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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 「公民、經濟與社會（中一至中三）支援教材」涵蓋個人、社

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範疇一、五及六的必須學習內容，支援

學校施教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 

• 教材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學習知識和明白概念、發

展技能及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並附有教學指引及活動建

議供教師參考。教材亦同時提供閱讀材料，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 此中一級教材「單元1.2 人際關係與社會共融 第一部分：提升

家庭凝聚力」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委

託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發展的學與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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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課題： 提升家庭凝聚力 

課節： 4 節 

學習目標：  了解家庭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  
 家庭成員的角色、個人對家庭的責任及承擔 
 家庭衝突的成因及處理方法 
 溝通對家庭關係的重要性 
 提升家庭凝聚力 

第一及二課節（家庭對人生的重要性及家庭衝突的成因） 

課前準備： 學生於課前預習工作紙一至二，並完成相關活動。 

  建議課時 

探究步驟： 

 

 

 

1. 課堂導入：教師請學生分享工作紙一「活動

一：看圖識字」的答案，然後透過簡單說明

不同字的組成及由來，帶出屋子裡裝著不同

的東西不單只有文字上的表層意義，當中亦

蘊含「家庭」的意義。 

10 分鐘 

2. 互動教學：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一「活動二︰家

庭的功能」的內容，引導學生明白家庭

的重要性及思考家庭對我們的影響。 
• 全班討論：教師請學生分享工作紙一

「活動二：家庭的功能」的答案；亦可

挑選某些家庭功能，邀請學生分享故

事，如心情低落時家人的反應是如何、

平日的家庭娛樂是甚麼等。 
• 教師綜合解說：教師綜合解說並向學生

提問： 
- 家庭對我們重要嗎? 
藉著以上綜合解說及提問，引入下一部

分的教學。 

20 分鐘 

3. 互動教學：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二「家庭衝突的

成因」的內容，講解不同範疇可引發的

衝突例子，引導學生明白家庭容易出現

各種衝突，並思考當中的成因。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二「活動一：衝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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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成因從何來？」的內容，引導學生理

解衝突有很多起因，唯溝通失效是當中

的主要根源。 
• 全班討論︰邀請學生分享他們認為最

容易引發與家人衝突的成因及個人經

驗，深化衝突的普遍性及影響力，以及

帶出溝通的重要。 
• 小結：鼓勵學生多察覺家人衝突的成

因，並作出以下反思： 
- 你與家人衝突時，大多會產生正面

還是負面情緒？ 

- 你當時如果坦承自己的想法，你認

為結果會否不一樣？ 
4. 互動教學：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二「活動二：家

庭衝突一定是不好的嗎？」的內容，帶

出衝突同時具有正面及反面的影響，並

非單純是危機。 
• 小組討論︰學生四人一組，就工作紙二

活動二提出衝突為家庭關係帶來的正

面與負面影響，進行討論及分類。 
• 小組匯報及全班討論︰邀請各組匯報，

藉由不同組別的討論結果、教師及同儕

的提問和反思，幫助學生了解衝突亦可

以為我們帶來正面的影響。 

20 分鐘 

 5. 課堂總結： 
• 總結第一及第二課節的學習重點。 
• 鼓勵學生反思家庭對人生的重要性，並

了解衝突的成因及對家庭關係的影響。 

5 分鐘 

延伸活動： 學生在課後閱讀附錄一「知多一點點：家庭是甚麼？」。 

學與教資源： 工作紙一及二；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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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及四課節（家庭溝通的重要性及化解家庭衝突技巧） 

課前準備： 學生於課前完成工作紙三至五，並完成相關活動。 
 建議課時 

探究步驟： 
 

1. 課堂導入及重點重溫：扼要重溫第一及第二課

節的學習重點。 
10 分鐘 

2. 互動教學：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三「提升家庭凝聚

力（一）︰家庭角色、責任與承擔」內容，

引導學生明白家庭是各個成員共同建立

的，需要每人承擔不同的角色及責任才能

維持凝聚力。 
• 小組討論︰學生四人一組，就工作紙三

「活動一︰家庭角色與責任：誰的責

任？」提供的個案進行分析及討論。 
• 小組匯報及全班討論︰邀請各組匯報，藉

由不同組別的討論結果、教師及同儕的提

問和反思，深化學生對自己在家庭的角色

及責任的認識，有助提升家庭凝聚力。 
• 學生反思︰簡介工作紙三「活動二：誰明

父母心」的個案，學生根據課堂所學及個

人經驗，完成反思問題。 
• 教師綜合解說︰教師綜合解說及向學生

提問： 
- 既然家庭衝突很難避免，如何能化解

家庭衝突？ 

藉著以上綜合解說及提問，引入下一部分

的教學。   

20 分鐘 
 
 
 
 
 
 
 
 
 

3. 互動教學：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四「提升家庭凝聚

力（二）：正向溝通」中單向與雙向溝通

的概念。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四「活動一：正向

溝通由我做起」的內容，引導學生思考正

向溝通的重要性。進而講解正向溝通五常

法，讓學生初步了解如何運用此方法有效

與家人正向溝通。 
• 小組討論︰學生四人一組，就工作紙四活

動一的正向溝通五常法，進行分析及討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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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小組匯報及全班討論︰邀請各組匯報，藉

由不同組別的討論結果、教師及同儕的提

問和反思，深化學生對正向溝通的認識及

明白當中的重要性。 
• 學生反思︰就工作紙四「活動二：『同理』

溝通」，引導學生留意正向溝通的好處及

現時需要改善的地方，時刻注意說話時的

態度和內容會否令對方產生負面感受。 
4. 互動教學：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五「提升家庭凝聚

力（三）：化解家庭衝突的策略」，引導學

生明白衝突是可以轉危為機，在乎溝通才

是化解的策略，進一步講解化解衝突的原

則。 
• 教師講解︰簡介工作紙五「活動一：衝突

處理策略」，引導學生明白不同衝突的狀

況需要運用不同的策略，當中各有好壞，

沒有絕對的答案。 
• 小組討論︰學生四人一組，就工作紙活動

一提供的個案，進行分析及討論。 
• 小組匯報及全班討論：邀請各組匯報，藉

由不同組別的討論結果、教師及同儕的提

問和反思，深化學生對衝突處理策略的認

識及掌握，以便緩和或應對往後可能與家

人出現的衝突。 

20 分鐘 

5. 課堂總結：  
• 總結第三及四課節的學習重點。 
• 指出家庭衝突雖然複雜及難以避免，鼓勵

學生學會與家人互相理解及願意承擔有

關角色的責任，並作出正面溝通，有助建

立具有凝聚力的家庭。 

10 分鐘 

延伸活動： 學生在課後閱讀附錄二「家庭關係好與壞，在乎溝通與關懷」及

附錄三「趣味悅讀：教導有方」，並反思有關問題。 
學與教資源 工作紙三至五；附錄二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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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2 人際關係與社會共融 

第一部分：提升家庭凝聚力 

（第一及二課節） 

學與教材料 

前言 

人為甚麼需要家庭？隨着時代的變遷、經濟的急速

發展、流動人口的增長以及獨生子女文化的盛行，

驅使傳統的大家庭觀念改變，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

核心家庭。縱然家庭規模日漸變改，唯一不變的

是，家仍是我們安全的堡壘，保護和悉心照顧我

們，讓我們茁壯成長。即使往後家庭以不同型態

存在（如夫妻、單親、兩代、三代等），它在我們

人生中依舊擔當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和樂的家庭是靠各個成員致

力維繫的，家人之間需要真誠相待，同心協力，願意投入時間、關

心、體諒、包容與愛護，並共同承擔責任，作出貢獻，才能維持和

諧的關係及締造美滿的家庭。 
   

  

