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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青少年成長一 
牧養手法的再思 

黃成榮 

陳偉文 

-、前言 

踏進二十一世紀，世界形勢的變化很大，全球經濟滑落令全世界陷 

入經濟不景氣，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也難免受到影響。美國九一一 

恐怖襲擊事件震撼了整個世界，一幕幕戲劇性的自殺式恐怖襲擊均令人 

不寒而慄，大大增加個人對外在環境的危機感，對未來的命運更沒有絲 

毫把握。人生變幻莫測，除了提醒個人要珍惜及尊重生命，對宗教信仰 

態度要認真之外，個人對世界的動向和全球發展趨勢的省覺，也是我們 

極須重視的課題。 

社會的動邊’無疑減低人對身處環境的安全感，但同時亦增強個人 

對外間動態的觸覺。教會的領導者應如何面對時代的衝擊’同時又要帶 

領那被牧養的一群’以正確的態度面對自己和世界呢？青少年是教會一 

股龐大的動力，他們有著無窮無盡的創意和衝勁。正當他們踏入青少年 

期時，無數的問號正纏繞在他們腦海之中——尋找自我和掌握人生的發 

展方向，正是大部分青少年所面對的困難和疑慮。一方面’他們開始踏 

進學習獨立自主的階段’對身邊的事物感到好奇，期望有自我主宰的機 

會和能力’但另一方面又不知天高地厚’對外間世界充滿懷疑和不安° 

再加上社會消費及感性的誘惑’青少年很容易失卻自我’隨波逐流地墮 

進集體的次文化中。作為關心青少年的教會領袖及牧者，我們應抱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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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服事他們呢？對二十一世紀香港青少年的需要，我們又掌握和了解 

多少呢？ 

二、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香港青年協會 近出版了一份調查報告，名為《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01》，當中發表了一些 新的青少年價值觀指標調查結果°研究發 

現，青少年的價值觀取向在八個範疇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筆者就研究 

結果’選取了一些具代表性的數據作分析，藉此讓讀者對香港青少年的 

問題和需要有更多了解。 

是項研究主要訪問香港青少年對八個特定範疇的價值取向，當中包 

括教育、就業、性觀念、家庭、國家及香港發展前景、對特區政府的評 

價、歸屬感和守法意識等八個方向。以下筆者選取了幾個範疇的調查結 

果與讀者分享： 

在教育方面，表示自己喜歡上學的受訪者佔77.8%，比去年有輕微 

上升的趨勢。但同時間，認為學校教育對自己有幫助的佔86.5%。表面 

數字的百分率頗高，但事實上調查結果出現了回落現象（1998年的比率 

是93.5% ； 2001年則為86.5%)。這似乎反映出香港青少年人雖然基本 

上肯定學校教育的價值，但是對學校教育的成效卻漸漸失去信心。 

就業方面，青少年對就業的信心指標下降。調查發現，愈來愈少青 

少年人認同工作滿足感比金錢上的報酬更重要，由1998年的72.4%降至 

2001年的63%。而對自己的謀生技能有信心的被訪者只有67.2%，比 

1998年的數字跌了接近八個百分點。青少年的就業信心指數更低，只有 

31%被訪者同意在香港找工作不難，比起在1998年時所收集的47.5%相 

差更大。 

性觀念方面，青少年基本上趨向開放，但對伴侶忠誠度的要求卻愈 

趨重要。大約R有三成半左右的受訪者認為婚前性行為是錯誤的觀念，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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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接受在同一時間多於一位性伴侶的比率，明顯地降低了（1998年 

