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現代思想與青少年的管教          蘇劉君玉博士 

 

(一) 甚麼是後現代思想？ 

 

我們常聽到「後現代思想」(Post-modernism)一詞，究竟「後現代思想」是甚麼？ 

首先，「後現代」並不是一套哲學思想，也不是一套倫理學說，而是一些現象，

流行於我們社會中的思想和現象。我們觀察這些現象，發現一些共同的地方，於

是有系統地描繪這些現象的特徵出來。 

 

「後現代」思想的特色︰ 

1. 不相信有客觀 / 絕對的真理 

 也許我們從一些實例去看看，會更容易明白「後現代」的思維。 

 

A. 一位八十後的青年，很喜歡聽收音機的 talk show，這 talk show 主持人每次

都提出一些社會問題來討論，任由觀眾來電發表意見，當被問及為甚麼她如

此喜歡這個節目時，她說︰「他們所討論的都是一些重要課題，我感到興趣。」

當被問及為甚麼她不聽聽一些專家的意見，而喜歡聽聽眾的意見，她答道︰

「聽聽不同人的意見比聽專家的意見更重要。」 

 

B. 一個年青人被控協助他的好友謀殺一名女子，事實上，這年青人雖然在場，

他本身並沒有參與這行動，也沒有在語言上鼓勵他好友如此作，但他只在旁

觀看著，並不企圖去阻止他的好友作出如此暴行。當這青年人被檢控官問及

為甚麼他不企圖制止這暴行，也不報案，他答道︰「我並不認識這個女子，

但我卻認識我的好朋友！」 

 

從第一個事例來看，「後現代」的人不相信有客觀 / 絕對的真理，人人有不

同的看法，看看不同的意見才是最重要的，他們不信任「專家」，talk show 

發表意見的人，網友的意見才是真理之所在。無怪乎近年來「另類藥物和治

療」大行其道，它們的療效有些其實是未經正式研究確立的，只是甲、乙、

丙、丁君說有幫助，其他人便一窩蜂去服食，反而經臨床研究正式的藥物，

有些人就不肯服用。 

 

第二個事例也是令我們不解的。謀殺是罪行，是不道德的，是強暴野蠻的行

為。但對一個後現代的人，卻沒有是非黑白客觀的道德標準和真理，他的道

德抉擇是基於「關係」而已。 

 

或許我們可以用 Charlie Brown 的一個漫畫故事來說明。一日 Charlie Brown 

和一班朋友在郊外觀看天空白雲，有一位說白雲似羊，一個說似牛，一個說



似山，但白雲不住變化，每一個時刻去看都有不同的景象，白雲是沒有一個

固定的形象。同樣，對後現代的人來說，世上任何事物都沒有固定的意義，

而是在乎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理解，每個人都帶著有色眼鏡看萬事萬物，

每一個時代都不同。 

 

2. 在權者定出真理 

既然沒有絕對的真理，那麼誰去定出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麼是正常，甚

麼是不正常？ 

 

答案是︰在權者。 

 

世界盃英國對德國的一場球賽是一個好的例子。英國林伯特主射罰球，有人

以為是射入了，有人以為是沒有越過白線，究竟誰是誰非？答案是在乎球證

的決定，他的決定就是事實，在球場上他被賦予如此的權力，所以毋需看錄

影帶去找出客觀事實來判斷。 

 

3. 不接受傳統的邏輯 

 他們以為世上有很多矛盾和吊詭的真理，不是傳統的邏輯可以解釋的。 

 

4. 自我中心 

他們行事為人的抉擇既不是基於真理或道德的原則，也不是基於社會大眾的

利益，而是基於自我的利益，或是他們所屬的小圈子的利益。例如︰一些夫

婦因「無 feel」而離婚，或者感覺在這段婚姻不快樂而離去，從沒有想過自

己要付出的責任。自我中心也令他們講一套，做一套。已故美國總統甘迺迪

以關注窮人馳名，然而他的夫人每年用於她的時裝卻是當年的 30 萬美元！ 

 

 明白了「後現代思想」後，讓我們看看青少年階段的特徵及「後現代思想」

怎樣影響他們及為人父母者的管教。 

 

(二) 青少年階段的特徵 

 

 心理學家艾力遜 (Erik Erikson 1902 – 1994) 把人生分為八個階段，其中青少

年的階段最主要的任務是尋找自我身份 (Self identity) 。他們很多的行為與表現，

都與這個自我身份的尋索有關，例如崇拜英雄、偶像。舉凡明星、歌星、球星都

是他們崇拜的對象，他們把自己的身份投放在偶像中；又例如追求名牌，一方面

名牌是身份的象徵，另一方面與同儕擁有及穿著同一的名牌，便可得到他人的認

同與接納，藉此確立自我的身份。 

     