教師先讓學生上課

前完成工作紙一至二，然後在課

堂上進行討論活動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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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家庭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 

活動一：看圖識字 

「 」在古代表示房子，︿是屋頂，兩邊直劃象徵左右牆壁。由於象形文字是由

表形的方式構造，因此同一部首衍生的中文字，大抵意思相近，例如「 」這個

與房屋有關的部首，把各類東西放在屋內便會組成不同意思的字。試運用你的想

像力及文字知識，完成下表右欄的「填字」部分。 

 
(i) 

 

  

 

 

 

 
(ii) 

 

    

 

 

 

 
(iii) 

 

  

 

 

 

 

資料來源︰許慎（2017），《說文解字》。 

女 

豕 

乇 

人們常說，「家」是我們的避風港、團聚和棲

息的地方。以上活動有為你帶來一些體會嗎？ 

(i)豕即豬的意思，有豬的家才算富足安定。 

(ii)古代男人出外狩獵，女人在家安全，男人則安心。 

(iii)乇指草木向上生長，下有根之形。中國人常說「落地生根」，宅指的是房子。 



 

10 
 

活動二︰家庭的功能 

家庭功能是指一個家庭存在的目的，以及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家庭的形式會

隨著時代而改變，例如：現今核心家庭的聚會形式與昔日大家庭有所不同，相比

下會較為頻密和隨意，但無論形式上如何改變，家庭功能仍是維繫家庭存在的必

要條件。例如：隆重與否的家庭聚會仍能讓家人聚首一堂，暢談生活點滴，增進

家人間的感情，維繫家庭關係。 

 
圖 1 八種基本家庭功能 
資料來源︰費孝通（2005) ，《鄉土中國》；鄧偉志、徐蓉（2001) ，《家庭社會學》；

Eshleman（2003），The family: An introduction。 

經濟功能︰家庭為各成員提供生活需要（例如：衣食住行）。

情感功能︰家庭成員可以互相照顧、尊重、支持，從而獲得關愛、
接納、歸屬感及安全感。

娛樂功能︰家人一起參與活動，分享生活點滴，為家人帶來歡樂，
從而增進感情。

宗教功能︰一起參與禮儀活動、婚姻儀式及祭祀祖先，有助傳承
文化、維繫家庭團結及關係。

生育功能︰傳宗接代為家庭主要的目的之一，發揮延續家庭命脈
及擴大家族的重大責任。

教育功能︰家庭是教育子女的主要場所，孩子從父母及長輩身上
學習價值觀和處世待人，有助個人成長及融入社會生活。

保護功能︰家人之間提供適當的保護和照顧，避免大家（家人）
受到傷害。長輩亦會負責調解及協調，維持整個家庭以至家族的
穩定。

社會功能：父母親會指導孩子了解社會的傳統、規範、風俗、禮
節等知識，確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逐漸達致社會的期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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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上文，辨析下列情境的家庭功能，在右欄填上答案。 

家庭成員 情境 功能 

 1. 你在外受了委屈，有甚麼不開心也可以回

家跟我說，我會支持你的！ 

情感 

 2. 每年清明節和重陽節都是我們整個家族的

大節日，家人們都會忙碌地準備所需祭品，

舉家登高掃墓，祭祀先人，祈求祖先福佑後

人。 

宗教 

 3. 父母從小教導我做事要有恆心，不應輕易

放棄。當我失敗時，他們會勉勵我不要灰

心，再接再厲；當我成功時，他們會稱讚

我，並鼓勵我繼續努力。 

教育 

 4. 升中後，你需要買校服、在校午膳及繳交各

項費用。雖然支出多了，但你不用擔心，努

力讀書便可！媽媽會提供你一切所需的。 

經濟 

 5. 平日，我們一家人都喜歡圍在一起看電視，

暢談生活趣事。而每個星期六是我家的親

子日，爸媽不用上班，我和哥哥也不用上

學，一家人便會到處遊玩。 

娛樂 

 6. 好孫兒，你大學畢業後，快點結婚和生孩

子，傳宗接代的事情就交托給你。爺爺會替

你照顧孩子的！ 

生育 

 7. 父母年事已高，我需要在日常生活上對他

們加倍照顧。 

保護 

 8. 爸爸常常提醒我，到別人家作客，必須禮貌

地稱呼屋內各人並向他們問好，這樣才是

一個有教養的孩子。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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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問題： 

根據活動二，以及個人經驗，回答以下問題： 

1. 列舉你在家庭中最少一個功能，並加以說明。 
例如︰ 

- 情感功能：當家人不開心時，我會安慰他／她，讓他／她明白他／她

不是獨自面對的。 

- 保護功能：如果弟妹不舒服，我會盡心照料，讓他們充分休息。 

- 宗教功能：每逢節日，我都會協助外婆和媽媽準備祭祀祖先的物品，

並一同前往拜祭。 

- 娛樂功能：爸爸工作很辛勞，假日我會陪他踏單車，讓他可以放鬆一

下。 

 

 
2. 家庭對你來說有何重要？試列舉生活例子以作說明。 

例如： 

- 家人是我最寶貴的東西，每當我傷心的時候，都會與家人傾訴，爸媽

不單安慰我，哄我開心，並會指出事情的核心，教會我很多做人的道

理。 

 

 
3. 選擇其中一個家庭功能，說明你往後如何發揮這個功能。 

例如： 

- 經濟功能：父母辛勞工作，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讓我成長，將來我一

定會回饋並供養他們，讓他們享福。 

- 保護功能：我將來成為父母親後，一定會好好照顧我的孩子，讓他們

健康地成長。 

- 教育功能：我會指導弟妹，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希望他們將來貢

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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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家庭在人類社會存在久遠，由古至今，我們的社會都是以家庭為本位，「家」不

單是群居生活所衍生的社會單位，更是我們生活中的重心，與生俱來的情感需

要，而且家人所給予的安全感和歸屬感更是無可取替的。 
 

我們從出生、成長到退休，家庭都為我們提供基

本的需要如食物、居所、照顧及教育，也給予愛

和關懷，這些均是我們幸福的泉源。家人之間可

以相互支持，彼此成全；可以牽掛惦念，分享點

滴；可以冷暖互知，相偎相依。不論在外經歷多

少風雨，當我們回到家裡，便可以享受晴空般恬靜而溫暖的感覺，這便是家庭

對我們重要的原因。 
 
擁有美滿的家庭，能使我們生活不斷優化，生命質量得以提高，但這並非從天

而降，而是需要我們努力建設和維繫。因此，我們不單需要理解家庭所給予的

功能，更要致力發揮，共同締造和樂融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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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點點：家庭是甚麼？ 

家庭和社會的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極重視家庭觀念，古代社會

都是以大家庭為最典型的理想家庭。中國

人對社會關係有明確的次序。著名社會學

家費孝通（2005）提出以自己為中心，如同

石子投入水中的正中心，而投石產生的漣

漪，一個個圈子，以比喻社會親疏關係。一

圈圈推出去，愈遠便愈薄弱。儒家稱之為

五倫，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

友。 
 

表 1 古代學者及不同學科領域對「家庭」的見解 

古代學者及 

不同學科領域 
對「家庭」的見解 

孔子 家庭的倫理關係概括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 

孟子 家庭是國家之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世界人權宣言 
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