的比率是Z3.4% ； 2001年則為16%)。這反映出青少年對性觀念日漸開 

放，對婚前性行為之接受程度日趨提高，已不如從前重視個人貞操。有 

趣的是，青少年卻重視伴侶的忠誠度，介意伴侶在同一時期多於一個性 

伴侶。而在家庭方面，受訪者的家庭觀念相當重，認為家庭是 重要的 

佔八成半以上，而覺得離婚是不應該的有36.8%，比1998年的25.8%有 

上升的趨勢。 

總觀，是項調查反映出香港青少年近幾年來所面對的壓力，以及在 

心態上的轉變’這是一種負面的變化。這處境不單影響個人對香港社會 

產生負面情緒，同時亦間接打擊個人自信心。另一方面，香港經濟持續 

衰退，青少年對工作的期望已不單只著重個人Ji想的自我實踐’而是比 

較重視金錢上的報酬。物質主意掛帥，加上生活壓力大增’香港青少年 

對個人在工作上的要求，漸漸變得較以前低層次了。 

三、香港青少年問題 

事實上，近年青少年面對不同的壓力，已導致青少年問題愈覺嚴 

重。根據香港禁毒處所提供的資料，青少年吸食軟性毒物的數字’在 

過去數年間明顯大幅增加。二十一歲以下被呈報的吸毒人士，由1999 

年的15.2%增加至2000年的21.9%�而在2001年首三季的數字已達至 

21.1%。被濫用的藥物裡’以氯胺酮(俗稱K仔)的增幅 為厲害’ 2000 

年的吸食人數是1999年的四十九倍。 

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數字亦明顯上升°從香港統計年刊2001年的 

資料可見’經社會福利署轉介的背景調查個案中，二十一歲以下犯輕微 

罪行之違法者數字’由1999至2000年度的1 150人增加至2000至2001 

年度的1 699人，增幅高達47.7% °而二十一歲以下犯一般嚴重罪行的， 

由1999至2000年度的2 543人增加至2000至2001年度的2 803人，增 

幅達10%。同時期，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 二十一歲以下接受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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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士中，犯輕微罪行者即由1999至2000年度的533人，增加至2000 

至2001年度的669人，增幅為M.5%。犯嚴重罪行方面，2000至2001 

年度人數有1 627人，比起1999至2000年度的1 1½人增幅高達四成。 

有學者也指出日益嚴重的童黨問題及學童欺凌現象，使不少家長及 

從事教育或青年工作的人士擔心不已。從傳媒的報道中，我們看到學童 

被人嘲笑、恐嚇和以暴力對待的案例(《東方日報》，1999年8月31曰： 

《明報》，1999年2月5日；《星島日報》，2000年10月28日）°丨999 

年，一名女童在學校附近的政府資助屋苑裡，被一群同校的同學於梯間 

性侵犯，引來傳媒廣泛報道（《明報》，1999年2月14日）。雖然香港 

社會及校園未至於像美國般經常發生校園槍擊事件，但學童欺凌行為在 

亞太地區，例如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台灣及香港等地已絕不陌生。 

據各地的文獻及媒體報道，持續的欺凌已導致學童害怕上學、以暴力報 

復及自殺等行為（黃成榮’ 2001 ； 2002，頁53〜64) ° 

四、青少年的現象背後 

上述的數字及案例不禁令人發出一個提問，究竟現今青少年身處的 

這個社會發生了甚麼問題？他們遇上甚麼困難？有甚麼需要？為甚麼社 

會上出現這些現象？ 

黃成榮（1999)曾指出要進一步了解本地新生代的特點，我們必須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社會發展，與青少年成長的關係。於2000年達至十五 

至二十歲的青少年，是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出生者。生於八十年代的青少 

年正是在香港富裕環境成長的一群，由於沒有經歷戰亂及經濟困苦，他 

們普遍被人認為他們不夠克苦耐勞。其實，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都會 

因著其成長經歷而建立不同的人生觀或價值觀。比方說，在1940至 

1960年代出生的人，由於所身處的年代，政治及經濟的發展皆不穩定， 

而且要面對戰亂，生活非常艱苦，這群人也特別珍惜生命。至於在1960 

至1980年代出生者，雖然他們所身處年代的政治及經濟發展已經比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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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好得多’不過，他們在成長的階段中’也都經歷過家庭貧困、制水、 

