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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成長需要調查 

1. 研究背景 

 

近十年來，澳門社會經濟不斷向好，勞動力需求大增，形成全民就業的

社會形態，不少父母皆會外出工作。在旅遊博彩業的帶動下，越來越多人投

入 24 小時的輪班工作中。在這種情況下父母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孩子？

而現今的澳門兒童的日常生活狀況，特別是在假日時候的生活狀況是如何？

而兒童眼中家庭的互動及維繫是否足夠？ 

兒童是未來的社會棟樑，加上現今家庭生育兒女的數目比過去減少，很

多家長在子女孩提階段而開始培養他們成才，並安排不同的補習班、興趣班

等等，當然作為父母這些全都是為了孩子，但這也要視乎孩子的個人能力及

他們的意願，究竟在兒童的眼中他們是如何看待父母親對他們的生活安排

呢？這些安排是否兒童所需要的呢？ 

《兒童權利公約》提到：「需充分而和諧地發展其個性，應讓兒童在家

庭環境裡，在幸福、親愛和諒解的氣氛中成長。」因此，兒童所生處的環境

及家庭氣氛、親子之間的關係對兒童的成長均帶來影響，由於小五、小六的

高小兒童仍未踏入青春期，他們仍然較為依靠父母照顧，同時他們在認知發

展上較小一至小三兒童成熟，對於問卷的內容更易掌握及理解，故本研究以

高小兒童為研究對象，冀藉調查進一步了解他們在學習、社交及家庭生活等

狀況，藉以了解他們在成長發展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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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 需要的定義 

「Need」，中文可解釋為需求或者需要。陳小梅、黃潔儀（2005）在其

文章中表明：「關心我們的孩子並不足夠，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的需要。」除

了物質上的需要之外，心靈上的需要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當孩子不喜歡自

己，沒有人喜歡他們，有心事困擾的時候，這些就代表著孩子在心靈上的需

要，那麼孩子有甚麼心理上的需要呢？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

斯洛（Abraham Maslow）認為人除了生理上的需要之外，還有安全需求、

群屬與愛（社交）需求、尊重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等

七項，前四項為基本需求，後三項為成長需求（張春興，2012）。本研究以

前四項的基本需求為本調查的探討內容，但不包括生理需求，這是由於現時

的澳門社會，兒童在食、住、睡等需求基本上是能夠得到滿足，所以本研究

不將生理需求列為研究內容，現分別列述如下： 

2.1.1 生理需求： 

對食物、水、空氣和居住等需求，吃得飽、睡得好，這是

人的最基本需求，在此需求未滿足前不會對其它任何事物感興

趣，即使在今天，世界上還有許多兒童不能滿足這些基本的生

理需求。 

  2.1.2 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包括對人身安全、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脅

或疾病等的需求。和生理需求一樣，在安全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之前，兒童唯一關心的就是這種需求，當兒童感到不安或焦慮

時，就會使用自我防衛機制作出自我保護。 

2.1.3 群屬與愛（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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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愛和有歸屬感，是包含人際互動、感情、陪伴和友情等

需求。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後，此需求就會突顯出

來，進而產生激勵作用，我們需要被愛及被接納，兒童亦不例

外。 

  2.1.4 尊重需求： 

追求自我的價值感，被認知、社會地位及成就感。尊重需

求既包括對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他人對自己的

認可與尊重。當得到人們的尊重，同時就其內心因對自己價值

的滿足而充滿自信，不能滿足這類需求就會感到沮喪，兒童除

了要覺得被愛和被需要外，還要覺得自己有用，自尊感才得以

建立。 

 2.2 家庭氣氛、親子溝通等相關文獻 

  2.2.1 家庭氣氛： 

家庭氣氛是家庭相處關係的品質（Hurlock，1973）。蔡佳

芬（1999）認為家庭氣氛是家庭結構的內在因素之一，因為家

庭氣氛乃家庭內部人際關係互動的結果，其對個人的心理發展

以及家庭成員面對相處生活的態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2.2.2 親子溝通： 

翁樹澍（1990）將親子溝通演譯為：「親子間彼此分享喜

好、情感、需求的行為，透過此一交換訊息的歷程，建立親子

間相互的瞭解，並增進親子關係的和諧度。」而郭怡伶（1995）

將母子溝通定義為：「母親與子女間彼此更加瞭解，並增進母

子互動的和諧性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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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兒童的第一個社會化場所。家庭中最基本的成員是

