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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督敎性敎育課程的籃圖 

湯葉妙愛 

一、導論 

婚前性行為於本港已甚為普遍，亦愈來愈受到香港教會的關注。 

整體社會對性愈益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同時對上一代認為性是禁 

忌的觀念也以更漠視的態度處之。縱使在基督徒群體中，這趨勢雖未 

至嚴峻之境地，然而，在較年青的基督徒之間，逐漸成形成狀了。從 

防患於未然的角度而言，婚前性行為既是極待我們關注的事項，也是 

需要我們採取有效措施，以資處理。首先，歸根究柢，在未進行任何 

預防性措施或改進方法之前，我們須確定並釐清問題的本身。 

本文先從大社會的現象透視教會的狀況，嘗試用教會作為社會縮 

影的概念去理解教會裡的婚前性行為，作為一種模型，用以建立之後 

性教育的對口。因為基督教本身並未為青少年婚前性行為的現象作過 

大型調查，這種以大觀小的模式是暫時唯一的可行辦法。第二步作者 

換過另一個角度，嘗試以神學、心理學，及生理學幾方面探究婚前性 

行為的緣由’經綜合多方面的理據’進而建構一幅健康的性教育藍 

圖。這藍圖的重點在於教育家長和教會領袖，好讓他們懂得如何教導 

本文荷蒙關育健先生翻譯成為中文，在此謹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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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提供一個獲致健康的性素質(Sexuality)的途徑。這幅藍圖先 

從聖經入手’指出神賦予人的本質，在性的事情上的原意為何；再從 

社會心理學中瞭解到社群心理’以健康的社群心理發展’從而獲得正 

常的性發展；也透過對生理環境的理解，明白性發展的生理變化。凡 

此種種’都可以幫助教會領袖和家長势性素質有正面、正確的理解； 

另方面可以作為預防婚前性行為的處方，也是正面地從身心靈三方面 

建立一個人的性素質。 

二 、 大 社 會 現 象 的 透 視 和 理 解 

( - )婚前性行為的社會趨勢 

就香港的性行為趨勢而言’不少機構已整理大量資料。香港家庭 

計劃指導會以此為題作出研究’其歷史 為悠久，且規模 為龐大。 

家計會所作的「青少年性行為研究」是一項全港性的調查，從1981年 

起’每五年進行一次。此項研究因歷史悠久並連綿不斷，能獨一無二 

地指出香港青少年的改變和趨勢，其中探索的題目包括性知識、態度 

及行為°在2001年進行的 近一次調查中’約6000名青少年人接受 

調查’當中包括兩組來自58間本地學校的學生。第一組是中一和中 

二的學生（12至13歲）’第二組則是中三至中七的學生（14至18歲）， 

合共5,367名。第三組的受訪組別來自家庭的單位’計有633名年青 

男士和579名年青女士，年齡介乎18至27歲。在18至27歲的第三 

組別中，婚前性行為的增幅跟過去二十年的上升趨勢一致（附錄 

一）。在13至18歲的男孩與女孩的組別中’性行為的頻率由1991年 

的低位繼續急速攀升至約40% (附錄一）。 

香港青年協會是第二所機構從事性行為的研究。此機構對此而作 

出之研究的歷史較短（1997至2003年）’而規模亦極為細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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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於2003年進行了一項 近期的調查°此項調查展示了 46%的受 

訪者認為婚前性行為是錯誤的，而認為是對的之數據亦大致相若。此 

項調查的方法未有詳盡記錄’然而’此研究起碼指出， 近調查所得 

的結果亦離2001年所得的不遠。（附錄二）該報告也顯示了由1997 

至2003年青少年價值指標。 

第三間的機構是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此機構於2000年進行了一 

項網上的調查。在200名回應者中，51%承認曾發生婚前性行為。由 

於回應者中70%為男性而30%為女性，所以，調查結果偏向於較高 

的百分比。就性別之差作出調節後，其結果幾近於其他調查所得的。 

突破機構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基督教輔導和青少年外展機構，於 

1994年展開了一項有關青年人的性角色、態度和行為的研究。因沒有 

其他有關基督徒的同類研究，此項調查遂被用作比較。此項調查周全 

完備，在1，011的受訪對象中，50.1%為沒有信仰的人士。在其餘的 

受訪者中，33.9%為基督徒，3.8%為天主教徒，剩下的則是佛教徒 

或有著其他傳統信仰的人士。此項調查展示了20.4%的受訪者曾進行 

婚前性行為，而家計會於1996年所作的調查中則約40%，兩者作一 

比較，就以信仰帶有偏差的觀點而言，前者的數目明顯地低於社會常 

規中的數目。 

就此看來，在決定是否進行婚前性行為的問題上’信仰起著一個 

舉足輕重的作用，巴斯(Beitzetal. 1998, 28)確定了青少年愈是肯定宗 

教信仰，愈少會犯險參與高危的性行為°這指明良好的教會性教育應 

能有效抗衡婚前性行為的社會趨勢。換句話說’這是青少年向教會請 

求性教育的一種呼聲。（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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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原因 

家計會於兩項調查中，捜查了大量資料’有關青年人約會和發生 

婚前性行為的各種原因。當我們同時參考兩項調查（附錄四及五）， 

就能發現一些明顯不過的事實。就男性受訪者而言，兩個常被援引之 

原因為「約會是普遍的」（70.5%)和「發展關係」（64.2%) C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5, 36-37)，而其次的原因則有 

「受異性的吸引」（49.6%)和「難以拒絕」（37.2%)。此外，「需要不定 

時伴侶」或「需要終生伴侶」則相對地佔較低的百分率，分別是19. 

4%和11.3%。就女性受訪者而言，相比於男性受訪者’認為「約會 

是普遍的」亦是佔大多數（83.1%)，其次常提出的原因則是「難以抗 

拒」’佔50.2% ’而「發展關係」的原因則驟然滑落至29.7%。 

這裏的圖畫異常清晰’除了朋輩的影響外’年青男子常常渴望發 

展關係°外表上的吸引或誘惑不是主因，而年青女子在與男子發展關 

係的過程中’則難於拒絕發生性行為的邀請。雖然這原因非常重要， 

但不是她們認為的問題主因。 

一項1996年的校外調查對婚前性行為問題提供了各個主因，以 

優次排之，先是浪漫氛圍，接著的是好奇心、性需要、伴侶的要求、 

維持關係、朋輩影響，以及 後的婚姻。在第二個原因之後，每個的 

百分比則顯著下滑°這裏再一次證明了年青女子對伴侶性行為的要求 

是難以拒絕的°這是在此調查中 高百分比的單一項目，年青女子中 

佔幻.5% ’年青男子中亦據榜首，佔43.2%。 

以上各項調查均讓我們清楚看到’青少年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及 

其所處的光景。我們大概也可掌握現今青少年對性所抱持的想法和態 

度0筆者欲作一綜論’試以麥道維(McDowell 2004)之分類，將發生 

婚前性行為的原因劃分為「外在環境」、「生理發展」、「社會因素」、 

「心理依附」、「朋輩影響」和「情愛需要」各個範疇。筆者亦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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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處境套入於這六個範疇中作一分析。然後’從分析中得出結論， 

並加以應用。 

甲、浪漫氛圍和社會與文化的衝擊（environmental) 

香港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亦是一國際都會，難免受全球化的影 

響。後現代主義席捲全球，我們這個以中國人為主的城市亦不能幸 

免。後現代主義源自人本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成為了主流文化。問 

題的對與錯端在於主觀的判斷，並富條件性的，而沒有道德上的絕對 

性（麥道維2004，頁72)，感覺也是至為重要的。相對上，美好的 

感受使各樣的標準變得模模糊糊。身處於孤獨的環境中，年青人渴求 

浪漫的感覺，更容易發生婚前性行為。麥道維（2004，頁63)指出， 

性行為令他們肉體上感到暢快， 終情感上也達致冗奮的狀態。因 

此，性成為了一個賺取廉價愉悅感覺的手段。不少年青人感到孤單 

時，以其肉體，用廉價的性換取愉悅的快感。很多年青人不懂在肉體 

和情感上如何處理孤獨，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們會以肉體作交易，換 

取暫時的快感，但只是有限的歡愉。 

香港跟隨全球和大中華的趨勢，成為一個高度以物質掛帥的城 

市。加上後現代主義文化的薰陶，今日的年青人只可倚仗他們個人的 

判斷，來決定事物的好與壞’對與錯的觀念跟他們的長輩不同，他們 

沒有清晰的道德指標。他們夾於上一代傳統價值與現今開放縱容的道 

德觀念之縫隙中，掙扎求存！他們迷失於浪漫與愛情之中，只靠好 

感’而不是清晰的腦袋作出判斷°為了模造年青人的思想，並協助他 

們批判後現代文化’我們必須向身處於後現代的年青人，灌輸一套既 

清晰且有效的價值觀和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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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好奇心和性懲發展的需要（physica l ) 