社會動亂、戒嚴和經濟衰退。凡此種種的經歷，總會鍛練出忍耐及體諫 

人的心懷，對人生亦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及欣賞。至於近代的青少年（在 

1980至1990年代出生者）’則有不同的特點’他們有其優點與缺點， 

優點方面，例如： 

*出生於資訊高速公路之起點’對資訊科技的掌握比上一代優勝； 

*國際視野較閨，敏銳西方及東南亞國家的文化； 

*由於營養豐富及家庭環境較穩定，比上一代聰明及有創意； 

*習慣運用圖象表達己見，容易對藝術產生興趣； 

*成長於多元化社會，較易接納新事物。 

不過，作為導師的也必須知道這些青少年亦有其未盡善之處，例 

如： 

*大部分在父母關懷愛護下成長，習慣被服事多於服事他人； 

*在高壓教育制度下成長，重背誦及默寫多於自由發揮，欠批判思 

考； 

*受大眾傳媒影響，重情感多於理性，屬感性膨脹的一代； 

*習染了即興式及快餐式文化，欠長遠人生目標； 

*熱衷享受、金錢及成就，堅毅強朝度不及上一代。 

的確，香港是世界金融貿易中心，資訊科技相當發達。透過互聯 

網，可即時將無窮無盡的訊息浮現眼前。為了解青少年使用傳媒的習 

慣，香港電台委託香港大學進行了一項研究，訪問了968名中三及中四 

學生，發現香港青少年經常使用的媒介依次為電視、報紙、雜誌、電 

台、漫畫及互聯網。至於內容方面，學生看電視的時間有78%用於看劇 

集，閱報首選娱樂版；而在六種媒介中， 受歡迎媒介獲 高評分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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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他們選擇的漫畫內容多數含有打鬥及暴力成分（《星島日報》， 

2000年1月13日）。另一項由突破機構進行有關青少年使用ICQ的調 

查顯示，近五成中學生（N=1409)已使用ICQ為溝通工具，有兩成學生 

表示在其ICQ名單上有一百個以上的網友。另調查顯示四成學生很少向 

陌生人透露真正身分，有心理學家擔心學生習慣在ICQ說謊，可能會將 

問題深化，做出越軌行為（《星島日報》，2000年1月14日）。明顯地， 

資訊的發達同時帶來了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的後遺症，忽略了互相信任 

和關心的需要。人際關係需要透過互為信任和彼此接納產生出來的，但 

互聯網上的交友方式，已將這些真諦破壞，帶來人際關係中更深層的疏 

離感和空虛感，更難鼓勵人面對自我，找到信任，這樣也大大影響青少 

年的自尊及人際社交的技巧。 

根據心理學家博伯(MicheleBorba)(1989)所提出’自尊感構成元素 

分別由五個自我概念結合組成：一、安全感一包括對人的信任，亦同 

時有被肯定和信賴的感覺；二、獨特感一即認識自我的角色和價值， 

並接受個人的獨特性；三、聯繫感——會感到自己在群體中被接納和被 

尊重；四、方向感——即對人生充滿目標和方向；五、能力感——有信 

心處理困難和挑戰，懂得欣賞個人長處和接納自己短處等。自尊感的提 

升是與此五項概念的建立成直接關係。在青少年成長的環境中，家庭、 

學校、教會、朋輩等成為他們重要的成長系統。當中，父母的關懷及其 

角色是 重要的。若然父母能夠給子女適切的慰問和指引，為他們提供. 