夫、妻和子女共同組成家庭結構的核心和穩定的三角，如果短

缺了一邊或兩邊，勢必造成家庭結構的破裂和不穩定，進而影

響原本家庭的關係失調，最後影響到家庭關係與生活品質（郭

靜晃，2012）。 

相關的研究顯示，家庭氣氛及親子互動對兒童來說是很重要的快樂

或幸福指標，香港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2008 年的「兒童眼中的快

樂家庭」調查報告顯示，在 5,321 位小學三至六年級的學生中，有 3,676

人認為家人和諧共處是快樂的首要指標，佔 69.1%，而有 2,135 位學生

表示開心及輕鬆的家庭氣氛是第二個重要指標，佔 40.1%，第三項重要

指標則是家人互相體諒，有 1,965 人，佔 36.9%。 

香港家庭福利會 2010 年也進行了一項名為「兒童眼中的快樂」研

究調查，探討香港兒童的快樂程度，以及他們的快樂程度與各項因素的

關係，結果發現快樂指數最高的 5 個原素依次為：1.我覺得家人時常稱

讚我、2.我生活在愉快輕鬆的家庭氣氛當中、3.我和家人擁有良好的溝

通、4.我欣賞自己一些性格特質及 5.在我未能達致家人的期望時，家人

會表示接納及體諒。 

在台灣地區方面，台灣兒童福利聯盟 2014 年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

式，調查當地十九個縣市的小四、小五及小六年級學童，總計發出 1,966

份問卷，回收 1,653 份，這份「家庭幸福感」問卷，由三部份組成，分

別為家庭氣氛、親子互動及個人感受。在這三大類評比項目中，以孩子

的個人感受分數最高 85 分，家庭氣氛第二，有 79 分，親子互動的分數

最低，有 76 分。 

從上述研究可見，家庭氣氛、親子互動和溝通對於兒童的幸福快樂

均有重要的影響。 



 

  

5 兒童成長需要調查 

3. 研究目的 

因應上述的研究背景，本研究的目的為： 

3.1 了解高小學生的學習、社交、家庭生活等現況 

3.2 分析高小學生的家庭互動及維繫狀況 

3.3 探討高小學生的成長需要 

 



 

 

6 兒童成長需要調查 

 

4.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數據收集，以瞭解澳門兒童的成長需要狀

況，問卷「兒童成長需要」調查問卷由三部份所組成，第一部份是「基本資

料」計有 11 題，第二部份是「日常生活狀況」計有 10 題，第三部份是「家

庭互動及維繫」計有 20 題，「家庭互動及維繫」的內容是採用「台灣兒童家

庭幸福感問卷」因應澳門的文化而進行修改，這部份分別由三大面向所組

成，1.家庭氣氛（共 7 題）、2.親子互動（共 9 題）及 3.個人感受（共 4 題），

合共 20 條題目，每條題目採用四點量表，整部份最低分為 20 分，滿分為

80 分，分數愈低代表家庭幸福感愈低，分數愈高代表家庭幸福感愈高，此

量表經本研究計算信度為 Cronbach’s Alpha=.87，信度甚高。 

 

 

5. 研究對象 

本研究於 2015 年 4 至 5 月進行，採用抽樣方式調查本澳小五及小六年

級的學生，總計發出 600 份問卷，回收 493 份問卷，回收率為 82.1%，有效

問卷為 347 份，有效問卷達七成以上。 

 



 

  

7 兒童成長需要調查 

6. 研究結果 

6.1 基本資料 

受訪者的年齡分佈方面，最多的是 11 歲，佔 43.2%，其次是 12 歲，佔

34%，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是 11.4 歲，而 8 歲及 15 歲各有 1 人，佔 0.3%，見

圖表 1： 

 

圖表 1：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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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男女比例相差 10%，男性佔 45%，而女性佔 55%，見圖表 2： 

 

圖表 2：受訪者性別狀況 

 

 

在全部 347 人有效受訪者中，就讀年級分佈為：51%為小五學生，49%

為小六學生，兩者比例相若。見圖表 3： 

 

圖表 3：受訪者的年級分佈 

51%
49%

就讀年級

小五 178人 小六 1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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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居住情況方面，有 85.3%與父母同住，7.8%與只與母親同住，

有 2.3%只與父親同住，其餘有 4.6%與其他人同住，見圖表 4： 

 

圖表 4：受訪者的居住情況 

與父母同住

296人

85.3%

單與父親同住

8人

2.3%

單與母親同住

27人

7.8%

其他 16

人

4.6%

居住情況

 

 

在其他人居住情況方面，50%與外祖母同住；6.2%與外公同住；6.2%與

外祖父母同住；18.8%與祖父母同住；6.2%與祖母同住；而有 12.5%為不詳。 

 

次此調查受訪者主要集中居住在澳門半島，佔 81.6%，另外有 17.3%居

住氹仔及路環，此外，亦有 1.2%居住於中國內地。見圖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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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受訪者的居住地區 

澳門半島 283

人, 81.6%

氹仔及路環 60

人, 17.3%

中國

內地

4人, 

1.2%

受訪者的居住地區

 

 

受訪者與父親的關係方面，有 47.8%表示與父親關係好，45.8%更表示

關係非常好；另外有 4%表示與父親關係不好，而 2.3%受訪者則表示兩者關

係非常不好。見圖表 6： 

 

圖表 6：受訪者與父親的關係 

非常不

好 8人, 

2.3%
不好 14人, 4%

好 166人, 

47.8%

非常好 159人, 

45.8%

和父親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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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受訪者與母親的關係，有 57.30%受訪者表示與母親關係非常好，

39.2%表示與母親關係好；此外，有 2.30%受訪者則表示與母親的關係不好，

亦有 1.20%表示與母親的關係非常不好。見圖表 7： 

 