庭。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社會學家 家庭是以婚姻與婚姻契約為基礎的一種社會安排。 

人類學家 家庭是一群親屬住在一起，生育並養護子孫成長的團體。 

 

中國人重視自己，也重視家庭的和諧。即使現今家庭結構改變，大多以小家庭為主，

這個觀念也沒有改變。另外，父母的教育方式亦趨雙向，雖是家庭領導者，但已不

會事事要求子女完全服從，而多採用正面的溝通方式教養子女。因此，子女作為家

庭的一分子，不但要孝順父母及養育親人，亦要承擔家庭的責任，傳承家庭的意義。 
 
資料來源︰費孝通（2005），《鄉土中國》；鄧偉志、徐蓉（2001），《家庭社會學》；

Eshleman（2003），The family: An introduction；Ma（2007），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behaviors of the 
Chinese people。

個人

近親

遠親

朋友

其他社會關係

附錄一 

圖 2 社會的親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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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家庭衝突的成因 

家庭是家庭成員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於各個家庭

成員都是獨立個體，性格、思想各異，有着不同的

喜好、習慣、價值觀及需要，因此成員間容易產生

磨擦甚至不同形式的衝突。 
 
衝突主要是指個體因目標、認知、情緒或行為等

持不同甚至相反立場，以致在思想上或實際上出現不協調的情況。以下是青少年

容易與家人產生衝突的範疇。 
 
 
 
 
 
 
 
 
 
 
 

圖 3 青少年容易與家人產生衝突的範疇 
 

節錄及改寫自︰香港青年協會（2006，2013），《「家長及青少年看親子衝突調查報

告」》，《現今兩代衝突》。 

 
 
 
 
 
 
 
  

為甚麼青少年容易與家人發生衝突？ 

• 例子範疇

• 如外出回家時間、交友、參與的活動等。社交生活

• 如學業成績、學習態度、在校行為、升學目標等。學校生活

• 如家務分擔、零用錢的使用、手機使用問題、服裝打扮等。生活態度

• 如父母或親人的管教、兄弟姐妹的相處等。家庭關係

• 如誠信、負責任、守禮、守法等。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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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衝突成因從何來？  

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在思想和生理上都經歷巨大轉變，他們較容易與家人發生衝

突。衝突成因包涵各個方面，但當中溝通失效是衝突的根源。當彼此關係出現嫌

隙，而溝通方式亦出現問題，加上兩代人擁有不同的價值觀，有時無法互相理解，

雙方便難以恰當表達和聽取感受或意見，導致衝突頻生。以下是家庭衝突常見的

成因。 
 
 
 
 
 
 
 
 
 
 
 
 
 
 
 
 
 
 
 
 
 
 
 
 
 
 
 
 
 
 
 
 
 
節錄及改寫自︰小童群益會（2014 年 4 月 14 日），《青少年親子衝突的成因》。 
 

溝通失效
• 家庭衝突大多始於溝通和表達方式不協調。青少年容易衝動，難以維持平和的態度，容易令
危機升溫；另一方面，家長認為說話的內容及方向皆出於愛與關懷，青少年應樂於接受，但
過程中可能出現誤傳或誤讀彼此之間的訊息。很多衝突發生時，雙方大多以惡劣及不當態度
作為回應。不恰當處理衝突，可能會引發更大的危機。

家庭地位的期望
• 有些年長的家庭成員認為自己是家中的權威，後輩缺乏人生經驗，應當服從和尊重自己。另
一方面，有些青少年認為自己已經長大，希望能獨立自主，也期望家人把自己當作成年人看
待，彼此地位平等。故此，當年長成員試圖要求他們跟從自己的想法去待人處事或批評他們
時，青少年便容易感覺受到約束和不被尊重，進而挑戰長輩的權威，家庭衝突亦隨之而起。

言行標準有分歧
• 家中較為年長的成員（特別是父母）對新事物的接受和適應程度常與青少年出現分歧。一般
青少年喜歡新鮮的事物，追隨時下潮流（如新潮的衣飾和玩意、思想、言行、說話方式等），
父母或親人往往未必能夠接受。青少年覺得家長守舊落伍，不合時宜，更對他們諸多管束，
但家長卻認為子女隨波俗流，沒有分辨對錯、好壞的能力，容易誤入歧途，必須加以指導。

價值觀不同
• 家中年長成員的人生經驗比青少年多，對事物的看法可能較為實際及務實。他們會認為青少
年比較理想化，有時會身在福中不知福，常發出無謂的埋怨和不滿。相反，在青少年眼中，
年長成員的思想和價值觀傳統、守舊，與現今世代格格不入。由於彼此之間在思想和價值觀
上出現分歧，家庭衝突便容易產生。

責任分擔
• 作為家庭的一分子，每個成員應分擔不同的角色及責任。大多數父母認為自己為生活奔馳，
期望子女除了努力學習外，亦應分擔家務，如子女未能符合期望，或子女認為父母沒有體諒
自己，便容易引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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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及個人看法，回答以下問題： 
 
1. 你認為哪三個是最容易引起青少年與家人衝突的成因？請選擇其中一個成

因，簡單分享自己曾與家人發生衝突的相關經驗。 
例如： 

- 我認為價值觀不同、溝通失效、責任分擔是最容易引起家庭衝突的成

因。 

- 以溝通失效為例，有一次我想跟哥哥借用他的背包，他沒有聆聽我要借

用的原因，便一口拒絶，沒有一絲商量的空間。雖然我嘗試跟他解釋借

用的原因，他卻不聽不聞，讓我更生氣。因此，我便破口大罵，指責他

為人自私，最終我們一個星期沒有說話。 

- 以責任分擔為例，有一次運動會完結後，我因為太疲倦，回家便倒頭大

睡，但母親卻不斷要求我幫忙做家務，我不理會她的要求，繼續睡覺，

豈料母親卻大聲責備我。，為此我感到委屈和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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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家庭衝突一定是不好的嗎？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難免出現磨擦及衝突，家人也不例外。長期的

衝突會破壞家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導致關係疏離甚至離異。不過，

倘若衝突處理得宜，卻可能為家庭關係帶來正面影響。 
 
以下方格列出衝突可能為家庭關係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試將以

下影響分類為正面或負面影響。 
    
 
 
 
 
 
 
 
 
 
 
 
 
 
 
 
 
 
 
 
 
 
  

  

 

 

 

 

 

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衝突可能為家庭關係帶來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 增進溝通 

• 增進對自己及家人的了解 

• 避免將來發生同樣的衝突 

• 增進彼此關係的契機 

• 學習處理衝突 
 

• 阻礙溝通 

• 造成更多誤會／問題／對立 

• 造成更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 

• 減弱改善家庭關係的動力 

• 增加將來發生衝突的機會 

 避免將來發生同樣的衝突    減弱改善家庭關係的動力 

 造成更多誤會／問題／爭執    增進彼此關係的契機 

 增進對自己及家人的了解    增進溝通 增加將來發生衝突的機會 

 造成更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    學習處理衝突 

 阻礙溝通        增進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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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活動及個人看法，回答以下問題： 
 
1. 長期的家庭衝突會帶來甚麼影響？ 

- 長期的家庭衝突會破壞家庭關係，家人間互相疏遠，甚至不瞅不睬。

同時亦可能不斷重複同樣衝突，原先某些成員的糾紛引致家庭氛圍變

差，演變成整個家庭的衝突，惡化各個成員的關係。 
 

 