年青人對自己的身體產生好奇，希望探索自我的身體發展，這是 

自然不過的。然而，好奇心常出忿子，應予以正確的指引。任何人可 

能對毒品、罪及其他好奇，但是不應拈手其中。同理，任何人也對自 

己在身體上如何發展成一個又健康又成熟的人感到好奇，但是也不應 

錯用自身。誤用性慾可令自己易於染上性病。我們可提供一些指引， 

將他們的好奇心轉化成以安全方式來了解他們的身體和性。事實上， 

唯一安全的性行為就是婚內性行為。 

年青人沒有掌握正確的知識，只憑著己意而行，以探究自己的身 

體°馬道克（Maddock 1997，3)認為’「他們的掙扎是辯證法上的拉 

扯。」年青人愈掌握有關他們身體的知識，他們所作的決定或抉擇愈 

具智慧。麥道維（2004，頁66)提出一個很好的分析和意見：「人 

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雖然人不能控制未來、他們和父母及朋友的關 

係、或是老師或教練的決定；但要常常記著一個人可藉自律和自控， 

來規管自己。」筆者也以為不論是肉體上的渴求或是心理上的需要， 

自律和自控是管用的，節制的果子是神所喜悅的。 

丙、以自我為中心，要求性慾上的自由（soc ia l ) 

不少人認為西方文化是一個較自我中心和個人主義的文化系統。 

若我們從人本主義的出發’這無疑是一個事實。香港在成為國際都會 

以前，給英國人統治逾百年’香港文化遂較接近西方文化，而不是全 

然中國文化。若我們參考西方的模式，尚且不會離實況太遠。麥道維 

(2004 ’頁78)指出，美國人居於孤立的城市中，在不同生命危機 

中’須面對他們各自的生活境況。都市化現象削弱了不少具支援性的 

家庭系統。香港的核心家庭取替了上一代的延伸家庭’成為社會的主 

流。在此發展的背後潛藏著兩股動力’ 一是更富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 

將年青家庭推離其原生家庭’ 二是更實際的原因——居住空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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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不能擁有一偌大的空間’足以同時容納兩至三代的人。就算他們 

希望居於同一屋簷下，因為住宅單位的高昂市價，使他們難以購買較 

大的單位。三分之一的香港家庭居於公共房屋，這些房屋的面積一般 

是較小的，每人可佔的面積只有六平方米。若某人結婚，然後與他雙 

親同住，居住的空間就更形細小了。因著不同的原因，有關方面於短 

期內不能安排較大的單位。故此，很多家庭須搬離他們的原生家庭， 

這進一步造成了更個人主義、更自我中心的行為模式。自我中心遂成 

了新一代的本能。所以，我們不難看到年青男子要求發生婚前性行 

為，以滿足其自我的慾望。同時，年青女子好像難以拒絕對方對性的 

要求。女性很多時候是以性來維繫一段關係，此情況亦有文獻支持。 

此現象的另一個原因是男尊女卑的傳統，女性被認為該以男性為主 

導。與此同時，無論男女，在當今社會的個人主義中，正在尋求更大 

的自由度，包括性慾的自由。 

丁 、 維 繫 「 拍 拖 」 關 係 （ 尤 其 見 於 年 青 時 候 的 階 段 ） 

(psychological) 

麥道維（2004 ’頁58)解釋’在「拍拖」關係中，愈年青的’ 

發生婚前性行為的機會就愈大。這些年青人未完全明白拍拖關係中的 

限制和尺度’就已過早墮入愛河中。他們荷爾蒙改變的速度高於其情 

感和社會上的成熟度’而後二者則需較長時間才可發展完成。大部分 

年青的香港學生很早便「拍拖」了，在受訪者中’ 30%早於12歲時 

已開始「拍拖」（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02, 

93-107)。麥道維認為婚前性行為發生於較年少時所帶來的身體上的危 

機乃屬青春期的副產品°筆者有理由相信’這是源於對尋求愛和伴侶 

的渴求。如前所述，核心家庭常常催使他們成為一個處於無數居於各 

自空間的陌生人中的孤島’無法經歷情感的滿足’也找不到情感的依 

歸，卻以不成熟的「拍拖」行為去尋找愛的夥伴’然而不成熟的不僅 

是心智，不能自制的身體亦然’至終帶來婚前性行為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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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社會規範和朋輩壓力（psycho-social) 

所有人須附屬於其他人，不論是家庭、小組或甚至一個社區，年 

青人尤其是易於有此需要的，因而養成他們對朋輩的倚賴性。這倚賴 

性是影響力的基礎。因此’朋輩的社會規範成為了年青人行為與思想 

的一大影響，包括婚前性行為的規範。若某人沒有一個健康的自我形 

象，他/她常會從其朋輩中尋找接納和認同。年青人須發展肯定自我 

的態度’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在婚前性行為問題當前，立場堅定。 

若某人沒有批判和獨立的思考能力，閱讀色情刊物成為了他/她 

朋輩可接納的行為，這就難以抗衡色情的陷讲了。拍拖的 大理由是 

「拍拖是普遍的」。拍拖是社會的常規，亦視乎當事人的朋輩組別， 

而婚前性行為亦然。 

己、愛情與婚姻（emotional: love vs lust) 

香港年青人認為浪漫是婚前性行為的主因。麥道維說他們以親密 

關係取代了愛。筆者贊同這些年青人追求情感上的親密關係和心底的 

愛情。他們誤將性當作浪漫和愛情’這是他們在浪漫的氛圍下發生婚 

前性行為的原因°他們沒有能力分辨出感情的愛和性愛’而傳媒往往 

把浪漫描述成性愛’或把浪漫和性連接起來。青年人須更確切地掌握 

何謂性、性態度和愛情，這課題是尤為重要的。就以浪漫和性的模糊 

關係而言’年青人可能叫自己認為婚前性行為 終導致婚姻的出現， 

因為兩者是相似的°事實上，相似之處是停留於性’而再沒有進展 

了 °麥道維（2004 ’頁80〜幻）證明了這是剛剛相反的。一對曾經 

歷了婚前性行為的愛侶很大可能 終以離婚收場。 

(三）婚前性行的隱含意義 

從以上的部分，我們已就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六個原因加以分類， 

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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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浪漫氛圍和社會與文化的衝擊。 

2.好奇心和性慾發展的需要。 

3.以自我為中心，要求性慾上的自由。 

4.維持拍拖關係（尤其是在年少時的階段）。 

5.社會規範和朋輩影響。 

6.愛情和婚姻。 

第一個原因可理解為情感與環境上的理由’第二個是肉體上的張 

力，第三個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掙扎，第四個是社會和關係上的需要， 

第五個是社會媒體和心理上的互動，而第六個是情感和認知上的掙 

扎。 

這些婚前性行為的原因對於我們有甚麼意義呢？馬道克（1997， 

頁2〜22)形容在北美社會性態度是屬於辯證法上的拉扯，現將這些 

張力套用於香港的處境中，當中亦頗具相像之處，可作如下的分析： 

1.以性為善和以性為惡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 

2.以色情為享樂和以色情為犯險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 

3.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 

4.男性化的性觀念和女性化的性觀念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 

5.單一和多元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 

6.對性態度和道德觀念所持的傳統思維和進展性思維兩種態度之 

間的張力。 

7.以性為公眾關注話題和以性為個人經驗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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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融合了各種的統計數字、麥道維描述身體 /心理 /社 

會/認知上的觀點，以及馬道克的辨証式的分析後，可得出以下的隱 

含意義： 

第一 ’香港婚前性行為的現象已達到令人憂慮的地步，亦已成為 

了社會學和心理學上的主要課題。從年青人對婚前性行為的首三個原 

因來看’我們可得出以下的觀察。 首要的原因是浪漫氛圍，明顯 

地’很多年青人追求浪漫的感覺，因為文化上存有一意識形態，良好 

感覺是一個指標。其次的原因是維持拍拖的關係。拍拖關係標示了一 

段重要的關係’這顯明了他們渴求伴侶和情感上的親密關係。正當傳 

統的延伸家庭逐步瓦解’導致人與人之間，尤其是年青人之間，更多 

的疏離感和孤單感。第三個主因是朋輩壓力和社會規範的影響。性不 

再是傳統的忌諱，而新一套的道德觀正逐漸形成。這三個原因符合了 

馬道克對張力的描述，乃是傳統主義和進展主義對性態度和道德觀念 

的陳述。 

第二，婚前性行為既是肉體上的事’也是靈性上的事。我們可從 

好奇心和社會需要來釐定這個原因。在青春期時’對性的好奇心和掙 

扎是可以充分理解的。馬道克將此加以分類，認為「色情是享樂」與 

「色情是犯險」°筆者以為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年青人須在婚前性 

行為問題中，選擇何為對，何為錯。這就是以性為善和以性為惡兩種 

態度之間的張力。靈性能指引我們分辨善惡。誠然，我們需要平衡個 

人自由與社會秩序，而一個訓練有素的基督徒也該懂得向自私而又邪 

惡的愁望說不的。 

第三’婚前性行為被視為心理上也是靈性上的問題’在此問題中 

有著三個元素：自我中心、想望，及社會自由。自我中心和要求看來 

好像心理上的掙扎’然而自我中心的根本問題卻是靈性的，而基督徒 

以罪命之。婚前性行為常常是由男性提出要進行的。男性受到肉體上 

的誘惑’而女性傾向於逆來順受。女性受著傳統的捆綁，在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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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採取被動的態度’並願意作出合乎傳統的單一回應。我們就此看 