圖表 7：受訪者與母親的關係 

非常

不好

4人, 

1.2%
不好 8人, 2.3%

好 136人, 

39.2%
非常好 199人, 

57.3%

和母親的關係

 

 

從受訪者有關其父母親的工作情況調查中，有 72.60%受訪兒童表示為

雙職家庭（父母都在工作）；18.40%表示只有父親工作；8.60%表示只有母

親工作；另外有 1 人受訪者表示父母親皆沒有工作，佔 0.30%，見圖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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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受訪者父母親的工作情況 

單職(只有父親

工作) 64人, 

18.4%

單職(只

有母親工

作) 30人, 

8.6%

雙職(父母都在

工作) 252人, 

72.6%

無工作 1

人, 0.3%

父母親的工作情況

 

 

就受訪者父母親是否需要輪班工作的情況方面，53%受訪者表示父母雙

方都不需要輪班工作；18.2%表示只有母親要輪班工作；15.3%表示只有父

親輪班工作；13.6%受訪兒童則表示父母親皆要輪班工作。見圖表 9： 

 

圖表 9：受訪者父母親輪班工作情況 

都要輪班工作

47人, 13.6%

都不需要輪班

工作 183人, 

53%

只有父親

要輪班工

作 53人, 

15.3%

只有母親要輔

班工作 63人, 

18.2%

父母親輪班工作情況

 

 N=346 



 

  

13 兒童成長需要調查 

調查中顯示受訪者中有 81%認為家庭經濟狀況一般，13%認為是富裕；

4.6%則表示貧困，另外有 1.4%表示家庭經濟狀況十分富裕。見圖表 10： 

 

圖表 10：受訪者家庭經濟狀況 

貧困 16人, 4.6%

一般 281人, 

81%

富裕 45人, 13%

十分富裕

5人, 1.4%
家庭經濟狀況

 

 

至於受訪者住屋類別調查中，有 54.5%受訪兒童表示居住自置私人住

宅，8.1%租用私人住宅，6.6%居住經濟房屋，5.2%居住社會房屋，0.9%其

他住屋狀況；此外，亦有約四分之一受訪兒童（佔 24.8%）不知道其住居類

別，見圖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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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受訪者目前住屋狀況 

住經濟房屋 23

人, 6.6%

住社會房屋 18

人, 5.2%

自置私人住宅

189人, 54.5%

租用私人住

宅 28人, 

8.1%

不知道 86人, 

24.8%

其他 3人, 0.9%

目前住屋狀況

 

 

表示居住於其他類別的房屋有 33.3%是警察宿舍，而有 66.7%居住於在

親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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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受訪者日常生活狀況 

受訪者在星期日平均花在各項活動的時間依次如下：受訪者與父母一起

平均為 4.9 小時；打機、上網、煲劇或睇電視平均佔 2.6 小時；出街與朋友

玩為 1.4 小時；做運動佔 1.3 小時；參加興趣班為 1.2 小時；其他活動佔 2.5

小時，這些活動例如練琴、睡覺（包括睡午覺）、購物、做家務、電話聊天、

看課外書等等。詳見圖表 12： 

 

圖表 12：受訪者在星期日平均花在以下項目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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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期日仍需花時間在學習上的受訪兒童中，最多人花 2 小時在學習

上，佔 22.5%，排第二位的是花 1 小時，有 20.7%，而第三位則是花 3 小時，

有 17.6%。值得留意的是，有 103 位兒童表示週日要花四小時或以上在學習

方面，佔受訪對象的 29.7%。見圖表 13： 

 

圖表 13：受訪者在星期日花在學習上所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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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調查亦發現，受訪者在星期日花在打機、上網或睇電視的時間最多

是 2 小時，佔總受訪人數的 23.3%，第二位是 1 小時，有 20.7%，第三位是 3

小時，有 17.6%。值得關注是，有 24.5%（共 85 人）受訪者表示在週日花四

小時或以上在打機、上網或睇電視的活動上，見圖表 14： 

 

圖表 14：受訪者在星期日花在打機、上網、煲劇或睇電視所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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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中發現，受訪者在星期日都有花時間在興趣班上，沒有參加興趣

班的只有 126 人（36.3%），約佔受訪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而有三分之二的受

訪兒童星期日是有去參加興趣班的，當中所花時間依次人數最多的首三位分

別是：26.8%花 1 小時，；17.9%花 2 小時，花 3 小時則有 6.9%。詳見圖表

15： 

 

圖表 15：受訪者在星期日花在參加興趣班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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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參加興趣班之外，多數受訪者表示在星期日會花時間做運動。當中

除了 16.4%受訪兒童表示沒有在星期日做運動外，逾八成以上的受訪兒童表

示在星期日有做運動，而花在運動上的時間，最多人選擇的項目分配首三位

依次如下：有 30.6%受訪者表示花 1 小時，20.2%花 2 小時，15.9%花 0.5 小時。

見圖表 16： 

 

圖表 16：受訪者在星期日花在做運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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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43.8%受訪者表示星期日沒有出街與朋友玩，其餘逾半數受訪