 

 
2. 如果家庭衝突處理得宜，可帶來甚麼影響？ 

- 如果家庭衝突處理得宜，可增進對自己及家人的了解。當大家樂意解

決衝突，嘗試以平和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感受，同時易地而處，理解及

聆聽對方的意見，雙方對自己和彼此的了解定能加深，亦可避免相同

衝突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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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但因為一時的衝突而賠上原有的家庭和睦，絕

對得不償失。我們在青春期間容易與家人產生衝突，可能是因為渴望成長，急於

讓家人認同自己，而產生分歧，卻又不懂得應對，稍一處理不慎，可能形成難以

彌補的傷害，使家人關係產生嫌隙，甚至決裂。承如上半部分所言，家庭對我們

尤為重要，因此處理家庭衝突是人生必須學習的一課。 
 
家庭衝突雖可能演變成家庭關係的危機，但亦同時是

增進感情的機遇，關鍵在於我們怎樣處理。如果我們

面對家庭衝突，只想著你贏我輸，賠上家人關係也在

所不計，那衝突必然是危機。反之，如果我們珍惜家

人關係，以化解衝突，保護家庭為首要考慮，易地而

處，明白對方的立場出於善意、關懷與愛護，衝突也

可以是維繫和諧家庭關係的重要動力。因此，保持家

庭為本，致力維繫家人感情的心態才是處理衝突的根

本。 
 
在工作紙三至五，我們將討論如何透過家庭角色、責任與承擔；正向溝通和化解

家庭衝突的策略來提升家庭凝聚力，以行動的方式維繫和諧的家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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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提升家庭凝聚力（一）：家庭角色、責任與承擔 

家庭凝聚力是指家人彼此間感受到穩定而緊密連結的程度，而主要的構成部分是

愛。提升家庭凝聚力可增進家人之間的聯繫感、親密感和幸福感。由於家庭由不

同的成員組成，每位成員的人生經驗、性格和需要都不盡相同，他們的角色和責

任亦因而存在差異。當成員們都清楚自己的家庭角色及其在家庭的重要性，願意

承擔相關的責任並作出貢獻，維繫家庭和諧及增進

家人之間的感情聯繫，家庭凝聚力便會有所提升。 
 
 
 
 

活動一︰家庭角色與責任：誰的責任？ 
責任指個人承擔的職責、任務和使命。在家庭裡，成員除了要知道自己的角色，

承擔自己的責任外，還要彼此關愛、支持、欣賞、分享、體諒、包容，以及感恩

對方為家庭的付出，同時願意作出貢獻。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家庭需要各成員分擔

不同的角色及責任，共同為家庭付出。 
 
  

教師先讓學生上課前完成工作紙三

至五，然後在課堂上進行討論活動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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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以下個案，然後回答問題。 
 
 
 
 
 
 
 
 
 
 
 
 

 

 

 

 

 

 

 

 

 

 

 

 

 

 

 

 

 

 

 

 

 

 

 

 

我是國偉，就讀中一，與父母及妹妹同住。父母都是上班族，工作時

間長，經常早出晚歸。他們收入不高，但足夠應付家中日常開支。妹

妹是家中寶貝，剛上幼稚園，除了哭鬧時比較討厭，她平日是家中的

開心果，擅於製造笑料，讓我們捧腹大笑。妹妹很喜歡上學，亦喜愛

放學後分享幼稚園的情況。 

 

我平日除了上學，還有其他家庭任務，例如：幫忙照顧妹妹、清潔家

居和清洗碗筷。如果爸媽下班晚了，我會幫忙買菜及做飯。我在學習

方面有點落後，但我知道家中沒有餘錢聘請補習老師，所以我常請教

老師和同學，希望平日多加用功，可將勤補拙。 

 

平日父母都很忙，但只要他們空閒便會與我們聊天並分享工作感受，

我覺得很有趣，所以我也很珍惜跟爸媽一起的時光。雖然，有時爸媽

也會囉唆，但我將它視為他們愛我的一種溝通方式，就像有時我也會

在家鬧小脾氣一樣。我們多點愛，少點衝突，這才是一個幸福的家。 

 

我們很少出外遊玩，因為爸媽放假時，都要處理家中大小事務，指導

我的功課，照顧妺妹，已經沒有太多休息時間，他們還要定時探望住

在附近的外婆。爸爸常說，孝敬長輩和扶助弱小都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而且外婆也有很多寶貴的人生閱歷，讓我們學習，當我和爸媽有爭執

時，她亦會安撫我們情緒，幫忙解決問題。我很感謝父母不辭勞苦地

養育我和妹妹，希望能夠快點長大，早日孝順父母，報答他們養育之

恩，也為這個家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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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學生四人一組，討論個案，並完成下表。 
 

人物 家庭角色 責任 

1. 國偉父母 

養家者 

照顧者 

被照顧者 

情緒支援者 

料理家務者 

教導者 

學習者 

娛樂者 

其他: _____ 

1. 養家者 

例子：負責家庭開支，為生活打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照顧者 

例子：照顧家中的小孩及老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教導者 

指導功課及教導子女孝順的重要性。 

 

 

 

 

2. 國偉 

養家者 

照顧者 

被照顧者 

情緒支援者 

料理家務者 

教導者 

學習者 

娛樂者 

其他: _____ 

1. 料理家務者 
幫忙買菜及煮飯。 

 

 

 
2. ____________ 
得到家人的照顧從而成長及學習。 

 

 

 
3. _____________  
接受父母的指導及向外婆學習做人道 
理。 

 

 

 
  

學習者 

被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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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偉妹

妹 

養家者 

照顧者 

被照顧者 

情緒支援者 

料理家務者 

教導者 

學習者 

娛樂者 

其他: _____ 

1. 被照顧者 

得到家人的照顧從而成長及學習。 
 

 

 
2. ____________ 

上幼稚園學習及成長。 
 

 

 
3. _____________  
為家庭營造歡樂氣氛，提供娛樂。 

 

 

 

 

4. 外婆 

養家者 

照顧者 

被照顧者 

情緒支援者 

料理家務者 

教導者 

學習者 

娛樂者 

其他: _____ 

1. 教導者 

將經驗、技能、想法傳授下一代。 
 

 

 
2.  ____________ 
享受家人的照顧 

 

 

 
 
3. _____________  
支援國偉父母及子孫的情緒。 

 

 

 

 
 
  

娛樂者 

學習者 

 

被照顧者 

情緒支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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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國偉的個案、問題一及個人看法，回答以下問題： 
(1) 你認為國偉家人有承擔自己在家中的責任嗎？試以其中一個成員的角

色和責任來支持你的看法。 

- 有，國偉父母是養家者和家務料理者，他們賺錢養家，處理家中大小

事務；他們亦是國偉和妹妹的照顧者和教導者，給予他們照顧及身教

言教，同時亦教導國偉需要孝敬長輩，一同照顧外婆；國偉父母亦是

國偉和妹妹的情緒支援者，他們空閒時與國偉和妹妹聊天並分享工作

感受，時刻留意子女的情緒並作出反應。 

 
 

 
(2) 活動引言提出，「在家庭裡，成員除了要知道自己的角色，承擔自己的

責任，還要彼此關愛、支持，欣賞、分享、體諒、包容，以及感恩對方

為家庭的付出，同時願意作出貢獻。」試在國偉的個案中，找出國偉家

人對家庭成員展示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的例子。（有關價值觀和態度以粗

體字顯示。） 

 