來’這是對性的表現而言’女性的單一態度和男性的多元態度所存在 

的張力；這也是對性而言之男性化和女性化兩種思維所表現出來的張 

力。（中國文化尤甚）這樣看來婚前性行為為年青人製造了性自由的 

海市蜃樓 ° 

第四，婚前性行為也是一個心理和認知的課題。追求愛情看似 

婚前性行為的合理原因。他們墮入了一條理想化但未經證實的方程 

式——認知上由性到愛再到婚姻或性等於愛等於婚姻。情感上的愛情 

可以是個人的感受，然而，性與婚姻明顯是存在於家庭系統中。這肯 

定在某程度上是公眾關心的課題。以性為個人經驗和以性為公眾關心 

的課題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是真實不過的。 

(四）小結 

我們知道社會規範響起了一個警號。一半的年青人接受婚前性行 

為，教會作為社會的縮影’不能逃避社會的趨勢。當我們明白甚麼原 

因導致我們年青一輩對婚前性行為所持的態度時，我們就掌握了一些 

工具’以分析箇中的掙扎和張力。經過了仔細的分析，我們得出了一 

些可行的方法’或 少是一些方向或朝向解決問題之路。防治之法將 

是面對日益猖獗的婚前性行為的良方。筆者認為一個完備的性教育計 

劃，能有助遏止青年人發生婚前性行為之風。 

凌諾（Littner 1994-1995, 10)建議了一套理論’強調一個全人而 

多元的方法’以進行性教育，這就是重要而合一的主因。此計劃包括 

了 少三個維度’心理、生理和認知。認知的元素希望促使參與者增 

進對性的知識。沒有足夠知識，就難以作出明智的抉擇°情感上(心 

理上)的因素鼓勵自我反省和與人分享°技術元素能有助參與者和領 

袖在過程中試驗一下他們的知識°同樣地，邱氏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5, 4)亦指出三個方面：性態度、溝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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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和性知識。（英文為ASK，指態度 [at t i tude]、技巧 [sk i l l ]、知識 

[knowledge]) 

為了使此計劃順利完成，加斯瑞和紀列夫（Kassirer & (Griffiths 

1997, 5-11)提出了一個「負責任的性態度計劃」。這是一個完備的系 

列，以進行防治性的性教育計劃，其目的是增進性知識和改變性態 

度， 後轉化為較安全的性的表達（sexual expression, not sexual 

intercourse) °此計劃是基於社會學習理論’利用多元方法，包括角色 

扮演、小組討論，以及溝通技巧。筆者相信一個充滿愛和回應的計劃 

對年青的基督徒是更有效的，皆因源於愛的責任是植根靈性的。 

總結而言，一個完備的性教育計劃可包羅甚廣。例如，認知的維 

度可針對性的迷思作出抗衡。這亦增進了對聖經的認識，有助揭示真 

理，為基督徒點燃明燈°情感上的維度可助改變態度和對抗世俗的價 

值觀。行為的維度則有助家長、教會領袖’和年青人嘗試作出新的選 

擇和行動。 

林孟平（突破1994，頁86)提出了不少可行的課題，適用於香 

港的處境中。這包括了生理上的發展、性別和身分、心理上的成長、 

自我形象、性與愛、人際關係、拍拖與戀愛、婚姻與家庭、社會問題 

如性病、性與色情、性騷擾、倫理等。 

三 、 從 神 學 看 性 

( - ) 理 論 與 定 義 

馬玉（Mayo 1986, 1-66)指出’性在今天的社會是一個複雜的課 

題。她問神當初造人並予人性慾，為甚麼性會演變成這樣的光景呢？ 

她繼續解釋’我們的思考過程和社會環境常使我們認識和享受性，並 

認為性是神為我們而設的°但我們思維方法與社會概念’乃是個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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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的後果。這破壞了神為我們生命而設的價值觀和美善觀。只 

有藉祂的拯救和恩典，性的美善才可得以復現。 

性素質較「性」一字普遍所暗含的意義為廣閱，莫域士（Morris 

1989，152-60)將性觀念定義為： 

一個人的性觀念包括他/她自己對自身作為男性或女性、男人 

或女人的整體感覺，以及對其他人作為男性或女性的看法。 

此觀念包舍對自己身體或他人身體的態度，亦表示了對某人 

性別身分的個人定義。性觀念是感性的、生理性的、認知 

的、與價值尤關的’以及屬於靈性的，其維度既是個人的’ 

又是社會的。 

從神學角度出發，史密兹（Smedes，1988, chap. 4)認為「性觀念 

是共享的，是歡愉的機會，是逾越性器的。性觀念是一個奧秘，〔人 

們〕可以將其妖魔化，〔然而〕是由恩典所肯定的。」 

麥克利(MacKnee 1997，210-21)總括說’「我們是肉體的奴錶， 

經歷著情感、認知、生理，以及靈性的需要，無論在人性和聖潔上， 

欲獲取親密共享的經驗。」作為一位牧者，莫域士等認為（Morr is 

1989, 153)人類的性觀念是如下的解釋： 

婚姻之内的性是又美又善的。婚姻承諸以外的性是帶有莫大 

的罪性的’又如同性戀和色情物品一樣。 

從聖經的角度看，靈性又是甚麼意思呢？麥克利（1997, 213)定 

義如下： 

靈 性 一 詞 來 自 拉 丁 語 ’ 意 指 『 生 命 氣 息 』 ’ 是 存 在 的 

一種方式和經歷’來自對超越宇宙的一種維度的認知’藉著 

某些可確定的價值觀予以特色’對於個人本身、其他人的生 

命，以及認定為有著終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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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的定義來說，性觀念原是藏於靈性中的，這包括了某些 

可確定的價值觀°許勉力(Helminiak 1989，200-10)亦說’當我們將靈 

性概念化’作為個人所有範疇的融合，其全部潛能的實踐，以及性在 

靈性發展中的角色就變得明顯。 

莫域士說（Morris 1989, 152)： 

這是會幕以神學角度思考人類的性素質的時候了，努力在此 

範4中追求系统性的公義，然後協助不同年齡的人士建立和 

再建立他們的性素質。 

筆者以為一個管用的神學常數’用以重構性的概念，實是基督教 

教會必然的需要。所以，所有基督徒可學到及學會性觀念對於我們生 

命有著甚麼意義。這總結了本文中聖經對性的注釋’ 一個清晰關乎性 

與關乎性的定義需交在家長、教會領袖，和青少年人手上。性原是好 

的，上帝設計性的時候是要人去享受性，但當人錯誤地運用的時候， 

性也可以變成罪惡的。關乎性素質一詞’好比一個增值了的名詞，其 

中包括了靈性、肉體、社會心理的維度。 

(二）實用文本（神學主題） 

甲、神學對性素質和性慾之物的理解（創世記） 

為了從神學的角度了解性觀念和具有性慾之物，一個對於聖經的 

簡單研究是必要的。莊臣和戴維斯(Johnson & Davies 1997, 19-28)用 

倉I]世記中神創造的描述’來承托對性觀念的理解。他們的觀點簡單總 

結如下： 

1.神在我們生命中創造我們成為具有性慾的人。神以祂的形象造 

男造女’是有性別之分的（創一27)。每人有其性慾/性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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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其各自的生活°然後’神原來對人的祝福和命令，是以性的素質 

和生育作為中心（創一。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美好的（創一31)。 

2.具有性慾的人是有其靈命的。起初’人類具有性慾的軀體是由 

地上的塵土而造’而神給予我們生命（創二 7)。所以’這軀體是充 

滿了神的靈’祂令我們活在地上’無論是男抑或是女。 

3.具有性懲的人對自身的軀體有其感受’並自身與神有著關係。 

因為罪所帶來的結果’第一對具性慾的人沈淪，他們與神的關係破 

裂。他們恐怕自己赤身露體，同時亦害怕遠離神的美意（創三10)。 

乙、聖潔法典和愛的回應（利未記） 

除了創世記的文本以外，利未記十八和十九章也是重要的經文， 

教導正確的性觀念°伊迪克(Edelheit, 1996, 41)將利未記十八章中的 

「聖潔之約」所言的中心思想聯繫至利未記十九章的「愛之約」，用 

以彰顯性觀念的正確理解。利未記十八章是反對赤身露體的篇章 

(十八1〜3，6〜11 )。這可解釋為性界限自人類沈淪以後的一次 

延伸。伊迪克（Edelheit 1996, 42)解釋，要解開一人的赤裸之身，是 

逾越了禮節上的界線。這樣的違規被認為是崇拜偶像的一種行徑，在 

利未記十八章裏是以to 來形容，即作憎恨解。這是一項持久不 

變的禁戒’跟十誡中之一條一「你們不可犯姦淫」，別無異處。 

伊迪克在此把「聖潔之約」進一步與「愛約」聯繫起來，作為「聖 

潔之約」解釋的延伸：「你們愛神……也要愛人如己」。這裏的聯繫 

清楚指明，「不合法的性行為」是禁止的，性行為須建基於愛，並結 

出美好的果子來。這就是性素質的神學基礎！這也是一個負責任且滿 

有愛的呼召，以表對神的忠誠，對人的尊重。對性教育而言，實是一 

個包羅萬象的主題。我們只有在滿有愛的神的推動下，才可以成為負 

青仟a懂得回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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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性觀‘念的聖經模型（羅馬書） 