兒童在星期日會相約朋友出街。當中最多人花 2 小時，佔總受訪兒童的

15.6%，其次 1 小時，佔 13.3%，第三位是 3 小時，佔 10.4%。詳見圖表 17： 

 

圖表 17：受訪者在星期日出街與朋友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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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活動的時間分配的滿意情況，受訪者當中有 71.2%表示滿意，有

18.4%表示非常滿意；9.5%則表示不滿意，另外還有 0.9%表示非常不滿意，

見圖表 18： 

 

圖表 18：受訪者滿不滿意上述活動的時間分配 

 
 

圖表 19：受訪者在上述的活動項目的安排由誰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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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表 19 中可見，在上述活動項目的安排上，有 67.4%受訪者表示是由

自己決定，19%是由母親決定，有 5.8%則是由父母親決定，亦有 5.2%是由父

親決定，只有 1.7%是與父母一起決定，另外還有 0.6%表示由外祖母決定，

而一家人決定則有 1 人，佔總受訪人數的 0.3%。 

根據上述的星期日的活動項目安排的自主性是否足夠，受訪者中有 68%

表示足夠，16.4%表示非常足夠，13%表示不足夠，2.6%表示非常不足夠，詳

見圖表 20： 

 

圖表 20：受訪者覺得上述活動項目安排的自主性足夠程度 

 
 

圖表 21：受訪者週日活動安排的滿意度與安排之自主性足夠度的關係 

 Q15這些安排的自主性足不足夠 

非常足夠 足夠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總計 

Q13滿不滿

意這些項目

的時間分配 

非常滿意 34 53.13% 27 42.19% 2 3.13% 1 1.56% 64 

滿意 22 8.91% 196 79.35% 27 10.93% 2 0.81% 247 

不滿意 0 0.00% 13 39.39% 16 48.48% 4 12.12% 33 

非常不滿意 1 33.33% 0 0.00% 0 0.00% 2 66.67% 3 

總數  57 16.43% 236 68.01% 45 12.97% 9 2.5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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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見，受訪者對週日活動安排的滿意度，與自主性感受足夠程度

程正相關傾向，即感覺對能自主安排的程度較高者，滿意度較高；反之，若

認為自主性不足，則較多人感到不滿意。 

經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放學後最常去的地方，立即回家有 48.1%，36.9%

受訪兒童會去補習社，這兩項所佔比例最多，佔總受訪人數的八成半。其餘

的選項還包括：選擇留在學校的有 5.8%，去圖書館、運動場或與朋友逛街的

的各佔 1.4%，去社區活動中心的有 1.2%，去朋友或同學家玩的有 0.6%，去

公園的有 0.30%，選擇去其他的地方的有 2.9%，當中包括返院舍、去食肆買

食物、回外祖父母家等，見圖表 22： 

 

圖表 22：受訪者平日放學後最常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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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平日放學後第二個最常去的地方的訪問中發現，在受訪者中有 25.4%

表示會留在學校，給兒童再次選擇第二次，仍有 22.8%的兒童會表示會立即回

家，雖然較第一次選擇時來得低，但仍然是佔大多數，顯示回家對兒童來說是一

個十分重要的選擇，會去圖去館的佔 9.2%，去補習社及與朋友逛街各佔 7.2%，

5.5%會去公園，有 3.2%會去運動場，有 1.4%選擇去社區中心，選擇去兒童樂園、

機動遊戲室佔 0.6%，選擇其他的有 8.4%，這些地方包括參與課外活動、興趣班、

返演藝學院、學琴、去食肆、超市、商店等；此外，有 6.3%受訪兒童表示沒有

第二個地方選擇會去，見圖表 23。 

 

圖表 23：受訪者平日放學後其次最常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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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平日放學後第三個最常去的地方，大多數會選擇留在學校，

佔 17.9%，同時亦有 14.7%表示會立即回家，12.7%會去圖書館，10.1%會去

朋友或同學家玩，8.9%會去公園，6.1%會選擇去運動場，3.2%會去補習社，

有 1.2%會去社區活動中心，亦 3.5%選擇填寫去其他地方，包括吃東西、食

肆及購物、商店、文具店、興趣班、學琴、返院舍、自己逛街等，見圖表 24。 

綜合三次對放學校會選擇去的地方，可見最多的是包括：立即回家、去

補習社、留在學校和去圖書館。 

 

圖表 24：受訪者平日放學後第三個最常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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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朋友重視程度的調查中，發現有 53.9%受訪兒童認為朋友是非

常重要，40.3%認為朋友是重要，兩項合共已佔總受訪人數的九成四。另外有

5.5%覺得朋友不重要，0.3%覺得朋友非常不重要，見圖表 25。 

 

圖表 25：受訪者覺得朋友的重要程度 

 

 

至於受訪者認為朋友的足夠程度方面，有 23.6%受訪者表示非常足夠，

63.4%表示足夠，10.7%則表示不足夠，還有 2.3%表示非常不足夠，見圖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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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6：受訪者覺得朋友的足夠程度 

 

 

從圖表 27 可見，受訪者認為和父母聊天的重要程度方面，有 41.2%表示

非常重要，49.9%覺得重要，7.5%覺得不重要，1.4%覺得非常不重要。 

 

  