價值觀和

態度 

成員 例子 

1. 關愛 例子：國偉  幫忙照顧妹妹。 

2. 支持 國偉 勤奮學習以減省補習開支 

3. 欣賞 國偉 欣賞父母不辭勞苦為家庭貢獻；欣賞妹妹可

愛，常為家人帶來歡樂 

4. 分享  妹妹   
 父母 

 和家人分享幼稚園的情況 
 與子女聊天並分享工作感受 

5. 體諒 國偉 體諒父母工作辛勞，幫忙照顧妹妹、清潔家居

和清洗碗筷 

6. 包容 國偉 包容妹妹哭鬧時比較討厭；包容爸媽有時候的

囉唆 

7. 感恩 國偉 感恩父母不辭勞苦地養育他和妹妹，認為自
己活在幸福的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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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  國偉 
 父母 

 幫忙照顧妹妹、清潔家居和清洗碗筷、幫

忙買菜及做飯 
 賺錢養家、支援孩子的情緒、照顧家人 

 
(3) 你認為自己在承擔家庭責任及對家人的正面態度上表現如何？試邀請

家庭成員和你一起檢視和反思，並在下方表格填寫最少一項良好表現及

一項需要改善的地方。 
 

 承擔家庭責任 對家人的正面態度 

良好表現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需要改善的

地方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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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誰明父母心 

「渠王」古偉明已在渠務署工作逾 30 年，星期一至五都要輪班，周六日亦要上

班，遇上緊急情況，不論黃雨、紅雨、黑雨，或在任何熱帶氣旋警告發出時，他

都要隨時候命，包括在「緊急事故協調中心」24 小時輪流當值。由於工作時間不

穩定，古偉明的 12 歲兒子曾投訴他經常不在家，作為父親唯有耐心向兒子解釋，

自己的工作是服務社會，希望兒子長大後會明白多些。 
節錄及改寫自：香港經濟日報（2018 年 6 月 10 日），《「渠王」好爸爸為服務社會犠牲

親子時間：望兒子長大後會明白》。 

 

 
根據工作紙三的討論及個人看法，回答以下問題︰ 

 
1. 故事人物與兒子發生了甚麼問題？ 

兒子感覺自己被忽略，而且不能經常與爸爸見面。爸爸心裡雖然很想陪伴

家人，但因工作時間不穩定，需要隨時候命，以致分身不暇。 
 

 
2. 參考國偉的個案，假如你是故事人物「渠王」的兒子，你會怎樣處理這個

問題？ 

例如： 

- 我會與爸爸真誠分享，不以埋怨的態度，讓他知道我想念他，希望能多

點時間和他相處；同時我亦會體諒爸爸工作辛勞，需要不定時上班，包

容爸爸為了貢獻社會，而犧牲了我們的相處時間，我會珍惜與爸爸相處

的時光。同時冀盼快點長大，早日照顧爸爸，減輕他的家庭負擔，並效

法他的精神，努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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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當遇到挫折時，家庭便是我們避風的堡壘，回到家中可以

歇息，得到家人的溫暖、關懷和滋潤，進而獲得力量，再接

再厲，面對難關。因此，擁有家庭凝聚力是至關重要。當家

庭擁有凝聚力，便會有齊心一致的感覺，遇到困難，不會像

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反之會彼此關心，同心協力地解決問

題，沒有分你或我，只以家人為本位，凡事一起面對。而這

種凝聚力，不是單憑一己之力便可建立，需要各個成員致

力維繫，才可培養出來的。 
 
每個家庭成員都有着自己的角色和責任，成員應以守規盡責的態度，各司其職，

承擔責任，為家庭作出貢獻。此外，家人之間也要互

相包容及體諒，欣賞對方的心意和懂得感恩，保持良

好的溝通，才能提升家庭凝聚力。例如：父母盡心盡

力養育我們，我們應該孝順他們，減輕家庭不必要的

負擔，並常存感恩之心，體諒家人工作的辛勞；對兄

弟姊妹更要相親相愛，和睦共處，對幼小者更應多加

照料。 
 
 
 

在工作紙四，我們將會從溝通方式討論如何提升家庭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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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2 人際關係與社會共融 
第一部分：提升家庭凝聚力 

（第三及四課節） 
學與教材料 

 

工作紙四︰提升家庭凝聚力（二）：

正向溝通 

家庭凝聚力除了透過各自承擔家庭責任

外，亦可藉家人間的良好溝通來提升。溝通指由兩個或以上的人通過說話、文字

或身體語言交換訊息、事實與態度，包括發送及接收。良好溝通可以增進對自己

及家人的了解，減少因為誤會或無心之失而引致的衝突。同時更能增進彼此的理

解和互信，增添家庭生活的樂趣，從而提升家庭的親密感和幸福感。謹記「一樣

米養百樣人」，人與人之間存在個別差異，因此才需要透過溝通互相了解，我們

需學會尊重、欣賞、接納和肯定每一個人，這樣良好溝通便會近在咫尺。 
 

溝通方式：單向與雙向溝通 
1. 單向溝通指只有說話者表達，聆聽者沒有在意或回應。 

例如：爸爸請晶晶幫忙指導弟弟做功課，但晶晶只顧追看劇

集，對爸爸的請求充耳不聞。 
 
2. 雙向溝通指雙方都聆聽及表達意見，並適當地回應對

方。 

例如：媽媽跟志豪分享工作中的趣事。志豪樂於聆聽，亦表示

慶幸媽媽有一班好同事幫忙。 
 
 
 

 

你認為以上兩種溝通模式，哪種模式比較具備同

理心以及能夠達致良好溝通？為甚麼？ 

教師先讓學生上課前

完成工作紙一至二，然後在課堂上

進行討論活動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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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正向溝通由我做起 
在工作紙二，我們知道家庭衝突大多始於不良的溝通。不良溝通非但破壞家人關

係，更會影響個人的成長。學習正向溝通有助促進開放、正面及積極的溝通。溝

通過程中，如果我們將心比己，以同理心與家人相處，使他們感到備受尊重與關

懷，彼此會更願意坦誠分享想法及感受，減少誤會和爭執，提升家庭凝聚力。 
 
正向溝通是指雙向且有質素的溝通方式。說話者及接收者積極參與溝通過程，說

話者需要清晰且心平氣和地表達訊息，而聆聽者亦應專注及耐心聆聽。透過分享

生活的樂與苦、欣賞或感恩的事，一家人隨之投入並享受溝通時間，同時通過這

種正向思維，取代責備、埋怨等負面溝通。 
 
我們可通過正向溝通五常法學習如何促進正向溝通。正向溝通五常法包括常喜樂、

常讚美、常聆聽、常投入及常細味。家人之間運用正向溝通五常法，用心傾聽、

培養同理心、互相欣賞、學會感恩，以及用正面、積極的態度，保持雙向溝通，

建立互信，提升家庭凝聚力。下表列出一些運用正向溝通五常法的溝通模式和行

為目標（生活例子）。 
  

常聆聽

常讚美

常喜樂 常投入

常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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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向溝通五常法 