新約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基督徒性觀念模型。此模型有助賦予性教 

育計劃一幅清晰而有效、且關乎性教育的實用指南。特里普（Tripp, 

1995, 36-43)曾作了一番的討論°筆者附加本地適用的討論： 

1.性是人類向神表達敬意的一種重要方式，當他/她捫心自問， 

便要展示他/她本身所屬的身分。 

a.羅馬書一章21至27節描述性為一重要方法，來讓人表明何人 

或甚麼真正操控他的生命。 

b.性慾的罪本身是與崇拜偶像無異，因為他們拒絕為神的榮耀而 

活，同時以敬拜創造之神來換取敬拜受造之物。（羅一 21、 

25) 

C.性是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利用他的身心，以明示他的降服於 

神或對神的抗衡。（羅一22、対、况） 

2.問題討論 

a.我們這一代年青人能否看生命為敬拜神的行動呢？又能否視 

他/她的敬拜為崇拜神的延伸行動呢？ 

b.為神的榮耀而活出的生命與為自己和一己之樂而活的生命有何 

不同之處？ 

C.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如何憑著神的應許來降服於神的旨意之下？ 

(羅十二 1〜 2 ) 

丁、性觀念的聖經模型（哥林多前書和羅馬書） 

性是一種方法，讓人表明他/她的身分，使他人知道他/她是 

誰。（林前六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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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基督裏的人是神的僕人。他/她不為其他東西所支配（林前 

六12) °在神裏’我不再成為奴僕’得了自由，只作神的僕人（如羅 

六 1〜 1 4所言） ° 

2.我是擁有永生的人。不論我們的苦楚是來自此時此刻之性怒的 

掙扎’或性慾的歡愉，也不敵於他日到來的榮耀。基督徒有著盼望， 

因基督已升天，將來我們也如是。（羅一 14) 

3.我與基督同為一體。基督徒是與基督聯合的，無分彼此，不能 

分割。所以，我們從不認為或行事為人時覺得自己孤軍作戰。（羅一 

15〜19上） 

4.我是歸於基督名下之產物。神在髑髏地救贖了相信祂的人，因 

祂以自己兒子的血作為贖價，我們是歸屬基督的。（羅一 19下〜20) 

5.問題討論 

a.向婚前性行為說不是否選擇上的自由？ 

b.將來的盼望能否改變信徒對一刻的歡愉、機會和責任之看法？ 

C .你如何得知神常與你一起？ 

d.你如何保持一個從基督教作為出發點，又使身心健康的性觀 

念？ 

戊、性觀念的聖經模型（以弗所書和羅馬書） 

1.性是人類心靈和對恩典渴求的重要啟示方法。（弗五3〜7 ； 

羅 七 7 � M ) 

a. —個人有關於自身性的行為是彰顯了他/她內心世界的重要方 

法，因為性常牽涉到思想、動機、慾望、要求、期許、珍重之 

事或心中膜拜的偶像。（弗一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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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性以一人之無能來與其對抗。信徒能認清甚麼是美善的，然 

而，其心是希望滿足一己對歡愉的渴求。我們須竭力追求神的 

恩典。（羅七 2 4〜 ^上） 

2.問題討論 

a.我們須作甚麼才可預備一顆清潔無培的心呢？ 

b.我們如何面對性愁上的掙扎呢？ 

以下是供負責教導年青人的家長/領袖之額外經文，摘引自特里 

普（Tripp 1995,41-42) 

1.神是造物主，祂按自己的原意賦予了萬物自身的意義。（詩二 

十四篇） 

2.人類是神的受造物，因此對自身的身分和自己所作的，要向祂 

負責。生命的目標是為了取悅神、榮耀神，藉祂追求美善與榮耀。 

(創一；歌三17) 

3.人類是合一且融和之物。這是指罪一方面是®•且屬肉體的； 

另一方面是關乎心靈和行為的。（羅八17 ) 

4.生命即敬拜（羅一8〜12) ’並以行動向神的愛作出回應。（出 

二十 3 〜 5 ) 

5 .神所安排的路徑’無論是如何艱巨，總是至美至善的。（詩 

十九7 〜 1 1 ) 

6.人生的目標是按著神的旨意而行，並為了得著祂的榮耀而活 

(多二 9、10以神的事工舉例說明；林前六18〜20以性生活來作例 

子閲述）。 

7.耶稣基督來到世上，保障我們免受永遠的敗壞，在聖靈的引領 

下’叫我們不作自身罪性而生之怒望的奴僕。（弗二丨〜5 ；彼後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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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性 與 心 理 和 社 交 需 要 

( - ) 理 論 

畢諾（Pollock 1998，21)談論性與關係的課題時，指出今日青年 

所追求的三種東西：完美、親密關係，以及援助。表面上，性看來滿 

足了這三種渴求。博思維夫婦（Balswick & Balswick 1999, 117-19)在 

他們所著的《人類的真正性素質》(Authentic Human Sexuality) 一書中 

提出，進行性活動的錯誤原因如下：性用作情感需要的代替品、自我 

駕駄的能力不足一不敢說「不」、利用性來控制或逼使某人，以及以 

性換取快感。從以上所提及的作者和家計會調查所得的結果（〈2001 

年青少年性觀念研究〉），筆者可確定地總結，大部分青年人滿足一 

己的性慾時，其實是追求情感上的親密關係。他們渴望愛和被愛，或 

以博氏之言，即認同或被認同。這是對年青人於婚前性行為時之心理 

狀態的準確描述。 

艾歷臣（& ik Erikson)的心理與社交理論（Turner & Helms 1991, 

42)提出心理與社交發展的八個步驟。而適用於年青人是「身分與角 

色混淆」；適用於年青成年人則是「親密與疏離」。在心理與社交的 

理論中，我們知道年青人在親密關係和愛的階段中掙扎不休。博思維 

夫婦（1999，頁177)觀察到不少年青人不知道平衡或與他人分辨情 

感的緊密關係’取而代之’則以性取代愛。他們自欺’認為肉體上的 

親密關係等同於情感上的親密關係。心理學有助我們作為家長或教會 

領袖明白’從發展過程而言，這是一場自然不過的人性掙扎。筆者認 

為真愛和負責的行為有助年青男女打破這個模糊不清的局面°作為家 

長或教會領袖，我們應採取適當行動’以真愛來破解性與愛的謎團。 

教會可向年青人展示’建立親密關係是可跟性扯不上關係的。強而有 

力的領導和正直而良善的階模’就是對年青人上等的靈丹妙藥’有助 

他們正確尋求情感上的支援°教育不只局限於課室之內’亦於日常生 

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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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心理學家提出，年青人缺乏健康的自我形象，將隨便進行 

性行為（以博思維之言，即自我控制力不足）°巴斯 (Bei tz 1998)提 

出不安全性行為的危險因素（見圖表一-1)包括低自信、對自身健康 

的低控制力、欠缺與家長溝通、受壓或低落的精神狀態、不負責任的 

傳媒報道、不參與宗教活動等°許勉力（1989, 200-10)的另外一項研 

究指出’「自信且自我肯定的人對個人身體的認知是較深入的，因而 

以較富意義且令人滿足的方式疏導自身的性慾」。故此，對於確保得 

到良好的性發展或性觀念’建立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是舉足輕重的。 

圖表一 - 1 

不安全性行為的因素 

Recen t loss or change近期損失或改變 

Lower cogn i t i ve d e v e l o p m e n t 智力發展 Ig 

Schoo l n o n a t t e n d a n c e 缺課 

History of sexua l a b u s e 性虐待經歷 

S u b s t a n c e a b u s e 濫藥 / 酗酒 

Prev ious sexua l behav io r : Early i n te rcourse 過去行為模式：幼年性經驗 

L o w internal heal th locus of con t ro l 自我控制力低 

Male g e n d e r男性性別 

Poor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w i th pa ren ts 

L o w se l f -es teem 自尊心低 

Non invo l vemen t wi th re l ig ion 無任何宗敎活動 

Peer a n d s ib l ing sexua l act iv i ty 朋輩及兄妹性行為 

I r respons ib le m e d i a in f luences 不負責任媒體的影響 

Scho las t i c u n d e r a c h i e v i n g 學業不逮 

L o w se l f -e f f i cacy (espec ia l l y for contracept ion)無能感(特別是避孕工具） 

St ressed or d e p r e s s e d menta l s tate受壓或抑鬱的精神狀熊 

摘錄及翻譯自 J.M. Beitz, "Sexual Health Promotion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s: 
Primary Prevention Strategies." Holistic Niirsins Practice 12’ no. 2 (199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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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勉力在他的研究（1989, 201-2)指出一個人的性素質對其正面 