圖表 27：受訪者覺得和父母親聊天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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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覺得和父母聊天的時間足夠性調查方面，有 58.2%受訪兒童認為

足夠，21.3%認為足夠；17%筧得非常足夠；3.5%則認為非常不足夠。見圖表

28： 

  

圖表 28：受訪者覺得和父母親聊天時間的足夠程度 

 

 

從圖表 29 可見，父母皆要輪班工作的受訪兒童，有 44.7%認為和父母聊

天非常重要性，53.2%認為重要，兩者合計借該組群受者的近九成八，認為不

重要只有 2.1%。相對於父母只有一方要輪班工作的群組，或父母皆不用輪班

工作的受訪群，有關數值相對偏高，反映倘若受訪兒童的父母皆需要輪班工

作，他們更傾向認為與父母聊天是重要的。 

 



 

  

29 兒童成長需要調查 

圖表 29：受訪者認為與父母聊天的重要性與父母輪班工作的關係 

 

和父母聊天的重要程度 
總計 

非常重要 重要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父母輪班工作 

父母都要輪班工作 21 44.7% 25 53.2% 1 2.1% 0 0.00% 47 

其中一方要輪班工作 43 37.4% 57 49.6% 13 11.3% 2 1.7% 115 

都不用輪班工作 79 42.7% 91 49.2% 12 6.5% 3 1.6% 185 

總計 143 41.2% 173 49.9% 26 7.5% 5 1.4% 347 

 

 

從圖表 30 中，可見父母皆要輪班工作的受訪兒童組群，認為與父母聊

天的時間足夠或非常足夠合計佔該組群的 68.1%，認為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

的佔 31.9%；相對父母只有一方要輪班工作的群組，認為和父母聊天時間不

足不十分不足有 24.2%；父母皆不需要輪班的群組則只有 22.2%認為與父母

聊天時間不足或十分不足，反映父母皆需要輪班的受訪兒童，相對來說較多

認為與父母聊天時間不足。 

 

圖表 30：受訪者認為與父母聊天時間的足夠程度與父母輪班工作的關係 

 

和父母聊天的時間足夠嗎? 
總計 

非常足夠 足夠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父母輪

班工作 

父母都要

輪班工作 
3 6.4% 29 61.7% 14 29.8% 1 2.1% 47 

其中一方

要輪班工

作 

21 18.3% 65 56.5% 24 20.9% 5 4.3% 115 

都不用輪

班工作 
35 18.9% 108 58.4% 36 19.5% 6 3.3% 185 

總計 59 17.00% 202 58.2% 74 21.3% 12 3.5%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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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中問到受訪者如果有心事或困難會先找什麼人作為傾訴對象，發現

有 42.1%受訪者會先找父母傾訴，有 25.4%會找朋友傾訴，有 11.2%會找同學

傾訴，有 6.6%會找兄弟姊妹傾訴，有 3.5%會找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找社

工及師長傾訴的則各佔 2.3%，有 1.7%則會找堂或表兄弟姊妹，有 0.9%表示

無傾訴對象。此外，有 4%受訪者當有心事會找其他人傾訴，見圖表 31： 

  

圖表 31：受訪者有心事或困難會先向誰傾訴 

 
 

 

 

受訪者有心事或困難次選的傾訴對象選擇方面，有 25.9%會向朋友傾

訴， 20.2%找同學傾訴，有 18.2%會向父母傾訴，16.1%則表示會選擇兄弟

姊妹傾訴，有 4.9%會向社工傾訴，有 4.6%會找祖母或外祖父母傾訴，有 2.6%

會找堂或表兄弟姊妹傾訴，有 2.9%無第二個傾訴對象，有 0.6%表示會找其

他人傾訴，見圖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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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2：有心事或困難其次會傾訴的對象 

 

 

受訪者表示會傾訴的第三位對象，最多是選擇同學，佔 20.7%，第二多

的是選擇朋友傾訴，有 19.3%，第三多人選的是父母，有 15.9%，有 11%找

兄弟姊妹傾訴，有 8.6%找社工傾訴，有 6.6%找師長傾訴，有 6.3%表示會找

堂或表兄弟姊妹去傾訴，有 4.6%會找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傾訴，有 0.9%會找

其他人傾訴，而有 5.8%表示沒有第三個傾訴的對象，見圖表 33： 

 

圖表 33：有心事或困難會傾訴的第三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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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受訪者家庭互動及維繫狀況 

第三部份是要了解澳門小五小六學生的家庭互動及維繫情況，調查結果

如圖表 34： 

 

圖表 34：受訪兒童在家庭幸福感的結果分佈 

家庭幸福感：80 分 

類型(滿分分數) 題  目 平均分數 轉換百分等級 

家庭氣氛(28 分) 

我覺得家裡的氣氛很和諧快樂 

22.1 78.9 

家人的關係不會冷冷淡淡的 

家裡有人關心我 

當我遇到挫折的時候，家人會支持我 

我們全家會一起從事休閒活動 

家人間有任何高興或得意的事一定會彼此分享 

我們家人之間彼此都很親近 

親子互動(36 分) 