正向溝通

五常法 
溝通模式 行為目標（生活例子） 

常喜樂 • 回想並與家人分享每日

所發生的快樂事或記下

對家人感恩的事件。  

• 對家人多包容、多體諒、

少埋怨、少責備。  

• 分享學校發生的趣事。 

• 不開心的時候，回想事件帶

來的正面影響，以取代埋怨

和責備，並正面地與家人分

享想法。 

常聆聽 • 不打斷發言，保持耐性。  

• 留心家人的說話及注意

身體語言。  

• 從對方角度出發，留意說

話背後的感受。 

• 待家人說畢，才作回應。 

• 跟家人談話時，眼睛望著對

方，保持友善的表情及姿勢。 

• 代入家人的處境，思考他們

說話的用意，才作出回應。 

常讚美 • 多說讚美、感謝及肯定的

話語。 

• 以說話或行動表達你對

家人的感謝。 

• 每日向爸爸說一句感謝話。 

• 每晚替媽媽按摩肩膀。 

• 給下班回家的姐姐一個擁

抱。 

常投入 • 專注及珍惜家人共聚的

時光。 

• 溝通過程保持投入及多

以同理心積極回應。 

• 吃飯時，不看手機。 

• 家人聊天時，分享自己的想

法，並以同理心回應家人的

意見。 

常細味 • 放慢生活節奏，享受與家

人相聚的時光。  

• 把握時間與家人溝通。 

• 盡量騰空假日與家人悠閒地

度過。 

• 舉辦假日的家庭活動，並積

極參與。 

• 晚飯後或睡覺前，把握時間

與家人傾談當天發生的事

情。 
 
節錄及改寫自︰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3），《快樂家庭廚房計劃之「家庭為本」實務

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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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本工作紙、單元 1.1 自我理解與生活技能 第二部分「情緒管理與提升抗

逆力」中的情緒管理技巧及單元 1.1 自我理解與生活技能 第五部分「規劃自

我人生」中的 SMART 原則，試運用正向溝通五常法為自己與家人定立十個

行為目標（每項兩個目標），以提升家庭凝聚力。 

正向溝通五常法計劃表 

正向溝通 

五常法 

行為目標 

常喜樂 例子：每天跟爸媽分享一件在學校發生的趣事或能啟發你正

面思考的事件。 

例如︰ 

- 與家人分享同學間發生的趣事。 

- 每天回想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寫在紙條或告示貼上，並放

在家中當眼位置，與家人分享。 

 

常聆聽 例如︰ 

- 每星期少於三次打斷對方發言。 

- 每次與家人說話時，眼睛望著對方。 

常讚美 例如︰ 

- 每天給家人一個擁抱，維持最少 10 秒。 

- 每晚替家人按摩五分鐘。 

 

常投入 例如︰ 

- 與家人進餐時，不看手機。 

- 每天預留 30 分鐘與家人聊天，並積極回應。 
 

常細味 例如︰ 

- 每次與家人用膳不少於 30 分鐘。 

- 每月舉辦一次家庭活動，並積極參與。 
 



 

33 
 

活動二︰「同理」溝通 

回想家人曾跟你說過五句印象深刻的話，然後根據本工作紙的討論，在下表分析他們的溝通方式、你的感受及值得學習／需要

改善的地方。 
 家人身份 說話內容 溝通方式 

（如單向／雙向；正

向溝通；同理心等） 

你的感受 

 

建議改善／值得學習的地方 

例 妹妹 不要太晚睡覺，身

體健康最重要。 

正向溝通、同理心 關心、被愛 值得學習的地方：關心家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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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羅馬非一夕建成」。具有凝聚力的家庭需要各個成員相

互付出、維繫才能培養出來的。在這條道路上，不免存在

分歧、誤解與衝突，而心與心的溝通才是化解家庭衝突的

主要途徑。通過正向溝通達到互相理解、尊重、信任以及

體諒，家人終能以同理心諒解對方而解除危機，這往往是

建基於善意、愛護與關懷之上。 
 
每個人生來都是獨一無二，性格、思想、價值觀、習慣等各有差異，當我們領悟

這點，在與家人溝通時，便能放下成見。家庭成員應多運用正向的溝通方法（如

平心靜氣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傾聽並尊重對方的意見、自發以行動展示對家人的

在乎、珍惜家人共同相處的時光），向家人表達彼此的關心和感恩。承如正向溝

通五常法的技巧，當我們加以運用，不但能從家庭中獲得更多的快樂和幸福感，

亦能改善自己的不足，成就更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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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點點：家庭關係好與壞，在乎溝通與關懷 

 

增進親子關係 

良好溝通，有助提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了解對方的

想法，才能向家人表達關懷及支持。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進行了有關親子行為

與關係的調查。調查訪問了超過 1,000 位家長和小四至中三的學

童，當中包括他們眼中的「親子關係十大補充劑」。結果顯示，不

論家長還是學童均認為良好溝通遠較形式上、物質上的關心來得重要。由此可見

正向溝通有助增進親子關係。 
 

表 3 親子關係十大「補充劑」 

 家長眼中增進親子關係的子女行為 兒童眼中增進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第 1 位 與我分享心事(78.8%) 關心我的感受(62.8%) 

第 2 位 接納我的意見(56.4%) 信任我(62.7%) 

第 3 位 主動諮詢我的意見(52%) 給我讚賞及鼓勵說話(62.1%) 

第 4 位 主動關心我(51.2%) 樂意聆聽我的心聲(52.4%) 

第 5 位 自動自覺溫習(51%) 包容我犯錯(52.3%) 

第 6 位 當我生病時主動關心我(49.2%) 帶我往外地旅行(48.3%) 

第 7 位 體諒我的困難(46.3%) 購買我喜歡的物品(48%) 

第 8 位 用功讀書(44.8%) 送禮物給我(47.7%) 

第 9 位 主動擁抱或親吻我(44%) 容許我自己做決定(44.9%) 

第 10 位 認同我為他所作良好的背後動機
(35.3%) 

接納我的意見(44.1%) 

 
資料來源︰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2014），《父母較子女滿意親子關係 反映父 

母「自我感覺良好」忽略子女真正心聲》。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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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五︰提升家庭凝聚力（三）：化解家庭衝突的策略 

每個人都希望擁有一個相親相愛、和諧的家庭，不過，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家庭

和睦並非垂手可得。承如工作紙二提及，家庭衝突的成因眾多，它可以帶來正面

或負面影響，當中關鍵取決於家庭成員是否以家為先，願意同心協力，共同化解

衝突。工作紙五將進一步討論化解家庭衝突的原則、衝突形成的過程及處理衝突

的策略，從而提升家庭凝聚力。 
 
 
 
 
 
 
 
 
 

化解家庭衝突的原則 

面對家庭衝突時，有些人可能因為一時失去理智或為了顧全面子，而使用不恰當

的言詞或態度指責家人，結果使家人反感，拒絶溝通，甚或造成更激烈的衝突。

所謂「贏咗場交，輸咗個家，值得嗎？」，意思就是贏取自尊心，卻因而輸掉重

要的家人，實在不值得。 
 
因此，我們處理衝突時，要遵守以下的原則，只要以恰當的方式處理衝突，就能

情理兼備地處理事情，亦可轉危為機。 
   

當你與家人發生衝突時，你最在乎甚麼？

個人的面子？自尊？勝負？自己還是家人

的感受？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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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化解衝突的原則 
 
 
 
 
 
 
 
 
   

1. 對事不對人：針對事件或問
題，而非指責對方，不作人身
攻擊。

5. 加強了解：及早澄清誤會與
化解積怨。

2. 以柔制剛：先處理自己的情
緒，少用憤怒或埋怨的語氣，
多用溫和的態度打開溝通之門。

6. 耐心傾聽：讓對方把話說畢
才作回應。

3. 以同理心應對：設身處地去
了解對方的立場、想法和感受。

7. 正面回應：多用正面的說話
方式。

4. 動口不動手：不以暴力解決
問題。

8. 尋求協助：假如問題解決不
了，尋求雙方均信任的人給予
意見。

你發現有些化解家庭衝突的原則跟正向溝通五常

法相近嗎？試把它們找出來。 

 