的自我形象具決定性的影響，而自我形象乃超常規發展的先決條件， 

換句話說，一個人必須有好的自我形象才能脫離被動式的思考，而超 

常規發展是與靈性發展類同的。艾歷臣繼而採用高栢和霍勒(Kohlberg 

& Fowler)的階段理論來指出青少年期是超常規發展的時期（見圖表 

一-2)，而超常規性正下指向靈性發展的「自我批判」和「向己負責_ 

的特質。換句話來說，一個青少年期的人有能力站在自己的立場，批 

判所處身的社會及自己的心理、道德、和靈性的發展。從這一個角度 

來看，性的本質乃與心理上的自我形象緊密相連，職是之故，一個人 

對自己的瞭解，促使他建立一個對性的健康的自我接納，從而避免了 

在性方面出軌。 

圖表一 - 2 

人類發展的年齡與階段：平衡比較 

階段與 
年紀 

艾歷臣（心理社會） 

群性心理發展學説 
高伯（道德） 

道德成長學説 

霍勒（信心） 

信德成長學説 

嬰兒 
(0-1/2) 

幼童 / 

啟蒙 

(2 -6 ) 
童年 

(7-12) 

少年 
(13-21) 

青成年 
(21-35) 

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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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心理學的幫助外，我們須從社化角度來理解當中存在由疏離 

而生的掙扎。博思維夫婦（1999，107)描述當單身人士沒有好好發展 

其社交技巧，就覺得難以與他人建立關係，更不懂如何處理情緒。年 

青人所面對的生命中的掙扎包括他們在社化過程中，感到疏離。因 

此，年青人常常感到孤單，乃是歸究於他們社交能力欠奉，亦沒有一 

個支援網絡。他們所需的是一個良好的支援系統，如延伸家庭、教 

會、學校，以及健康的社交小組，好讓他們成長為能善於與人交往的 

人。否則，就如贊臣（Jensen 1995, 113)指出，利用性作為一種對應 

機制，以圖取代非性的需要(如親密的社交，逃避孤獨或被隔絕的感 

覺）’只會構成過份性需求，從而引發抑鬱、低自我形像，至終阻礙 

人與人關係成熟的發展，如此的惡性循環下去。 

當年青人在一處健康環境如充滿愛的教會、健康的家庭或跟一個 

朋輩支援小組的人交往，他們便可塑造既美善又自強的性情。艾士安 

年（Etzioni 1997，38-42)認為，擁有美好性情的人能藉社交上具建設 

性和道德上具意義的方式，控制其原始愁望，同時，亦設身處地明白 

別人的需要，這些「別人」出現於性慾與社交發展過程中不同生命的 

階段。我們身為家長或教會領袖，可在家裏、教會小組或主日學內， 

制定個性模造計劃等。 

(二）實踐 

甲、明白青少年心理社交和心理性慈發展的應用 

筆者認為要仔細將艾歷臣的心理與社交發展階段用於性教育計 

劃’這是非常重要的。正確的理解是好的開始。心理與社交過程包括 

以下八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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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危機 年齢 包含的人際關係 轉危為機的結果 

信賴或不信賴 0-1 父母/照顧者 希望 

自發或懷疑 1-3 父母/照顧者 思志 

進取或內疚 3-5 家庭 目的 

自強不息或自卑 6-11 鄰居/學校 取勝能力 

身份確立或自我迷惘 少年期 朋輩 忠直 

親密或弧立 青成年 朋友/配偶 愛 

拓展生命力或退縮停滞 中年 家庭互動/同事 關懷 

自我圓滿或失望懊喪 老年 所有人 智慧 

包含的人際關係 轉危為機的結果 

信賴或不信賴 0-1 

自發或懷疑 1-3 

進取或內疚 3-5 

自強不息或自卑 6-11 

身份確立或自我迷惘 少年期 

親密或弧立 青成年 

拓展生命力或退縮停滞中年 

自我圓滿或失望懊喪 老年 

父母/照顧者 

父母/照顧者 

家庭 

鄰居/學校 

朋輩 

朋友/配偶 

家庭互動/同事 

所有人 

希望 

思志 

目的 

取勝能力 

忠直 

愛 

關懷 

智慧 

H l f S - f f i i S S J.S. Turner and D. Helms, Life Span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Inc., 1991), 42. 

從心理社交理論來判斷，我們能看清楚少年人正經歷身份危機與 

角色混淆的階段，成長的秘訣在於成熟的擁抱忠頁。當少年人能夠看 

清楚自己在基督心目中的位置，看清楚自己是一個有性慾的人，就能 

夠向忠頁的地步邁進。對於青成年人來說，若有人能合宜的付出愛， 

就能建立起真正親密的連結和關係。 

而佛洛伊德的學說則提出了五個心理性慾發展階段（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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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 4 

佛洛伊德性心理發展階段理論 

時期 行為特徵 

口腔期 

肛門期 

性器期 

潛伏期 

生殖期 

出生〜1歲 由口腔吸犹’阻嚼等獲得快感與滿足 

1〜 3歲 由大小便排泄所生的刺激快感獲得滿足 

3〜 6歲 由玩弄性器官中得到滿足 

6歲〜青春期注意力由對自己身體和父母感情’轉移到 

(12、13歲）周圍事物 

青春期〜成年性需求轉向相近年齡的異性’並開始有兩 

性生活的理想， 後達生兒育女之目標 

郭靜晃等著：《心理學》（台北：楊智文化，19¾)，頁幻 

我們比較艾歷臣和佛洛伊德的模型，筆者可肯定歸納出，年青人 

和年青的成人正經歷一個重大的階段性改變。青春期的開始和性感覺 

的發現乃是重要的性發育階段，而尋找身分與愛則是心理需要(或危 

機）。在這彎曲俘謬的時代，家長和教會領袖可作忠誠的階模，並向 

眾人清楚展示何為愛。這是擁護並宣揚正確道德觀和價值觀之人所一 

直倡導的理念。 

乙、向青少年人貫輸愛與忠貞的應用 

知道年青人的需要和掙扎是一回事，跟我們關心的年青人溝通是 

另一回事！對於年青人來說’言語不是 有效的溝通工具，尤期是年 

青男子，行動則較奏效，他們也易於察覺。在他們向你投以信任之 

前，他們想知道你將如何對待別人，尤其是對待他們自己。這不是說 

言語是沒有任何地位。我們要明白建立一個支援社交小組是需要不少 

的行動和模範°言說或不言說的，均對培養美好個性和建立社交小 

組’起舉足輕重的作用。按照以下簡單模型而做是好的開始。以 

「我1為開首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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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 /愛你（情感）一你這個人 