安全的環境學習和成長，對青少年的幫助是 大的。至於教會也要擔當 

領導性的角色，除了在真理上的教導外，應同時與家長攜手合作，協助 

青少年解決問題，在社會不斷變遷的情況下，教導他們學習如何提高個 

人的適應能力，在聖經真理的教導下，為個人的價值觀定位，這一點我 

們將會在下文再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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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青少年與信仰 

可幸的是有研究指出青少年與信仰聯繫愈深，偏差行為則愈少。黃 

成榮及鄭漢光(2000)發表了一個當代青少年信仰態度及價值調查結果， 

研究收回了 1 761份問卷’樣本來自大、中、小型的堂會的青少年，也 

涵括相當多宗派。結果顯示被訪者大多數都有高中以上的程度，並有穩 

定的家庭和教會生活。超過七成的被訪者是在學校內第一次接觸基督教 

信仰的，其中不少應該是在教會辦的幼稚園及中、小學就讀’足見教會 

學校的影響力。研究發現，宗教社團活動對青少年成長有正面影響，並 

可培養出積極的人生價值觀；而在行為方面亦可加強免疫能力’與基督 

教聯繫愈強及多參與教會青年團契活動者，人生觀就愈正面’而且愈少 

參與越軌行為。調查顯示這群青少年在參與各項時下文化活動方面，與 

一般青少年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在基督徒屬靈規條觀念方面’也不是墨 

守成規的一群’對社會參與價值、社會道德價值都屬於非常正面’而自 

我價值觀也是傾向正面的° 

此外，不論初次或繼續參與教會、成為基督徒，人際的互動有不可 

忽視的影響，尤其是同輩的影響力。例如青少年經常參與青少年團契或 

小組聚會（佔72.7%) ’在這些團契或小組中’他們經常聽道理，而且 

在德、智 ( 1 ( ¾、群 ( E Q )、美各方面都有發展’也常討論各種 

社會事件。這等活動不單對青少年有正確的教導，更可促進他們之間的 

支援網絡’發展友誼’在情緒上互相支援°事實上，是次調查發現他們 

愈參與教會’生活愈是開心。由此可見，教會仍可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問題是如可吸弓丨他們參與聚會及加入教會小組或團契活動。 

y \ 敎會青少年事工方向之再思 

黃成榮（2000，頁1〜2)在另一文章中對上述之青少年與信仰研 

究作了淮一步的闡釋，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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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輩比宣敎同工更具影響力 

該研究發現朋輩的影響力在青少年「信主和扎根」的過程中清晰可 

見。他們較喜歡朋輩的活動，例如「團契」，但對「主日學」的評價則 

不高。相比牧師、傳道人，他們較喜歡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們普 

遍認為傳道人常將時間用於行政多於關心人的需要。既然傳道人或主日 

學導師所發揮的力量較朋輩為少，我們便應反省在傳福音及青年事工的 

事奉上，為何一定要由牧師或成人導師來主導呢？我們可否將青年事工 

交由青年宣教同工或有靈命根基的青年人自行發展呢？ 

(二）敎會青少年事工要更新 

近年教會青年事工成功的例子，似乎都與能否切合青少年成長的需 

要有關，愈能關心兒童及青少年的現實需要的教會，成功機會愈大。有 

些教會透過舉辦小六畢業營，進入中小學推行學生團契，又或在教會內 

舉辦基督少年軍活動等，透過活動滿足兒童及青少年的身心需要的同 

時，將信仰元素注入活動中。再者，當家長帶領兒童到教會時，我們同 

時也可推行家長福音工作，引領一家信主。 

(三）讓青少年有自己的青年崇拜及青年園地 

研究亦有探討被訪者在 近三個月內參加教會聚會或活動的情況。 

從他們的回答中，除了崇拜及團契外，青少年的參與率都是偏低的。再 

者，當問及 近三個月內的個人靈修情況時，表示每天都有靈修者只佔 

17.2%，這顯示當代青少年並不如上一代基督徒般每星期都參與崇拜、 

經常參加教會舉行的祈禱會或每天都靈修，傳統的崇拜模式或教會活動 

明顯地沒有時代感，再不切合當代青少年。近年，有堂會已開始舉辦青 

年崇拜及設立青年聚會點，由於主持及會眾都是青少年，所用的詩歌、 

形式及分享的主題都可以由青少年自行計劃採用，所以青少年的歸屬感 

也相應大增。除了青年崇拜外，我們應考慮在教會內設立「青年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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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青少年有自己的布置及隨時可使用的場地和設施，這個做法可以增加 

