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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探究 (一) 

想一想：青少年需具備何等素質以提升社會流動性?    

 

概念闡述：何謂生涯規劃 ?  

生涯規劃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讓人能整全規劃一生，包括生命中一些重要範疇，如工作、學習、

人際關係。有效的生涯規劃是一個刻意的過程，要求當事人反省和思考，了解自己，清楚自己處身的

環境和限制，排列優次，訂出目標，並以行動實踐。                         (梁湘明 2006) 

 

本生涯規劃課程目標  

在提供參與者將個人潛在的成長動力發揮，把握對生命、生活環境與職場現狀的瞭解，從而懂得思考、

靈活變通、善於抉擇，避免成為變動環境中的受害者。 

 

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由原先的社會階層轉移至另一個階層的現象。一般而言，身處上層的人獲得的

資源會較多，愈下層則愈少。 

 

知己 (能力、性向、興趣、價值觀等) 

自我概念簡單來說是指「個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青少年期是建立自我概念最重要的時期。 

如何客觀建立自我概念： 

 參與各類活動發掘個人的興趣、能力和優缺點 

 透過累積而來的觀察、與他人比較，進一步認識自己 

 參考來自不同專業權威的意見 

個人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愈多，別人會更加了解及認識自己  

了解自我的方法：透過周哈里窗的概念，自我坦誠和他人回饋兩個步驟而自我了解。 

 

自己知道 

Known by self 

自己不知道 

Unknown by self 

別人知道 

Known by others 

 

 

 

開放我 Open 
盲目我 Blind 

別人不知道 

Unknown To others 
隱藏我 Hidden 未知我 Unknown 

 

  

他  

人  

回  

饋  

  

 ↓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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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 (你適合從事什麼職業？)  

 

 

 

 

總結：生涯規劃與我  

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  

   作為一個人的不同層次需要 

   先要滿足下面的，不斷向高層次追求 

同學透過探究的過程學習釐清個人的特質與價值觀， 

從而建立行為與抉擇的原則，以便對生活與學習中 

的議題作出知情理智的判斷。 

 

標購選項 工作價值傾向 說明 

1.5.8 具變通能力   靈活變通，勇於嘗試，不拘一格，有潛質成為通才  

2,6,11 具興趣及方向      了解興趣所在，希望能把握方向，有機會成為專才  

3,9,12 欲消遙工作之外  
對自身的角色及興趣較糢糊，未能建立對工作的動力  

容易傾向成為隱蔽青年  

4,7,10 具執行力            勤勞務實，不畏困難，對工作充滿熱誠，能屈能伸  

• 自我實現  

• 尊重需要  

• 感情需要  

• 安全需要  

• 生理需求 

I 探究型 



  Creative Teachers Association (CTA) Limited        生涯規劃彈、途、漁之「識」者生存課程 

 3 

總結性評估：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中面對的最大挑戰？ 

 

資料 A：以下資料節錄自本地報章的綜合報導 (2013年)。 

 

今天香港專上教育整體普及率達 60%，當更多莘莘學子邁向高學歷之時，卻出現「下流化」

現象。畢業大學生當白領，起薪點隨時低過保安員、洗碗工。有三位擁有大學及高級文憑

學歷的年輕人，索性畢業後不當白領轉藍領，入職昔日被視為「讀不成書」的地盤工，當

起紮鐵及釘板工人，他們看到當中的錢途與前途。的確，在經濟富裕環境下成長的時下青

年享有免費教育，成就理應「一代新人勝舊人」，但香江後浪卻無力「升呢」。一項調查顯

示，過去 5年曾獲晉升的青年不足 6%，逾 70%人原地踏步。 

 

然而，嶺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何濼生卻認為，時下青年的前景並非這麼悲觀。例如時下青

年可開拓“虛擬世界”上的商機。網絡世界無遠弗屆，都為從小由電腦陪伴成長的青年提

供了無限商機，能不能抓住機遇，就看夠不夠創意及智慧。加上自香港回歸祖國後，經濟

受惠於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在「一國兩制」下，內地有很多機遇等待本港青年去尋找和發

掘。 

 

1.) 有言：「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中面對的最大挑戰。」你是否同意這個說

法？根據以上資料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8分) 