父母親不會因為工作忙而沒有時間陪我 

26.4 73.2 

我不覺得跟父母親講話壓力很大 

我覺得家裡有人肯好好聽我說話 

我的家人會一起討論事情 

我們全家人常常會聊天，說說自己最近發生的事情 

我不會覺得父母親管我太嚴 

一星期當中，我會至少四天和父母親一起同桌吃晚餐 

把我的煩惱告訴母親並不困難 

把我的煩惱告訴父親並不困難 

個人感受(16 分) 

我喜歡現在的生活 

12.8 80.4 
我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 

我不會覺得孤單 

我不會覺得這世界少了我也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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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幸福感現況分析： 

家庭幸福感的三大向度中，以孩子的個人感受的百分等級分數最高，有

80.4 分，而家庭氣氛的百分等級分數排第二，亦 78.9 分，而親子互動的百

分等級分數則最低，只有 73.2 分，見圖表 35： 

 

圖表 35：受訪兒童家庭幸福感三大向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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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氣氛指標的整體分數為 78.9，說明受訪兒童認為目前家庭給他們的感覺

還是不錯的，當中家庭氣氛的問題選項包括：我覺得家裡的氣氛很和諧快樂，我

覺得家人的關係不會冷冷淡淡的，我覺得家裡有人關心我，當我遇到挫折的時

候，家人會支持我，我們全家會一起從事休閒活動，家人間有任何高興或得意的

事一定會彼此分享，我們家人之間彼此都很親近。 

 

當中表現較好的項目為：「我覺得家裡有人關心我」佔的分數最高，有 85.8

分，其次是「當我遇到挫折的時候，家人會支持我」，有 81.7 分，排第三的是「我

覺得家人的關係不會冷冷淡淡」有 80.9 分，可見受訪的兒童大部份都對於家中

的氣氛持有相當正面的看法，但最低分的是「我們全家會一起從事休閒活動」只

有 67.6 分，說明父母陪伴子女進行休閒娛樂活動相對較少，見圖表 36。 

 

圖表 36：受訪兒童在家庭氣氛指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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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互動的結果是三大向度中最差的，分數只有 73.2，當中最低分的是受訪

兒童大部份都覺得「把煩惱向父親傾訴比較困難」，分數是 67.8，其次低分是「全

家人常常會聊天，說說最近發生的事情」，分數是 69.4，這說明受訪兒童較需要

改進與家人的溝通和互動。請看圖表 37。 

 

圖表 37：受訪兒童在親子互動指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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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個人感受分數是三大向度之中最高的一個分數，平均達 80.4 分，

說明大部份受訪兒童目前對於個人感受都較為正向。在這個向度中包括四條題

目，各項得分是：「我喜歡現在的生活」有 85.9 分 ，「我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

得 82.6 分 ，「我不會覺得孤單」有 80.5 分 ，而「我不會覺得這世界少了我也沒

有關係」相對分數較低，有 72.6 分 。詳見圖表 38。 

  

圖表 38：受訪兒童在個人感受指標的結果 

\ 

 

研究中發現，受訪兒童的父母是否需要輪班工作，與家庭幸福感的三個向度：家

庭氣氛、親子互動及個人感受，沒有明顯的差異。(見圖表 39-41) 

圖表 39：父母輪班工作和家庭氣氛的交叉列表 

 

家庭氣氛 
總計 

20-29.9 分 30-39.9分 40-49.9分 50-59.9分 60-69.9分 70-79.9分 80-89.9分 90-100分 

父母都要輪

班工作 
1 2.1% 0 0.0% 2 4.3% 2 4.3% 4 8.5% 12 25.5% 12 25.5% 14 29.8% 47 

其中一方要

輪班工作 
0 0.0% 5 4.3% 1 0.9% 6 5.2% 15 13.0% 38 33.0% 29 25.2% 21 18.3% 115 

都不用輪班

工作 
0 0.0% 4 2.2% 1 0.5% 12 6.5% 29 15.7% 47 25.4% 34 18.4% 58 31.4% 185 

總計 1 0.3% 9 2.6% 4 1.2% 20 5.8% 48 13.8% 97 28.0% 75 21.6% 93 26.8%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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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0：父母輪班工作與親子互動的交叉列表 

 

親子互動分數 
總計 

20-29.9分 30-39.9分 40-49.9分 50-59.9分 60-69.9分 70-79.9 分 80-89.9分 90-100分 

父母都要

輪班工作 
1 2.1% 0 0.0% 3 6.4% 4 8.5% 8 17.0% 15 31.9% 14 29.8% 2 4.3% 47 

其中一方

要輪班工

作 

0 0.0% 5 4.3% 5 4.3% 16 13.9% 26 22.6% 24 13.0% 27 12.2% 12 1.7% 115 

都不用輪

班工作 
0 0.0% 5 2.7% 7 3.8% 19 10.3% 38 20.5% 43 23.2% 40 21.6% 33 17.8% 185 

總計 1 0.3% 10 2.9% 15 4.3% 39 11.2% 72 20.7% 82 4.3% 81 4.0% 47 0.6% 347 

 