他們對教會的歸屬感，也可讓他們多留在教會中，視教會為他們的第二 

個家。 

(四）推行新穎的門徒訓練，讓青少年彼此牧養 

彼此牧養的概念已經不是新事物，其背後的理念是牧養工作不一定 

要受過專業神學訓練的同工才可擔當，平信徒其實都有不同的恩賜和領 

受，可以發揮牧養他人的功效。彼此牧養亦有另一個功能，就是可減輕 

牧者或傳道人的工作量，透過彼此牧養達致栽培的作用。牧者或教會長 

執必須學習下放權力，彼此牧養的概念是尊重「平權」，即每位教友或 

青年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亦只有在平等關係下，才能實踐彼此牧 

養。除了平權外，每位信徒都應參與基本的門徒訓練，學習如何採用聖 

經的教導關心別人。 

七、敎牧的角色 

從上述的討論及研究分析，我們發現大部分當代的青少年都受整個 

社會的氣候及次文化影響’非常重視自己的成就和利益，卻缺乏了一顆 

「慈心」，這個情況令筆者想起路加福音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故事清 

楚告訴我們，雖然祭司和利未人都是社會上有宗教地位及受尊崇的人， 

可是當遇到一位極需援助的受害者時’卻顯得無動於衷°反而是一名非 

本族的撒瑪利亞人不怕危險，在一個崎幅的山谷中甘冒再遇強盜的危 

險，細心地替受害者療傷’而且陪伴他到旅館休養並代付費用°耶穌認 

為這名撒瑪利亞人的行動源於「動了慈心」（黃成榮’ 2002 ’頁53〜 

64)。 

無可否認，教會及牧者在抗衡社會整體文化方面一向較為被動’青 

少年在家庭及學校生活的時間比在教會為多’牧者要發揮其影響力’絕 

不能單靠每星期一次的祈禱會或團契活動°要培育青少年「慈心」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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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好撒瑪利亞人，教會及牧者要結合信仰與生活，多舉辦一些探討人生 

價值及社會行為後果的聚會，讓青少年自己去體驗人生。這些活動包 

括： 

1.結合活撥的團契生活與人生體驗，每年都定下要關懷的對象，例 

如戒毒者、露宿者或弱能者等，讓導師、青少年及其朋輩一起去探訪， 

與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分擔人生壓力和感受。教會也可在假期間舉辦一些 

外地探訪活動，帶領青少年到一些貧困地方了解世界上很多有需要的 

人，建立他們的「慈心」。 

2.將辯論及凡事探究的態度注入查經班或主日學中，教牧及導師要 

以開放的心懷，鼓勵青少年經常從社會事件中作自省或自我思考，這樣 

有助他們運用基督教信仰的智慧解釋人生的喜與哀，對抗衡潮流文化和 

不良傳媒的影響，也可產生較持久的免疫力。 

3.教會及牧者應與社區內的學校合作，結合一些基督教社會福利機 

構及基督徒大學教授的力量，舉辦更多校園活動，例如邊緣牧養的學生 

小組、家長講座或工作坊，多參與家長會活動，並協助推行全校性的和 

諧校園活動等。透過這些參與，牧者可以更加深入地認識學生、家長及 

老師，而且更可幫助學校建立和諧校園文化，培育更多好撒瑪利亞人。 

4.當然’不斷更生基督教神學教育，及教會教導和工作手法也至為 

重要，因為並不是所有教牧都能適應新時代，提供新穎教導方法和服 

務。筆者認為，若我們不及早改變沈悶的牧養模式，教會與社會間將會 

脫節。基督教會必須更緊接社會的步伐，發展更有效的策略，啟發青少 

年的「慈心」及抗衡潮流文化，才能繼續協助青少年建立「同理心」 

(empathy)，學懂真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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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總結 