自由作答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 清楚表明立場，前後立場一致 

• 並就正反兩方面，提供全面及批判性的論證 

• 深入認識相關的知識和概念，並能全面及準確應用 

•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7-8 

• 表明立場，前後立場一致 

• 並就正反兩方面，提供全面及批判性的論證 

• 理解及適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仍有少少欠詳盡的地

方 

4-6 

• 未能表明清楚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 嘗試就他們所知，解釋其立場，但解釋流於片面，或運用不

相關的例子/資料作闡述等 

•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3 

• 沒有嘗試作答 

•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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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1：同意 

 

時下的本港青年一直生活在富裕的社會環境中，是物質生活最充裕的一代。顯然，受惠於普及教育， 

他們得到更多讀書機會。但近年來，本港青年人面對著眾多挑戰，他們的社會流動性往往較低。社會 

上更有言：「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我個人而言，我認同此 

說法。現析述如下： 

 

首先，在定義上，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由原先的社會階層轉移至另一個階層的現象。一般而言，身 

處上層的人獲得的資源會較多，愈下層則愈少。社會流動愈高，愈有助我們成為通才主管或專業人士。 

然而，在教育方面，時下青年在社會流動性上，面對學歷貶值的困況(主題句)。根據資料 A，時下青 

年受惠於普及教育，擁有專上教育的普及率高達 60% (引用資料)。的確，時下青年大多獲取大專或 

以上的學歷，實力已較上一代香港人優勝。但礙於世界金融海嘯尚未復元，全球化下經濟競爭激烈， 

近年來本港的職場環境差劣，時下青年在職場上的流動性已經不及以往，大學畢業生更已經不再是昔 

日的「天之驕子」，部份畢業生往往只能從事初級職位，起薪點甚至與基層員工相差不大，學歷貶值 

頻現。例如，根據聯校就業資料數字顯示，2012年的大學生月薪中位數約為 1.1萬元，這正正與現 

時兩更制保安員的平均薪金相差不遠(例子)。因此，由此可見，時下青年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 

下，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着學歷貶值，故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人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  

(小結)。 

 

其次，在就業方面，時下青年人在社會流動性不足下，在生涯規劃上面對職場上難以升遷的困況 

 (主題句)。的確，近年本港的社會發展穩定，人才沒有大量流失，一些企業中的高層職級仍然由 

尚未退休的上一代擔任，時下的青少年因而面對升職無期的困境。與此同時，承如上文所言，隨着 

本港擁有愈來愈多高學歷的畢業生，他們很多時一起爭奪相同的職位。然而，礙於本港的經濟已經 

發展成熟，不少行業中的高層職位數目已趨穩定，新增職位供時下青少年發展的數目確實有限。由 

此可見，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時下青年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下，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着晉升機

會愈來愈少，故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小結)。 

 

最後，(在知己方面)時下青年在社會流動性不足下，在生涯規劃上對個人心理發展構成負面影響(主

題句)。根據資料，時下青年受惠於普及教育，其教育程度往往遠較上一代高，但可惜的是過往較強

社會流動性的情況已經不再復見，愈來愈多時下青年在職場工作多年仍然原地踏步(引用資料)。面對

著職場社會流動性不足下，他們紛紛對自身的社會流動前景悲觀，因而產生焦慮抑鬱等負面情緒，影

響其心理健康。他們大多更缺乏拼搏精神、認知與心理準備不足、欠缺個人責任承擔等。因此，由此

可見，時下青年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下，會對他們在生涯規劃上的心理發展構成負面影響，故

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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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括而言，綜觀全文，時下青年近年的社會流動性低，令他們在學業、就業、個人成長上 

都面對因社會流動性低而出現的困況。因此，我同意「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 

對的最大挑戰。」 

 

 (以上答案範本只供參考，其他合理答案，言之成理亦可。) 

 

答題技巧提示： 

 作答時立場清晰，前後一致，並以充份論點支持答案。 

 能以充足論據，附以具體例子，更見說服力。 

 體現高階思維及批判思維，有系統地鋪排及論證個人觀點。 

 

Approach 2：不同意 

 