圖表 41：父母輪班工作與個人感受的交叉列表 

 
個人感受分數 

總計 

 
20-29.9分 30-39.9分 40-49.9分 50-59.9 分 60-69.9分 70-79.9分 80-89.9分 90-100分 

父母都要

輪班工作 
0 0.0% 1 2.1% 0 0.0% 2 4.3% 10 21.3% 8 17.0% 12 25.5% 14 29.8% 47 

其中一方

要輪班工

作 

0 0.0% 3 2.6% 4 3.5% 7 6.1% 22 19.1% 20 17.4% 24 20.9% 35 30.4% 115 

都不用輪

班工作 
1 0.5% 3 1.6% 4 2.2% 9 4.9% 35 18.9% 31 16.8% 43 23.2% 59 31.9% 185 

總數 1 0.3% 7 2.0% 8 2.3% 18 5.2% 67 19.3% 59 17.0% 79 22.8% 108 31.1%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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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討論 

是次調查的受訪對象為就讀本澳小學五年及六年級的高小學生，年齡集

中在 11 及 12 歲。這年齡階段的兒童，多處於父母照顧階段，因此，與父母

關係原則上應是維持較緊密的狀態。事實上，從調查發現，受訪者超過九成

表示與父母關係良好或非常好，但值得留意的事，有 6.3%受訪兒童表示與

父親關係不好或非常不好，有 3.5%則表示與母親關係不好或非常不好。這

些即將進入青春期階段的兒童，若與父母關係不佳時，往往在成長需要時未

必願意與父母分享並得到父母的指導。調查亦發現，有九成一的受訪兒童表

示和父母聊天是重要或非常重要，但只有七成半受訪者表示和父母聊天的時

間是足夠或非常足夠，反映兩者有較大的落差。事實上，從調查中亦發現，

雖然最多受訪者表示有心事或困難時會最先向父母傾訴，但佔總體百分比只

有 42.1%，不超過半數。  

另一方面，從是次調查發現，父母皆要輪班工作的受訪兒童，有近九成

八認為與父母聊天是非常重要或重要的，相對於父母只有一方需要輪班或父

母皆不需要輪班的組群兒童，此數值分別高出 10.9%和 6%。與此同時，父

母皆要輪班工作的受訪兒童組群，認為與父母聊天的時間足夠或非常足夠合

計只佔該組群的 68.1%，認為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的佔 31.9%，對於父母只

有一方需要輪班或父母皆不需要輪班的組群兒童，分別有 74.8%和 77.3%的

比例人數認為與父母聊天的時間足夠或十分足夠之數值為低。反映倘若受訪

兒童的父母皆需要輪班工作，他們更傾向認為與父母聊天是重要的，但與此

同時，卻更多人認為與父母聊天時間不足夠。 

對於學童來說，星期日是主要的休息時間。在是次調查發現，受訪兒童

週日平均與父母共聚的時間有 4.9 小時；此外，有 83.6%受訪者表示星期日

會做運動，所花時間平均為 1.3 小時，這些皆有正面的意義。但是次調查亦

同時發現，反映受訪者的家庭幸福感之一的向度：家庭氣氛指標，雖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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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為 78.9，但其中「我們全家會一起從事休閑活動」一項中，得分只有

67.6，是該組指標得分最低一項；而在親子互動向度中，得分只有 73.2，其

中「我覺得家裡有人肯好好聽我說話」及「我們全家人常常會聊天，說說自

己最近發生的事情」所得分數分別只有 71.9 和 69.4，意味著即使受訪兒童

有相當時間與父母共處，但相處的品質有待提升。此外，有 29.7%的受訪者

表示週日仍要花 4 小時或以上在學習上。學習時間過長，將影響兒童的休息

和閒暇活動之平衡，不利全人發展。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受訪者在週

日平均花 2.6 小時在「打機、上網、煲劇或睇電視等」項目上，當中的四分

一受訪者更會花 4 小時或以上的時間在打機、上網等活動上。雖然互聯絡資

訊及電視有正面作用，但事實上目前亦有不同研究發現，兒童過多時間花在

打機、上網等活動上，可能會引伸種種問題，包括影響健康、社交能力下降，

扭曲價值觀、甚至出現其他行為問題等等。  

有關週日活動安排之時間分配上，雖然有 89%受訪兒童表示滿意或非常

滿意，但仍有超過一成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此外，就週日活

動項目安排上，有 67.4%受訪者表示是由自己決定，由父或母決定的有

24.2%，只有 2%是受訪兒童與父母或一家人一起決定的，從中可反映兩極

化現象，子女與父母就這些事務安排上較少作互動討論和溝通。雖然在週日

活動上受訪兒童感受之自主決定的足夠程度方面，有 84.4%的受訪兒童表示

足夠或非常足夠，但仍有 15.6%表示不足或非常不足夠。此外，對於週日活

動安排的滿意度與自主性感受足夠程度程是呈現正相關傾向，即感覺對能自

主安排的程度較高者，滿意度較高；反之，若認為自主性不足，則較多感到

不滿意。自主性的培養需要從小開始，並由兒童的日常生活相關事宜作引

導，自主性培養不足，除可能影響兒童日後的獨立處事能力外，亦可能影響

其自信心培養和自我形象的建立。 

在朋輩關係方面，有五成三受訪兒童認為朋友是非常重要，另外有四成

認為朋友是重要的，兩者合計佔總受訪人數的九成半，這數值相比認為與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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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聊天的重要程度更高，反映此年齡階段的兒童對朋輩的重視程度非常高，