青少年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十分受人關注的課題。近期的研究和報 

告結果均顯示出青少年問題愈趨嚴重。社會的發展和世界的改變，令部 

分為尋找自我而迷惘的青少年變得更無所適從。伴隨青少年成長的家 

長、教師和牧者，都分別扮演著不同但又十分重要的角色。面對這時代 

的種種問題，牧者及教會導師又怎可以處之泰然呢？ 

了解青少年的需要是我們首要的工作，但作為牧者的，同時也不能 

忽視發展自己的多元能力及輔導技巧。筆者認為，教會的牧者有如一個 

正在行駛的火車頭，帶動整列火車前進的方向，惟有能夠與時並進，有 

敏銳的觀察力，願意開放的胸懷和勇於不斷自我更新的情操，他們才可 

以明白到當代的青少年文化特色，才能真正體會青少年的需要（鄭之 

灝，2002，頁67〜78)。傳統的牧者一貫以較為高高在上的姿態教導 

教會內的肢體，雖然這種教導方式已普遍被教會接受，但我們不禁會反 

問，究竟這是否服事青少年 有效的方式呢？ 

青少年需要朋輩的認同和接納，同時亦需要成年人的指引和肯定° 

牧者若果能夠以一個「陪伴者」的身分與青少年相處，相信比以一個權 

威人士的角色出現來得更合適（張錦棠’ 2002，頁79〜100)。正如在 

上文提到，若果牧者需要協助青少年面對社會’抗衡文化’並期望自己 

能發揮影響力’便需要成為他們的同行者’並結合信仰與生活°透過運 

用社區內其他資源’將社會上可能面對的種種衝擊帶進教會內’與他們 

坦誠地討論，讓青少年有更多反思和自省的機會°除此以外’牧者更應 

裝備多元的能力和技巧’才能有效地帶動青少年面向世界。筆者以為’ 

下面的技巧，是今日牧者不可缺少的： 

1.有效的溝通能力，能促進彼此的了解’但溝通能力不等同表達能 

力，一個懂得表達的人並非一定明白如何溝通°有效的溝通是雙向式 

的，當中不單包括表達，同時也需要龄聽。成功的龄聽需要擁有願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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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和關懷對方的情操，這才能聽到對方內心世界的聲音，知道他們的需 

要。 

2.適當的輔導技巧是重要的一環。青少年將他們的問題帶到牧者面 

前，相信他們必對牧者有一定的期望，真誠的態度加上熟練的輔導技巧 

是不可缺少的（愛維萊特，1985)。為要提升個人的輔導技巧，筆者鼓 

勵牧者可多參與由專業輔導機構舉辦的課程。雖然日常的教會事務已很 

繁重，但牧者若能抽一點時間進修，而又可幫助自己更有效地輔助他 

人，這是十分值得的。 

3.客觀的分析和判斷能力是牧者不可忽略的。社會上每天都發生或 

大或小的事情，牧者需要不斷增強個人的分析能力，並需要以客觀和開 

放的態度分析事情表面和背後的原因，這才可以得到青少年的認同和尊 

重，藉此幫助他們分析問題的真偽，協助他們建立正確而中肯的批判態 

度。 

4.要對社會時事有敏銳的洞察力。香港自九七過渡後，世界的形勢 

不斷改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糾紛，全球化的恐怖襲擊，均令人感到 

不寒而慄。牧者需要有敏銳的洞察力，不要單單注視本港新聞’更需多 

留意世界動向和經濟發展。對社會時事，應常有足夠的警覺性和危機 

感，並以客觀的判斷分析世界局勢，這樣教會才能對社會作出適當的回 

應° 

要把青少年導向正途，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能夠作為青少年工作者 

的一分子是我們的光榮。當見到一張張向我們呼求和招手的面孔，我們 

更需盡心地忠於神的託負，竭力地牧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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