     認知方面，青少年思想開始漸趨獨立，不再一味附和父母、長輩或老師的

意見，甚至趨向挑戰他們的想法，以確定自己的獨立自主。 

      

     青少年在社交與人際關係方面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以前兒童期的時候，與

父母關係比較密切，但現在卻著重與朋友，同儕的關係，他們與朋友上 Facebook

聊天花上很多時間，但對着父母卻「無計傾」；父母講十句也不及朋友講一句有

效。 

 

     最後，青少年階段也是很自我中心的。這是由於他們於生理、心理、智力、

社交等都出現很多變化，他們忙於適應，故無暇顧及別人的感受和需要。 

 

(三) 後現代思想對青少年的影響 

     從上述青少年心智和社交的發展，我們可以明白後現代思想剛好迎合他們

的需要。 

 

     首先，青少年在尋索自我身份中，嘗試表現自己有獨特之處、有獨立見解，

於是反叛傳統的價值，否定一直以來從家庭、學校所接受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後

現代思想所強調的無客觀、絶對真理很吸引他們。他們挑戰父母所相信的真理，

與父母辯駁，常常弄到不歡而散。 

 

      第二，青少年在社交的發展，開始轉移重心到朋輩中，故此他們很著重在

Facebook 與朋友交談，聽取他們的意見，與朋友短訊溝通，交換看法。「專家」

的理論不重要，至重要的是與他們同齡的八十後、九十後的人如何看法，才是真

理。因此他們很容易受流行的思想、價值觀和道德觀影響，再加上青少年階段自

我中心的趨向，與後現代思想那種自我中心的韻味不謀而合，令父母覺得很頭痛，

不知如何管教他們。 

 

(四) 如何做青少年的父母 

      做青少年的父母殊不容易。以下是筆者少許的建議: 

 

1. 核心價值 

       每個家庭都應該有一套「核心價值」，從小向子女們灌輸，讓他們知道父

母的期望與要求。例如我們要求他們要返學，勤力讀書，凡事盡力，誠實，有責

任感，彼此尊重，不粗言穢語，不用暴力、顧念有缺乏的窮困人，一些有宗教的

家庭規定每週要參與宗教活動等。當然他們到青少年的時候會挑戰這些核心價值，

但從小灌輸教導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這些價值會存留在他們的心裏，成為生命

生活的一部份。 

 



2. 以身作則 

      要使這些核心價值成為子女生命生活的一部份，當然少不了父母切實地實

踐這些價值。青少年最恨惡虛偽的行徑，如果父母講一套，做一套，會令他們十

分反感，因而丟棄這些價值觀。例如父母教導孩子要誠實，卻報假地址以求子女

入好學校；父母教導子女要儉樸，卻自己生活揮霍，視財如命；父母教導子女要

孝順，卻對年老的父母呼呼喝喝，這樣做不但不能教導子女正確的價值，還令孩

子到青少年期反叛父母的價值觀。 

 

3. 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青少年思想尚未成熟，人生經驗仍然膚淺，故容易受人影響，盲目跟從一些

似是而非的見解，有時甚至因為要得朋友的認同而「跟風」，因而沾染酗酒或毒

癮。這些都反映他們脆弱的自我形象，缺乏自信和作事的原則。父母應從小幫助

子女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使他們可以堅守一些原則，獨排眾議。 

 

父母可以怎樣幫助子女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呢？ 

A. 適當的讚賞與鼓勵 — 我們讚的是他們的努力，而不是他們的成績。德蘭修

女一次被問及甚麼是「成功」，她回答說︰「聖經沒有講過成功，只是講要盡

忠 (faithful)。」 

B. 合理的期望 — 我們鼓勵子女多方面發展興趣，參與活動，然而要有合理的

期望，例如學彈琴，不是要求他們要做演奏家，而是讓他們可以享受音樂，

人生更多姿多采。 

C. 給予責任 — 筆者在美國曾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訪問多位在著名大學肆業品

學兼優的學生，發覺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家裡要求他們做家務︰洗碗、

洗廁所、吸塵等。原來當我們給予子女責任時，是信任他們有能力去完成，

無形中就建立了他們的自信和責任感。 

D. 別把子女與別人比較 — 「人比人，比死人」，我們千萬不要把他們與人比較。

只要他們盡力而為，與自己比較，不斷進步便可。 

 

4. 鼓勵結交好朋友 

朋友既然對我們的子女如此重要，作父母的從來有否跟子女談論怎樣才是好

的朋友呢？「好朋友」有何質素？這個課題也是要從小教導的。 

 

5. 保持良好的溝通 

要有良好的溝通，我們需要用時間，用心機，與子女發展共同的興趣，體諒

他們正在經歷一段困難的階段，他們需要你的支持、鼓勵、同理心、尊重和

信任。縱然有時他們真的很激氣，但讓我們仍用無條件、犧牲的愛去伴他們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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