事實上，有三成七受訪者當遇到有心事或困難時，會首先找朋友或同學傾

訴。至於就朋友是否足夠的問題上，有八成七受訪者認為足夠或非常足夠，

這對兒童成長過程中建立社交網絡和人際關係有積極意義，唯研究中亦發現

有一成三受訪兒童自覺朋友不足或非常不足夠，意味著有相當部份受訪兒童

雖然很重視朋輩關係，但卻自認為得不到足夠的朋友，這並不利於其心理健

康成長。 

從受訪兒童遇到有心事或困難時尋求傾訴的對象選擇方面，只有合共

4.6%會優先考慮找社工或師長，而社工或師長作為第二個選擇傾訴對象的亦

只佔 8.9%，作為第三選擇對象有 15.2%，這數值遠遠低於選擇父母或朋友、

同學。這意味著處於高小階段的受訪兒童遇到問題時傾向於透過非正規服務

網絡尋求支持，正規服務的使用相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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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總結及建議 

        8.1 加強親職教育，提升親子互動品質： 

週日可謂高小學齡階段兒童的主要休息日，雖然在是次研究

中，反映受訪兒童與父母在週日共聚時間平均有近五小時，但相處

品質卻有待提升。為此，建議在學校社工服務或家庭服務中心等社

會服務機構加強親職教育的工作開展，讓父母在陪伴子女成長過程

中，掌握聆聽兒童的真正需要，學習如何透過家庭會議及日常活動

的討論，進行有效的雙向溝通；懂得透過日常生活和消閑娛樂的機

會，促進彼此的了解和加強親密度，逐步培養兒童獨立自主、自決、

自信、樂觀的性格、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並讓子女由兒童階段過

度至青少年階段過程中，能及時協助他們面對種種困惑與挑戰。 

 

8.2 關顧輪班工作家庭之親子溝通需要： 

儘管是次研究反映父母是否輪班工作與兒童的家庭幸福感無

明顯關係，但卻反映父母皆需要輪班工作的受訪兒童更重視與父母

聊天的需要，但同時卻更多認為雙方聊天時間不足夠。日常的聊天

除了訊息溝通之外，更可以給予兒童感受父母的關愛與重視。為

此，建議父母皆需要輪班工作的家庭，在兼顧工作的同時，在配合

兒童日常作息的規律上盡量安排時間陪伴子女，與他們聊天。另一

方面，亦希望企業能關顧輪班工作僱員的家庭需要，尤其是有兒童

的家庭，有機會在節假日或星期日輪流休息，讓父母可配合兒童的

作息時間安排更多共聚和溝通相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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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為兒童提供更健康的成長環境： 

「勤有功 戲無益」是中國人傳統智慧所得，但今天面對越來

越複雜多變的社會，兒童的身、心、社、靈健康全面發展，更有助

提升兒童的社會適應能力。但從是次調查發現，受訪兒童需要長時

間花在學習上，除了正規教育外，有三成七受訪者放學後仍需要到

補習社；三分之二受訪者週日要參加各類興趣班；而週日平均花在

學習時間上為 2.6 小時。學習時間過長，無形中減少休息、遊戲或

娛樂時間。根據 2013 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個名為「零忽略遊戲」

的倡議，主張我們要給予兒童每天至少一小時自由遊戲的時間，以

保障兒童的發展權。此外，美國兒科學會亦發現，兒童失去自由遊

戲時間，更容易患上抑鬱及焦慮的精神病症。由此可見，除了學習

以外，遊戲對兒童的健康成長亦很重要。為此，建議父母在兒童的

日常生活安排上，鼓勵有自主遊戲的時間，讓兒童每天最少有一小

時，能以輕鬆愉快的心情，從「遊戲中學習，從遊戲中成長」。此

外，亦鼓勵父母在節假日裡，與子女共同參與各類形式的遊戲或消

閑娛樂活動，讓兒童達至身心發展的平衡。 

8.4 增加正規服務的推廣及宣傳，強化兒童的支援系統： 

是次調查反映，當兒童面對困難或有心事時，往往不會考慮尋

求社工及師長的協助。但從調查亦發現，分別有 6.3%和 3.5%受訪

兒童表示與父或母關係不佳，同時亦有合共 13%受訪者認為朋友不

足或十分不足，對這些兒童來說，可能已面對是潛藏一些壓力或危

機。隨著高小階段兒童越來越重視朋輩的關係，父母的影響力將減

少，唯這些朋輩也可能會同樣面對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危機，未必懂

得以有效或正確方式面對。為此，建議透過靈活多變的手法，加強

正規服務，尤其是社工服務的推廣及宣傳，以有效連結兒童成為其

支援系統，一方面讓兒童能懂得善用正規服務的資源協助成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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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時主動尋求協助，另一方面，讓社工能及早發現和介入有潛

在風險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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