我尊敬你（行為）一你的行動 

我信任你（認知）一你的判斷或意見 

我們各人須寫下「以『我』為開首的信息」’適用於自己和要面 

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和場境的年青人。在平日實踐或慣常的交往中， 

若我們掌握情感、認知和行為維度的模型，處理問題時就更方便快 

捷。 

五 、 性 與 生 理 現 象 

( - ) 理 論 

從神學和聖經的角度而言，我們是具有性慾之物。就心理與社交 

角度來說，我們亦確定，我們的心靈如何影響自身對性的需求。我們 

社交或關係性的維度影響我們的性行為。當我們從發展角度來審視人 

類，可發覺現實情況較心理社交發展為多。其他發展上的特色如道德 

和信仰發展，亦對我們性行為產生影響。例如，青成年和少年人比較 

依靠群體維繫信仰，然後慢慢開始自我反省。道德上，他們從朋輩和 

社會中學習，其後對社會價值觀個人化和以條件式進行選取。按著此 

篇文章寫作的目的，我們將選取了心理與社交理論和生命週期理論， 

以作詳細解釋。 

我們選取了生命週期理論是，因為藉此模型，我們可較易看出生 

理上的轉變，並此轉變與性慾的關係。生命週期理論是適用於展示生 

理現象的，因為性教育將置於人類生命週期中予以考慮。根據莫域士 

(Morris 1989, 155)所言，芝加哥浸信協會進行的調查指出，大部分 

牧者寧願在教會推行性教育，且於初中階段開始尤佳。有些區內員工 

更希望在更年輕時推行性教育，如幼稚園或小學。郭布士（Gobbels 



54 敎牧期刊 

(Morris 1989, 155)甚至說：「性慾是跟個人本身發展和建構的…… 

在整個生命週期中。」 

以生命週期理論而言’我們發現幾種生理發展與性慾發展有關。 

在早期的兒童階段(3-6歲），生理發展是相當迅速的，性發展亦然。 

佛洛伊德形容此時期為陽具期，即兒童透過撫弄自己的性器而獲得性 

滿足。在12至18歲時期，生理發展就是另一個高峰，青春期開始， 

性好奇亦然。作為家長和教會領袖，我們可知道他們年青人正處於此 

發展期掙扎不休，幫助他們經歷此艱難時期，即「急速成長期」。在 

青春期中，年青人不盡知自己的外表，我們是處於 佳位置，為他們 

提供答案和指引。事實上’就算到了大學程度’年青人仍不盡知性慾 

的含義。本港一所大學一嶺南大學在其迎新活動中，嘉賓講者向新生 

勸勉，談及有關性的話題（明報，26/8/2005)： 

若有一日雙方感情很好’男方希望親近時，可能會説「遲早 

都會娶你」’女方要懂得『Say No』才是成熟的表現，「好男 

人是不會勉強女人」一句’博得全場學生的掌聲及歡呼。 

如前所述，生理發展較生理與社交和道德的成長快得多、早得 

多。引導年青人的責任就落在成年人的肩頭上’尤其是父母和教會領 

袖上’因他們有著較佳的道德和靈性的標準並且能夠掌握運用。 

當家長和教會領袖對性與生命週期理論掌握得好’便能更有效地 

教導和指引年青人。所以’莫域士（Morris 1989, 156)認為，性教育 

計劃應延伸至家長和從事教育工作者。由此引申下去，家長應對自身 

的性觀念作出反省’明白客觀的事實，培養溝通技巧’不只提供有效 

率的指引’還應提供有效用的引導。她進一步指出性教育可融合至教 

會主日學上或為小孩而設的小組聚會，教導內容包括神的創造、僕人 

的態度，以及其他聖經主題°再者，筆者認為性所帶來的罪應予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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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這有助年青人處理誘惑；我們亦可強調神的恩典及神為罪人施行 

的拯救，這有助年青人在悖逆過後能洗心革面重新開始。 

(二）實踐 

甲、應用生命週期理論 

我們可運用一個由出生前期至後成人期的生命週期表，來幫助我 

們理解各個階段後認知的狀況。這有助家長和教會領袖建立清晰的圖 

畫。當他們獲取了這些資料，便可以跟掙扎不休的年青人身同感受， 

然後以真誠的態度跟年青人一起面對他們的性問題； 後，可與年青 

人溝通無阻。郭靜晃等（1994，頁们-86)所發展出來的生命週期表 

描述了，生命週期中八個階段的主要發展（詳見圖表二-1及二-2)。 

家長和教會領袖可研讀有關部分，以明白年青人主要的生理發展。這 

.有助他們將資料融合於性教育的教材中。跟我們的目的尤其相關的是 

生育成熟這個階段。今天年青人較前人更遲進入穩定的性關係中，如 

婚姻，而他們的身體在性方面已屆完全成熟。賀爾蒙的分泌活躍，而 

關係、社交和靈性則是不成熟的，這樣就使他們的人生毀於一旦。這 

就是成長中的不平衡，遂成為了性慾上不道德和罪所帶來的惡果的根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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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 - 1 

人生全程發展的分及主要發展特徵 

發展主要特徵 

產前期 受孕〜出生 生理發展 

嬰兒期 出生〜2歲 感覺、知覺、運動機能的成熟’社會依附關係 

的建立，情緒發展，基本語言 

嬰幼兒期 2〜 4歲 動作的精細化’幻想與遊戲’語言發展’自我 

控制 

幼兒期 4〜 6歲 性別角色認同,群體遊戲，早期道德發展，入 

學預備 

學齢兒童期 6〜 1 2歲 具體運思’社會技巧發展’技能學習’自我評 

價，團隊遊戲 

青少年前期 1 2〜 1 8歲 身體成熟’形成運思，情緒發展’兩性親密關 

係 

青少年前後 18〜22歲 人格漸獨立’性別角色認同’內化的道德I職 

業選擇 

成年早期 2 2〜 4 4歲 結婚’生育及養育子女，工作’生活方式 

成年中期 3 4〜 6 0歲 夫妻關係培育’養育子女’職業上的經營管理 

成年晚期 6 0〜 7 0歲 對自我重新評量’對角色精力轉換’失去配偶 

接受個人生活’健康不足’退休’建立一個死 

亡觀 

老年期 70歲〜死亡 對老年身體變化的處置’心理歷史觀的發展’ 

跨越未知的地帶 

郭靜晃等著：《心理學》（台北：楊智文化，1卯4)，頁87 



一個基督敎性敎育課程的藍圖 57 

生活階段 發展任務 

嬰兒期（出生至2歲） 社會依戀 

•感覺、知覺及運動機能的成熟 

•感覺運動智能與原始的因果關係推理 

•對物體性質的理解及範疇的建立 

•情緒發展 

嬰幼兒期（2至4歲） 移位運動的精確化 

•幻想與遊戲 

• S吾日發展 

•自我控制 

幼兒期（4至6歲） 性角色認同 

•早期道德發展 

•群體遊戲 

•自尊 

學齡兒童期 ^至 1 2歲） 友證 

•自我評價 

•具體運算 

•技能學習 

•團隊遊戲 

青少年前期（12至18歲） 身體成熟（包括性的成熟） 

•形式運算（邏輯推理） 

•情緒發展 

•同伴群體成員資格 

•性關係 

青少年後期（18至22歲） 對父母關係的自主 

•性角色認同 

•內化的道德 

•職業選擇 

圖表二 - 2 

學齡兒童期化至 1 2歲） 

青少年前期（12至18歲） 

青少年後期（18至22歲) 

‘感覺、知覺及運動機能的成熟 

‘感覺運動智能與原始的因果關係推理 

‘對物體性質的理解及範疇的建立 

丨情緒發展 

[運動的精確化 

幻想與遊戲 

‘RP日發展 

自我控制 

3色認同 

•早期道德發展 

•群體遊戲 

•自尊 

友證 

•自我評價 

•具體運算 

•技能學習 

•團隊遊戲 

身體成熟（包括性的成熟） 

•形式運算（邏輯推理） 

•情緒發展 

•同伴群體成員資格 

•性關係 

對父母關係的自主 

•性角色認同 

•內化的道德 

•職業撰擇 



生活階段 發展任務 

成年早期（22至34歲） 結婚 

•生育子女 

•工作 

•生活方式 

成年中期（34至60歲） 夫妻關係的培育 

•家庭管理 

•養育子女 

•職業上的經營管理 

成年晚期（60至75歲） 智慧活力的促進 

•對新角色和活動的精力轉換對個人生活 

的接受 

•建立一種死亡觀 

老年期（75歲至死亡） 對老年身體變化的處置 

•心理歷史觀的發展 

•跨越未知的地帶 

成年中期（34至60歲） 

成年晚期（60至75歲） 

老年期（75歲至死亡） 

發展任務 

生育子女 

工作 

生活方式 

夫妻關係的培育 

•家庭管理 

•養育子女 

•職業上的經營管理 

智慧活力的促進 

•對新角色和活動的精力轉換對個人生活 

的接受 

•建立一種死亡觀 

對老年身體變化的處置 

•心理歷史觀的發展 

•跨越未知的地帶 

我們考慮，發展任務的概念不適用於出生前的階段。 

郭靜晃等著：《心理學》（台北：楊智文化，19¾)，頁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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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理的成長和變化沒有必要變成一個危機’反倒可以達成 

美好的結果’而家長和教會領袖可以是美好結果的催化劑。筆者相 

信真誠的同理心’認同青少年人生理上的掙扎’猶如羅馬書七章所講 

的掙扎一樣。有很多時候，家長和教會領袖散佈一種錯誤的印象，就 

是說家長和領袖們在小時候沒有同樣的掙扎，但若能真誠的分享’同 

感同理就變得真切。肯定基督耶穌的恩典足夠我們走過掙扎，我們如 

何靠著聖靈堅忍過，勝過試探的例子肯定是在身體罪惡試鍊中人的力 

量和鼓舞。與此同時，教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習慣’例如好的興趣， 

恒常的運動’都可以把青少年人的體力導向正途，減少不必要的引 

誘’如果家長們和教會領袖們能夠開放家庭，讓青少年舉行有監管又 

有意義的聚會，以致青少年有比面對試探更佳的選擇。 

乙、性病敎育 

就特定的性病而言，對性病應有妥善的理解是一大題目。對性病 

的詳盡描述是必要的。若家長和教會領袖未能掌握這些資料，就不能 

教導和用作指引。性病教育是很重要的，縱然是枯燥乏味的。根據麥 

道維（2004，頁28、165、168)，以下的圖表顯示了八種常見的性 

病。它們的可治療性、傳播途徑、病徵，以及其他資料也列於其中。 

縱使大部分性病是可治愈的或不威脅性命的，愛滋病是致命的，且傳 

染性 高。我們不能選擇哪種性病才感染。看看近來的調查數據，愛 

滋病蔓延迅速，尤其是異性戀者，因為他們進行不合法的性活動。事 

實上，不少家長和教會領袖對性病所知的不多，因為這是禁忌。他們 

在教導這些知識前，更重要的是學會這些知識。不盡不實的資料對雙 

方均會造成傷害。過度強調可治愈性和傳播途徑將導致不尊重性的後 

果。無疑，過度忽視更是玩命的！ 

按照畢諾（1998，頁64)的調查’已知性病共有兄種’相信今 

曰會有更多的新發現了 ！其中 普遍的有衣原蟲、淋病、性器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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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器泡疼、乙型肝炎、梅毒，以致於不治之症愛滋病，而性器腫瘤和 