化解家庭衝突的原則跟

正向溝通五常法有不少

相近之處，因為正向溝

通是化解家庭衝突其中

一個重要元素。 

 原則 2 的「以柔
制剛」跟「常喜
樂」相似。 

 原則 6 的「耐心
聆聽」跟「常聆
聽」相似。 

 原則 7 的「正面
回應」跟「常讚
美」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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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衝突處理策略 
每個家庭或多或少都會發生衝突，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會產生不同意見、

需要、價值觀及利益的差異。有些家庭漠視彼此，不瞅不睬，形同陌路，這並不

代表沒有衝突，反之是忽略其嚴重性、後果及危害。學習衝突處理策略有助我們

面對衝突時，停下來想一想，選擇比較合適的方式來應對或化解。 
 
美國學者湯馬斯（Kenneth W. Thomas）與基爾曼（Ralph H. Kilmann）所建立的

湯瑪斯—基爾曼衝突模型（Thomas-Kilmann Conflict Mode Instrument，TKI)將

解決衝突的策略分為競爭、合作、妥協、逃避以及讓步。 
 

高 
 

 

 

 

 

 

 

 

 

低 高 

圖 5 五種衝突處理的策略 
 

湯瑪斯—基爾曼衝突模型有助我們了解處於衝突狀態時的行為，預測衝突的結果，

從而調整自身的狀態以化解危機。當雙方關注自己以及合作程度有別，所產生的

處理策略亦不一。例如：兩者自我感覺良好，堅持己見，不願合作，便會形成競

爭的狀態，希望能使對方屈服。反之，如果雙方均願意作出些許讓步，則變為妥

協的狀態。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複雜而多變，當我們感到無助時，可透過此評估工

具協助選取合適的應對方法。當然，世上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處理

方法，需視乎個人的傾向及所處的環境而決定。 

合作程度 

關
注
自
己
的
程
度

 

合作 

雙贏 
競爭 

我贏你輸 

逃避 

雙輸 

讓步 

我輸你贏 

妥協 

有輸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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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五種衝突處理策略 

衝突處

策略 

關注自己及 

合作程度 

應對方法 好處 壞處 例子 

逃避 不關注自己， 

也不關注別人 

• 離開現場或轉移話題 

• 假裝問題不存在，不想面

對 

• 不採取任何措施與他人合

作 

• 較適合處理不太重要的問題 

• 避免處理後會引起更嚴重的問題 

• 短時間可以冷靜，減低緊張氣氛或憤怒情

緒 

• 其他人或能更有效處理 

• 長時間逃避或使問題更嚴重 

• 欠缺回應，損害彼此關係 

• 容易造成默認的情況下決策 

• 曉彤不小心把姊姊的平板電腦弄

壞了。姊姊很生氣要跟曉彤理

論。曉彤轉身返回睡房，把門關

上，暫不面對在房外大吵大鬧，

氣上心頭的姊姊。 

競爭 多關注自己， 

少關注別人 

• 攻擊、冒犯或傷害別人 

• 不惜代價爭取自己的利益 

• 時間緊迫，能迅速作出決定 

• 難以和對方協商，但能解決即時困境 

• 導致敵意和破壞性的溝通，破壞關係 

• 無法關注他人的需求 

• 出現被佔便宜的情況 

• 別人不敢表達意見，以致資訊隔絕 

• 大雄因為替媽媽買藥而遲到。美

芬覺得大雄讓自己白等很委屈，

於是只顧指責大雄，拒絕聆聽大

雄的解釋。  

讓步 少關注自己， 

多關注別人 

（只求滿足別人的

需求） 

• 忍氣吞聲 

• 服從對方的指示 

• 維持和諧關係，避免決裂 

• 迅速解決問題 

• 表現通情達理及釋出善意，有助改善關係 

• 因無法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感受，而感到不悅 

• 付出的貢獻沒有被重視 

• 自身的影響力、威信被降低 

• 事情或會因為缺乏周詳的討論而不能妥善處理 

• 哥哥指責弟弟忘記買生日禮物給

爺爺，弟弟其實不知道自己負責

購買，但也表示明天會立刻購

買，息事寧人。 

妥協 中度關注自己及別

人 

（彼此退讓，以求

和平共存） 

• 雙方都讓出部分要求及利

益，但同時也保留部分要

求及利益 

• 維持和諧關係 

• 達成非完美，但可接受的協議 

• 可以在短時間內、為複雜的問題提供臨時

亦有效的方案 

• 可以作為合作或競爭失敗時的後備方案 

• 未能完全表達要求、想法和感受，為下次衝突留

下隱憂 

• 為了迅速解決事件而犧牲某些東西，使雙方都不

能完全滿意 

• 討價還價的過程，容易傷害彼此間的信任及感情 

• 柏林午膳時想前往茶餐廳，偉文

則想吃小食部的飯盒，可以多點

時間留在學校玩桌上遊戲。最

後，他們同意在附近的快餐店吃

快餐再回學校遊戲。 

合作 高度關注自己及別

人 

（共同合作，以求

雙方皆滿意） 

• 採用開放及平等的態度，

表達自己的意見 

• 澄清各方的要求及差異

點，致力達到雙贏 

• 可以歸納不同觀點 

• 考慮他人的意見以達成共識 

• 可以學習、彼此獲益及解決問題 

• 花費不少時間及精力以達成一致 

• 在協作及決策中容易出現衝突及疲累 

• 慧欣原定星期六與一家人到海灘

游泳，可是爸爸突然需要上班。

經家人商議後，決定改為星期

日。 

 
資料來源︰Thomas and Kilmann（2004），Thomas-Kilmann Conflict Mode Instrument (rev. ed.)；Northouse（2018），Introduction to Leadership: Concepts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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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發生爭執及磨擦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學懂應對衝突之道，

是提升家庭凝聚力中不可或缺的一課。 
 
細閱以下兩個個案，並根據表 4，回答問題。 
 
1. 個案分析 

個案１ 電視風雲 
 
 
 
 
 
 
 
 
 
 
 
 
 
 
 
 
(1) 辦析以下情境使用了甚麼衝突處理策略，並在右方空格填上答案。 

情境 衝突處理策

略 

1. 小敏先多看 15 分鐘劇集，然後讓弟弟轉台看足球比賽

直播。 

妥協 

 

2. 弟弟借出電腦給小敏追看劇集，小敏則讓出電視給弟弟

轉台看足球比賽直播。 

合作 

 

3. 小敏避免與弟弟爭執，獨自回到房間。 
 

逃避 

 

4. 兩姊弟發生爭執，弟弟用腳踢打小敏的腿，並強行搶走

搖控器轉台。 

競爭 

 

5. 小敏決定讓弟弟轉台看足球直播比賽。 
 

讓步 

 

 
  

小敏正在追看電視劇集，

弟弟卻想轉台看足球比賽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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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上題，你認為哪種衝突處理策略最有效幫助小敏及弟弟解決上述問題？ 

例如： 
- 我認為採取合作的衝突處理策略最為有效。此策略不單避免彼此關係的

惡化，亦不用其他家庭成員花費時間和精力作調停，同時盡可能令小敏

及弟弟的期望得到滿足，教會他們學習解決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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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２ 你不懂我 

