，即使

是用不同的語言也能理解彼此的意思，而且接待媽媽和爸爸的溫暖以及關顧令我

們倍感窩心。我們和媽媽一同準備了晚餐的炸物和關東煮，滿足地吃了一頓正宗

的日式晚餐。飯後，我們圍着桌子玩了幾局撲克牌，我也趁此機會問媽媽為甚麼

會想接待外國學生。她的回應讓我立馬眼泛淚光——「因為大家都是好人。」這

種純粹的善意和真心深深打動了我，尤其是在異鄉得到的每一份關顧都是難能可

貴的。 

 

這次旅程實在令我對日本有了一份獨特連繫的情感，未來也希望能繼續更多地了

解這個國家。最後，感謝學校給我這個寶貴的機會參加 JENESYS 交流計劃。亦

感謝日本政府的邀請、日方的盛情款待，以及香港教育局和領隊老師的支持與協

助，也要感謝組員一路上的關照。上述的人員無論少了那一個，我的旅程也不會

這般精彩動人。衷心感激每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