性器泡疼雖不是絕症’但卻是不能根治的病症，其他的性病不無其他 

的風險’提高了癌病和不育的危險。如《家長性教育手冊》（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2 ’ 頁52)指出，淋病是 

香港 常見的性病’若不及早治療，會引至盆腔長期發炎及不育。淋 

病同時引起的併發症有風濕、腦膜炎等，淋病也可以由患病的孕婦傳 

給胎兒等等。這些實用的資料確實幫助我們有效的教育青少年人，事 

實上’性病可以是絕症’而青少年人需要小心的選擇！ 

性病 

圖表二 - 3 
美洲最普遍的性病 

年估計病例 

衣原體 

滴蟲病 

盆腔炎 

淋病 

生殖器瘤 

生殖器泡疼 

梅毒 

AIDS/愛滋病 

4••萬 

3••萬 

1〇0萬 

80萬 

5 0萬至 1 0 0萬 

2•萬至50萬 

101,000 

80.000 

可治療嗎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絕症 

麥道維著’王培潔譯：《為什麼真愛要等待》（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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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 - 4 

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公佈關於A I D S /愛滋病檔案 

1999新染愛滋人數 5,400,000 

愛滋病染人數 34,300,000 

1999年愛滋病死亡人數 2,800,000 

從發現愛滋起因病死亡人數 18,800,000 

麥道維著，王培潔譯：《為什麼真愛要等待》（北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168 ° 

六 、 總 結 

總言之，在香港，婚前性行為是一個相當重要、極需嚴肅面對的 

問題，因為婚前性行為正影響著今日的教會和她的青少年。當我將一 

些硬數據、社會觀察，和資料分析整理出來的時候，作為家長、教會 

的領袖的我們感受到一個催促，要重新建立一套清晰的價值觀’為合 

宜的性素質下定義，俾使我們的青少年有路可循。故此，一個完整的 

考量，包括神學’心理社會，以及生理的觀點統統需要計算在內。從 

神學的角度來看，性與性素質明明白白已經鑲在受造物的靈性裡面， 

我們今日面對性的掙扎揭示了好的創造和邪惡的墮落彼此的爭持，一 

個清楚的聖經指引當會教導我們如何看待和應用科學的啟迪。從心理 

社會的層面看來，人除了是有性慾的人之外’更是富有情感和需要社 

交的受造物。一個人的心理和社交成長階段緊扣著其對自己的接納， 

若果沒有一個健康的自我接納，人在性的事情上很容易會出軌。一個 

人若能看清楚自己在耶穌裡面的身分，在至親眼裡的角色’就能合宜 

地建立他的性素質。生理上，我們要對自己在生命階段的生理發展有 

所警覺’好好的照顧一己的性衛生’就如要過自律的生活’都是叫我 

們有健康性素質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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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已經提供我們通往健康的性和性素質的藍圖，正如畢諾 

(1998，64-65)所言’以忠貞，上帝免使我們得罪上帝自己，免使我們 

傷害自己，傷害身邊的人，也免使我們犯罪。然後上帝用聖靈的果子 

來回報我們，這可以轉化成為更健康的生命！ 

後，我想用野林浸信會馬撒牧師(Masser 1987，18)的說話來總 

糸吉 

事實上’我們發現年青人渴望從敎會得知〔這些和其他〕敏感 

的話題（如婚前性行為）的答案。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學到就 

是我説「不可以 /不要」的時候，年青人還是會繼續聽下去 

的。他們欣賞我們以愛去引導他們’幫助他們生活每一步都 

活出基督的信仰一包括他們的性質素。關鍵就在使徒保羅给 

我們的忠告，他鼓勵我們「用愛心説誠實話」；如此充滿恩典 

的一句話，就將「不可以」的積極正面意思流露出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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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婚前性行為（有婚前性行為的回應者的百份率： 

21 41 0 42 5 

18-19 歲 20-21 歲 22-23 歲 24-25 歲 26-27 歲 

男 

女 

166 

164 

148 

105 

122 

89 

85 

101 

112 

120 

男 

女 

31 39 7 

31. 

1991 1996 2001 

男 

女 

613 

692 

581 

578 

517 

447 

633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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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經驗（有性交經驗的回應者的百份率） 

中三至中七學生 

4.9 9.0 16.7 

15歲或以下 16-17歲 18-19歲 

男 

女 

515 

862 

479 

603 

156 

180 

十八至廿七歲青少年 

i m 
？0 5 43.2 (2.1:0 49.2 1 

1 > 1 駄 1 , 1 
63.5 

18-19 歲 20-21 歲 22-23 歲 24-25 歲 26-27 歲 

男： 166 148 122 85 112 

女： 164 105 89 101 120 

"Youth Sexuality Study 2001,"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H.K. Annual Report 2001-2002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K., 2002), 93-107. 

m 

- • • • , 

26 7 i \ 2 i 5 

歲 

3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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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者的百分率 ％ of respondents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總作答人數 Total No of Respondents] 

1997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婚前性行為是錯的 

Pre-marital Sex is wrong 
45.2 

[1,028] 
36 .6" 
[573] 

34.7** 
[874] 

35 .7 " 
[1,128] 

40.0* 
[1,099] 

46.0 
[1,018] 

同性戀是不可以接受的 

Homosexuality is unacceptable 
- - - 40.3 

[1,127] 
39.4 

[1,099] 
42,0 

[1,018] 

墮胎是可以接受的 

Abortion is acceptable 
51,6 

[1,029] 
66.5** 
[573] 

57 .9 " 
[874] 

48,9 
[1,128] 

50,1 
[1,099] 

47.7 
[1,017] 

同一時間有多過一個親密性伴侶是可以接受的 

More than one sex partner is acceptable 
- 23.4 

[573] 
21.7 
[874] 

16.0 
[1,128] 

18.1 
[1,099] 

18.7 
[1,018] 

性態度 

1997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婚前性行為是錯的 

Pre-marital Sex is wrong 
45.2 

[1,028] 
36 .6" 
[573] 

34.7** 
[874] 

35 .7 " 
[1,128] 

40.0* 
[1,099] 

46.0 
[1,018] 

同性戀是不可以接受的 

Homosexuality is unacceptable 
40.3 

[1,127] 
39.4 

[1,099] [1,018] 

墮胎是可以接受的 

Abortion is acceptable 
51,6 

[1,029] 
66.5** 
[573] 

57 .9 " 
[874] 

48,9 
[1,128] 

50,1 
[1,099] 

47.7 
[1,017] 

同一時間有多過一個親密性伴侶是可以接受的 

More than one sex partner is acceptable 
23.4 
[573] 

21.7 
[874] 

16.0 
[1,128] 

18.1 
[1,099] 

18.7 
[1,018] 

*p<0 .01 

** p<0.〇01 

[1]所有比較圖只列出與過去的調查比較’本次調查結果有顯著差異的命題,檢定， 

*p<0 .01 / *p<0 .001 

[ 2 ]在1 9 9 7 - 2 0 0 2年的調查中’只列出與2 0 0 3年調查相同的命題。 

Youth Value Indicators Survey 
The H.K.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一 Youth Research Centre download f rom http://www. 
hksyg.org.hk/yrc/chinese/yr-hkyt-03-c.html on Aug. 16，2005 

你是否有過「婚前性行為」 

沒 有 N o 

4 9 % 

有 Y e s 

5 1 % 

Result f rom 176 persons aged f rom about 13 to 26+ years who responded to the internet 
survey conducted by Y M C A of HK 

透過2000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28 日在http://www.socialwo「k.com.hk/ymca/inciex. 
htm 及 http://www.webforce.com.hk/ymca 進行是項問卷調查(11/17/2000-12/28/2000 
internet survey) 

http://www
http://www.webforce.com.hk/y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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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拖時的親密行為 

曾經與拖友試過 Have happened wi th partner (No.) 百份比（％) 

拖手 Holding Hands 

攬腰 /搭肩E m b r a c i n g 

接吻 Kissing 

愛撫對方胸部Fondl ing the Breasts 

被對方愛撫胸部Breasts being fondled 

愛撫對方性器官 Fondling the Sexual Organs 

被對方愛撫性器官Sexual Organs being fondled 

發生性行為 Sexual Intercourse 

413 

380 

322 

161 

152 

131 

130 

89 

94.5 

87.0 

73.7 

36.8 

34.8 

30.〇 

29.7 

20.4 

Breakthrough Report, 31 

附錄三 

關於在家庭、學校內敎授男孩子性敎育題目的意見調查（1987-1997) 