時下的本港青年一直生活在富裕的社會環境中，是物質生活最充裕的一代。顯然，受惠於普及教育，

他們得到更多讀書機會。但近年來，本港青年人面對著眾多挑戰，他們的社會流動性往往較低。社會

上更有言：「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但就我個人而言，我不認

同此說法。現析述如下： 

 

首先，在就業方面，時下青年的未來就業前景仍然樂觀(主題句)。的確，時下青年大多獲取大專或以

上的學歷，實力已較上一代香港人優勝。但礙於戰後嬰兒一代仍佔有職場高位，近年來世界經濟不景

氣，本港的職場競爭劇烈，時下青年現時在職場上的流動性才不及以往高。隨著人口結構老化，只要

上一代的港人逐漸在職場上「退下火線」，時下青年在高教育的資歷下，絕對有機會往後從草根階層

晉升至中高階層。由此可見，時下青年的未來就業前景仍然樂觀，故社會流動性不足並非時下青年在

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小結)。 

 

其次，在機遇方面，時下青年仍然面對大量潛在機遇 (主題句)。根據資料，嶺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何濼生指出自網絡普及化後，時下青年能夠積極開拓互聯網所帶來的無限商機，只要懂得從中抓住機

遇便能提高其社會流動性(引用資料)。的確，近年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時下青年比任何年代的人更容

易接觸到最新的資訊。他們更能巧用網絡來發掘不同商機，如陳易希了解到自己的興趣及專長，並善

用網絡科技所帶來的機遇，成立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公司 Bull-b Tech，並成為該公司的管理階層，足

見其上向流動的機會(例子)。同時，本港亦享有背靠內地的機遇。根據資料 A，本港自回歸後，經濟

一直受惠於內地經濟的高速增長。在「一國兩制」下，內地有很多機遇給予本港青年(引用資料)。愈

來愈多時下青年畢業後選擇到內地就業，本港新興職業變化也有利青年人。由此可見，時下青年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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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量潛在機遇，故社會流動性不足並非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 (小結)。 

 

最後，有言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面對的最大挑戰 (考慮他方觀點)，在社會流動性不足下，他

們面對學歷貶值的困況。礙於近年來本港的職場競爭劇烈，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的流動性已經不及

以往，大學畢業生更已經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驕子」，部份畢業生往往只能從事初級職位，起薪點甚

至與基層員工相差不大。然而，我認為起跑線不同才是時下青年面對的最大挑戰。雖然本港已經落實

十二年免費教育，各個階層的學生都得到發展權。但在全球化下，社會主張要全人發展，父母的社經

能力便因而影響到時下青少年的社教化過程 (反駁)。例如，本港貧富懸殊嚴重，在起跑線不同下，

富有階層往往可以提供子女補習、參與課外活動及遊學團的機會，相反基層階層卻鮮有這些有助日後

向上流動的機會(例子)。一旦他們踏入職場後，在面對社會流動性的問題前，其起跑線的差異正正是

他們要面對更大挑戰。因此，相對於時下青年人的起跑線差異問題，社會流動性不足顯然並非時下青

年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 (小結)。再者，(另類例子)現今青年人成長階段普遍缺乏逆境智能

磨練。他們對自我興趣、生活目標、成長過程局限及不斷變化中的職場更缺乏了解，容易做成理想與

現實的巨大落差。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隨著知識型經濟發展，內地深化改革開放，不少新興行業與

商機等待年青人發掘。只要青年具有逆境自強的能力，將可克服社會流動不足的困局。 

 

(總結) 總括而言，綜觀全文，時下青年仍然面對不少機遇，未來的就業前景仍然樂觀。反觀，相對

於其面對起跑線的差異及逆境智能不足等問題，我認為社會流動性不足並非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

對的最大挑戰。因此，我不同意「社會流動性不足是時下青年在生涯規劃上面對的最大挑戰。」。 

   

(以上答案範本只供參考，其他合理答案，言之成理亦可。) 

 

答題技巧提示： 

 作答時立場清晰，前後一致，並以充份論點支持答案。 

 能以充足論據，附以具體例子，更見說服力。 

 體現高階思維及批判思維，有系統地鋪排及論證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