浩然是一名中學生，與爸媽和姊姊同住。升中之後，浩然

一直用功讀書，但同時亦倍感壓力。最近，他開始沉迷網

上遊戲以減輕學習壓力。爸媽對浩然的轉變為之擔心，因

此，經常詢問浩然的學習情況，但浩然均以不置可否的態

度，繼續我行我素，讓爸媽十分不滿。浩然因為學習和沉迷網上遊戲的問題，與爸

媽發生多次口角，彼此間產生很多不滿的情緒，關係一直僵持不下。 
 
在個案 1，我們學習辨析不同的衝突處理策略，現在試運用不同策略幫助浩然處理

衝突，請在右方空格填上合適的處理方法。 
 

衝突處理策略 處理方法  

逃避 浩然繼續對爸媽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如常玩網上遊戲。 
 

競爭 浩然與爸媽正面爭吵，堅持自己的做法。 
 

讓步 浩然決定放棄玩網上遊戲，避免再與爸媽爭吵。 
 

妥協 浩然減少玩網上遊戲的時間，爸媽也減少詢問他。 
 

合作 浩然坦誠告知父母有關自己的壓力問題，與他們一起尋

求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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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組討論 

以四人為一組，討論以下問題。 
 
參考上文及個人看法，回答以下問題： 
 
1. 假如你是浩然，你會採用哪種衝突處理策略解決上述問題？為甚麼？如何處理？ 

例如： 
- 合作。家庭成員各有自己的想法，需要以開放及合作的態度了解對方的

感受及難處，以及澄清誤解。故此，家人之間可以用合作方式說明自己

的期望及建議，共同選取合適的方法解決問題。 
- 我建議浩然分享自己的學業壓力，亦可解釋自己能保持學習進度，以釋

除父母的疑慮，同時父母亦應解釋多番詢問是出於善意的關心，只是不

瞅不睬的態度令他們無所適從。我相信當雙方互相理解對方的感受與難

處，就能共同商議更好的解決方案，例如：規定浩然的遊戲時間或家人

與浩然空餘時一同做運動等藉此減壓，定可化解衝突。 
 
 
 
 
 

 
2. 你曾經與家人發生衝突嗎？如有，憶述及寫下當時的情況，並提出你會採用

哪種衝突處理策略來化解這個衝突？為甚麼？ 
例如： 
- 有。我曾經因為學業成績問題與家人發生衝突。當時的我很努力準備考

試，奈何成績依然不太理想，為此感到無助及傷心。當時父母並不知情，

只是在考試後一直詢問我的成績，我一時壓抑不住便與父母頂撞幾句，

之後互不瞅睬。 

- 我會採用合作方式，坦誠表達成績下滑的狀況，並解釋當時頂撞時的心

情，期望父母體諒，同時尋求他們的協助，共同思考解決辦法。同時我

會多請教老師和同學，找出改善方法，以免父母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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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家庭」是我們呱呱落地後最先接觸的環境，是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搖籃，亦是往後人生的基石。

在日常生活中，家人的愛、關懷和溫暖，能給予我

們無限的歡樂和力量。當遇到困難、逆境或挫折

時，家人的呵護、陪伴和扶持，能為我們注入新力量，再次敢於面對挑戰及困難，

重新出發；當猶豫不定、面臨抉擇時，家人的分享、尊重和鼓勵，能使我們加強勇

氣、自信，樂於活出自己的人生。因此，家庭發揮的各種功能，不單幫助我們成為

一個更好的人，佔個人成長中重要的一席位，更是我們的避風港，成為人生中最堅

硬的後盾，這就是人需要家庭的原因。然而，在歌頌家庭重要的同時，我們生活上

反倒習以為常，把家庭的一切視作理所當然。家庭如空氣，我們時刻都需要，卻往

往不自覺，直至缺氧，才察覺它的重要。 
 

家庭衝突屢見不鮮，成員們擁有各自的想法、性格、難處等，相處中少不免出現分

歧或矛盾，但只要懂得彌補，化解誤會，家庭關係將可言歸於好。我們先認清並承

擔在家庭中的角色與責任，運用各種處理衝突策略，以及嘗試與家人正向溝通，不

單能避免衝突產生更多負面的影響，更能增進家人間的了解與感

情。只要我們視衝突為提升家庭凝聚力的契機，凡事以家庭為先，

在過程中了解衝突的成因，細心聆聽，並以同理心、尊重、包容、

耐性、理解的態度，同心協力尋求解決方法。當我們領悟這種心

態，定能與家人攜手共建快樂、和諧的家。 

 

青少年在家庭裡有責任和角色，並且需要作出貢

獻。青少年應該多從其他家庭成員的角度思考，體

恤其他人的困難和需要，均有助增加家庭凝聚力，

營造幸福家庭。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對待「家

庭」，應時刻懷著感恩的心， 把握當下，愛得及時，與家人共同締造屬於我們的美

好回憶。今日作為子女的我們，他日便成為別人的父母親，「家庭」這課題終離不

開我們的人生，及早學會與家人相處，把思想傳承下去，讓「家」的愛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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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悅讀 
教導有方 
家庭教育對孩子成就的影響甚鉅，特別是中國人一向重視家庭教養，父母及親人都希望透

過日常生活，教導子女待人處世應有的態度及行為。在正面積極的家風薰陶濡染下，子女

自然獲益良多。以下幾位名人，從小得到父母悉心栽培，加上自己後天的努力，最後獲得

顯赫的成就。 
 
孟母三遷

 
孟母與孟子 

孟子小時候由母親獨力撫養，家靠近墓地。孟子與鄰近的孩子們一起扮演築建

墳墓或模仿別人哭拜的遊戲。孟母認為這樣的環境不利兒子學習，於是遷到城

裡居住。搬到城裡後，孟子模仿別人做生意和玩殺豬的遊戲。孟母認為這樣的

環境不佳，於是決定再遷到學宮旁邊居住。有一天，孟子逃學回家，孟母即拿起

剪刀把織布機上正在編織的布剪斷，勸喻孟子求學如織布，需要點滴累積。自

此，孟子發奮向上，終成一位流芳百世的聖賢。 

理財有道 

 
約翰洛克菲勒 

約翰洛克菲勒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億萬富豪，亦是著名的銀行家、石油大亨及

慈善家。他一生努力賺錢，亦將下半生奉獻於慈善事業，晚年更將大部分財產

捐出，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是他的祖傳教育方法。老約翰洛克菲勒和孩子約定

零用錢的使用方法，起始標準為每周 1 美元 50 美分，他要求孩子用筆記簿記

下每筆收入和開支，如果當週的記錄令他滿意，零用錢便會隨之上漲，反之亦

然。除了鼓勵記錄開支外，他亦鼓勵孩子做家務賺錢，如擦皮鞋、剪草及打掃

等，皆可獲得額外金錢。直至今日，洛克菲勒家族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之一，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陰霾，這種成功與當年的家庭教育有著重要的關

係。 

 

節錄及改寫自︰約翰‧D‧洛克菲勒（2018），《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三十封信》；張志君

（2015），《跟古代名人學家風家教》。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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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問題： 

1. 你有受到父母或親人的影響嗎？如有，哪方面？ 

2. 我們的名字通常包含父母對我們的期望或一些特別的意思。你知道你的名字包

含父母甚麼期望或特別意思嗎？快去問問你的家人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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