性敎育題目 Sexuality education topics 家庭 At home 學校 In school 

1987 1992 1997 1987 1992 1997 

懷孕及生育 Pregnancy & birth 47.2 67.8 56.6 91.4 95.5 89.6 

性器官名稱 Terms of genital organs 47.5 66.3 54.8 93.0 94.6 89.4 

青春期生理變化Puberty bodily changes 60.1 76.8 64,1 94.2 97.3 90.2 

經期 Menstruation 38.1 66.0 61.8 87.5 92.5 89.4 

夢遺 Nocturnal emission 40.2 51,5 50.4 (+) 87.4 89.2 88.4 

自瀆 Masturbation 29.9 42.2 40.0 79.9 83.7 86.7 

戀愛約會 Dating & love 52.4 55.1 64.7 84.7 79.2 88.0 

婚前性行為 Premarital sex 25.3 37.0 51.9 (+) 75.1 70.5 86.5 

避孕方法 Contraceptive methods 26.8 33.4 45.2 (+) 73.4 71.1 85.5 

賣淫 Prostitution 34.1 36.4 47.3 (+) 78.3 70.5 85.7 

性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44.8 40.1 51.5(+) 85.3 74.7 86.7, 

色情刊物 Pornography NA NA 58.5 (+) NA NA 87.3 

總回應人數 Total respondents 328 348 482 328 378 482 

註：受訪者的子女介乎10至18歲。若受訪者有多過一名介乎10至18歲以上的子女的話 

我們只隨機調查其中一名符合年齡組別的子女。未回應之題目不作統計以內。 

(+)從1987至1997的調查中顯示，有相當重要百分之五的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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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家庭、學校內敎授女孩子性敎育題目的意見調查（1 9 8 7 - 1 9 9 7 ) 

性敎育題目 Sexuali ty educat ion topics 家庭 A t h o m e 學校 In schoo l 

1987 1992 1997 1987 1992 1997 

懷孕及生育 Pregnancy & birth 57.3 74.7 61,0 90.3 93.4 89.9 

性器官名稱Terms of genita丨 organs 54,6 70.1 57.9 90.6 92.0 89.7 

青春期生理變化Puberty bodily changes 72.8 84.2 67.8 94.2 96.3 90.4 

經期 Menstmation 81.0 83.9 71.5(-) 96.3 94,8 90.4 

夢遺 Nocturnal emission 32.5 56.3 46.1 80.0 87.9 88.4 (+) 

自瀆 Masturbation 23.3 45.1 37.5 74.2 83.0 86.0 (+) 

戀愛約會 Dating & love 57.6 62,1 68.0(+) 82.8 81.3 87.7(+) 

婚前性行為 Premarital sex 35.5 45.4 55.5 (+) 74.2 72.4 87,1 (++) 

避孕方法 Contraceptive methods 31.5 39.9 46.7 (+) 72.9 69.5 85.5 (++) 

賣淫 Prostitution 43.1 44.3 49.6(+) 80.4 71.0 86,0 

性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50.2 46.8 52.4 83.5 73.3 86.8 (+) 

色情刊物 Pornography NA NA 57.9 NA NA 87.2 

總回應人數 Total respondents 295 323 456 295 323 456 

註：受訪者的子女介乎 1 0至 1 8歲。若受訪者有多過一名介乎 1 0至 1 8歲以上的子女的話， 

我們只隨機調查其中一名符合年齡組別的子女 °未回應之題目不作統計以內 ° 

(++) 1 9 8 7至 1 9 9 7年有 5 %增加 

(+) 1 9 8 7至 1 9 9 7年有 1 %增加 

( - ) 1 9 8 7至 1 9 9 7年有 1 %減少 

"Fami ly P lanning, Know ledge , At t i tude & Pract ice in Hong Kong 1997, 
(The Fami ly P lann ing Assoc ia t ion of H.K., 199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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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會的原因 R e a s o n for dat ing 1981 1986 1991 

約會是普遍的Dat ing is common 61.8 64.7 83.1 
不能拒絕Can' t refuse 31.6 22.7 50.2 

發展情證 Develop relationship 25.6 27.9 42.9 
異性吸引 Heterosexual attraction 13.8 16.7 29.7 

偶需伙伴 Occasion needs partner 7.0 8.7 19.3 
好玩及朿ij激 Fun and excitement 5.3 7.1 12.4 

人人有約 Everyone has dates NA NA 7.5 
終身伴侶 For life-long partner 2.4 3.4 5.2 
其他Others 7.8 7.0 4.2 
向朋友弦耀 Show off among friends NA NA 3.4 

女孩總數（人數）T o t a l girls (no.) (849) (315) (1,231) 

1981 1986 1991 

61.8 64.7 83.1 

不能拒絕 Can't refuse 31.6 22.7 50.2 

發展情證 Develop relationship 25.6 27.9 42.9 

異性吸引 Heterosexual attraction 13.8 16.7 29.7 

偶需伙伴 Occasion needs partner 7.0 8.7 19.3 

好玩及刺激 Fun and excitement 5.3 7.1 12.4 

人人有約 Everyone has dates NA NA 7.5 

終身伴侶 For life-long partner 2.4 3.4 5.2 

其他 Others 7.8 7.0 4.2 

向朋友弦耀 Show 〇ff among friends NA NA 3.4 

女孩總數（人數）T o t a l girls (no.) (849) (315) (1,231) 

Note: Respondents answered each item separately. 
NA = not available. 

男性約會原因的百分率（1981-1991) 

約會的原因 R e a s o n for dat ing 1981 1986 1991 

約會是普遍的 Dating is common 53.7 50.8 70.5 

不能拒絕 Can't refuse 40.0 42.6 64.2 

發展情誼 Develop relationship 24.2 30.3 49.6 

異性吸引 Heterosexual attraction 14.5 15.1 37.2 

偶需 t ^伴 Occasion needs partner 9.6 11.8 19.4 

好玩及剌激 Fun and excitement 10.2 9.3 16.4 

人人有約 Everyone has dates NA NA 11.8 

終身伴侶 F〇「life-long partner 5.2 6.5 11.3 

其他 Others NA NA 7.2 

向朋友弦耀 Show off among friends 7.2 5.2 4.6 

男孩總數（人數）T o t a l boys (no.) (1,888) (788) (1,061) 

Note: Respondents answered each item separately. 
N A = n n t a v a i l a h l e 

Family Life Education Handbook for Teachers, 2d ed. (The Fami ly 
Planning Assoc ia t ion of H.K., 1995),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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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S Reasons Males Females 

浪漫氣氛 Romantic atmosphere 43.2 41.5 

好奇心Curiosi ty 42.2 32.4 

滿足性需要 To satisfy sexual need 39.3 11.9 

男方要求 At male's request 18.0 62.5 

維持關係 To maintain relationship 14.1 17.6 

景多_ Friend's influence 11.2 6.8 

女方要求 At female's request 10.2 1.1 

受藥物酒精影響 Under influence of drug and alcohol 4.9 2.8 

減壓、減恕、減悶 To relieve depression, anger or boredom 4.4 1.7 

婚姻 Marriage 3.4 9.7 

金錢或物質吸引 Money or materialistic attraction 1.0 0.0 

報復 Revenge 0.5 0.6 

被迫 Being forced into 0.0 5.1 

反叛 Rebellion 0.0 2.3 

總人數 Tota l respondents 206 206 

Males Females 

男方要求 At male's request 

維持關係 To maintain relationship 

景多_ Friend's influence 

女方要求 At female's request 

受藥物酒精影響 Under influence of drug and alcohol 

減壓、減恕、減悶 To relieve depression, anger or boredom 

婚姻 Marriage 

金錢或物質吸引 Money or materialistic attraction 

報復 Revenge 

被迫 Being forced into 

反叛 Rebellion 

總人數 Tota l respondents 

43.2 

42.2 

39.3 

1 8 . 0 

14.1 

1 1 . 2 

1 0 . 2 

4.9 

4.4 

3.4 

1.0 

0.5 

0 . 0 

0 . 0 

2 0 6 

41.5 

32.4 

11.9 

62.5 

17.6 

6.8 
1.1 

2 . 8 

1.7 

9.7 

0.0 
0 . 6 

5.1 

2.3 

206 
Note: Respondents could choose more than one option. 

第一次性交的主因 

浪漫氣氛 好 奇 心 滿 足 性 需 要 男 方 要 求 維 持 閗 係 友 明 影 響 女 方 要 求 婚姻 

Romant ic Curiosity To satisfy At male's To maintain Friend's At female's Marriage 
atmosphere sexual need request relationship inf luence request 

Youth Sexuality Study 1996: Out-of-school Youth Survey {The Fami ly 
P lann ing Assoc ia t ion of H.K., 2000) ,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