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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 

家長與子女應作甚麼準備 

蘇劉君玉博士 

臨床輔導顧問及督導 

 

為了幫助子女避開陷入「新高中學制」的不明朗情況及壓力中，一些在經

濟上可以擔付開支的家長選擇送子女到外國留學。這並不是錯，然而，往外國

升學是否適合每一個青少年呢？家長和子女又應作甚麼心理準備，使這個留學

的經驗成為快樂及成長的經歷呢？ 

 

(一) 新僑的適應階段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註一），當我們移居到一個新國家、新環境，不論

是移民或留學，都會經歷很多適應。一般來說，新僑的適應會經過幾個階段： 

1. 興奮蜜月期 

當一個年青人知道自己將要往外地升學時，往往是很興奮的，他會計劃帶

些甚麼、留下甚麼、買些甚麼、寄些甚麼，腦海裏常憧憬着新的地方、新的生

活，有些人會更作一些智慧的準備，例如研究當地的文化、歷史，加緊努力讀

英文等，這一切都是令人興奮的。 

初到貴境起初的幾個月，這種興奮的感覺仍然有增無減。找房子、租房子、

或住宿舍，買這買那，盡快安頓下來。一般來說，親戚朋友同學都十分友善關

照，花時間陪他們出入，使他們熟悉環境，了解當地生活狀況。他們的心情是

樂觀、充滿希望的，他們看重是新文化的好處，例如新地方環境較香港優美，

空氣較好，功課沒有那麼多，壓力沒有從前那麼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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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望思家期 

安頓下來後，學期也開始了，情況開始有點兒不同了。有些人會經歷種族

歧視、語言能力不足、功課壓力越來越大、覺得力有不逮、交不到朋友。這些

經驗使年青人感到灰心、失望、沮喪、消極、自卑，索性孤立自己，加上思家、

思念從前的朋友，於是陷入抑鬱中。 

3. 憤怒期 

有些人會漸漸討厭這個新地方，對這個新的文化也產生強烈的敵意。另一

方面，內心卻是極度的自卑、焦慮、缺乏安全感。這是一個很痛苦的階段。 

4. 復原重建期 

有部份人會停滯於失望思家及憤怒中。但成功的適應，自信心會漸漸復原

和重建的。這是一個重新建立自信的階段，有些人學習不怕困難，努力不懈學

習，嘗試交朋友，增進語言能力，以適應新的生活，重新感覺可以自我掌握而

不再感到受制。因此心情漸漸好轉開朗，態度也較為積極，從前那種抑鬱及憤

怒的感覺，也逐漸消失。除此之外，他們更能融合新舊文化，並取二者之長，

不會對新文化產生偏見。 

上述的過程，只是一般情況，每個人都有不同，不是所有人都成功達到復

原重建期的，有些人會停滯於某一個階段不前。我們偶爾聽聞一些年青人因不

能適應新地方及文化而陷入抑鬱中，甚至馬上回國，正是不能適應的例子。 

明白了新僑適應的過程，盼望能對作家長和預備去留學的年青人有點點的

幫助。 

 

(二) 家長和準留學生應作的預備 

1. 訓練獨立自理能力 

http://hk.wrs.yahoo.com/_ylt=Axt7wJGPzUxPFTkAioSzygt.;_ylu=X3oDMTB0ZHQyNzJqBHNlYwNzYwRjb2xvA2hrMgR2dGlkA2hrYzAwNV8x/SIG=12ebhvkec/EXP=1330462223/**http%3a/hk.travel.yahoo.com/destination.html%3fcid=97347939
http://hk.wrs.yahoo.com/_ylt=Axt7wJGPzUxPFTkAioSzygt.;_ylu=X3oDMTB0ZHQyNzJqBHNlYwNzYwRjb2xvA2hrMgR2dGlkA2hrYzAwNV8x/SIG=12ebhvkec/EXP=1330462223/**http%3a/hk.travel.yahoo.com/destination.html%3fcid=9734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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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出版了很多有關『港孩』的書籍，「港孩」其中一個特徵就是沒有責

任感，沒有自理能力(註二)。究其原因有二： 

a. 香港很多家庭都有外傭，一切家務都由她們承擔。孩子們不但不需要做

任何的家務，而且受服侍到極點，有些連書包也要外傭代為背，養成倚賴性，

簡單的家務也不懂，完全失去自理的能力，並且凡事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是

應份的。患上俗稱『公主病』、『王子病』的多著呢！ 

b. 家長的價值觀 

有些家長的期望是子女成功，成績出人頭地。因此不惜任何代價，安排子

女不斷地補習。即使子女不做家務也不打緊，過份保護子女和操控着子女，被

社會灌以「怪獸家長」、「直升機家長」的名稱。他們背後的價值觀，培育了

很多不懂照顧自己起居生活的子女，一旦到了外國留學，在適應上出現很大的

問題。 

其實，一個有責任感的父母，是要給予子女責任，培育他們做一個有責任

感的人，能自理、自律和自立。假如你的子女是自理能力差，你需要趕快訓練

他/她學做家務，學照顧自己，有自律，以致他們在新地方較容易適應。 

 

2. 品格的培育 

   「港孩」另一特徵就是抗逆能力低，處理情緒的能力也低，一向被人遷就，

不懂與人相處。他們只追求成功的人生觀，令他們遇到挫折時不懂處理，很容

易陷入情緒低落，產生強烈的失敗感、無用感和自卑感，甚至放棄。 

作為家長愛護子女，保護他們原是無可厚非，但過份的保護卻對他們沒有

好處。一個好的父母，不是要替子女處處舖排一條平坦路，乃是要訓練他們建

立一個能經得起風浪挫折的品格，使他們在崎嶇路，暴風雨中仍能勇往直前，

面對失敗不逃避、不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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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練主動性 

「港孩」慣於補習，父母為求子女在公開試有好的成績，不惜花上很多金

錢讓子女到「補習天王」取得 model answers，希望能爭取超卓的成績。因此令

很多青少年學生在學校裏都不需要留心聽書，因為放學後到補習老師去補習，

便不愁了。這樣，在學習上也養成一種倚賴性，靠人「餵」，被動地學習，更

惶論有創作能力了。 

這種學習的模式到了外國便很有問題，一些學生沒有補習便不知所措。其

實，無論是中學生或大學生，都需要主動學習，例如，有不明白的地方，便要

主動尋求幫助── 找老師問、找高班或同班同學問、或自己看書尋找答案，總

言之，不可抱着「坐以待斃」的心態，等候他人來幫助，乃要處處主動，對自

己的學習負責任。 

4. 一些實際的提議 

a. 如果可能的話，家長帶同子女預先親身到校園作探訪和視察，聯絡有關

人士解答心中的疑問，往往對將來的適應有幫助。 

b. 語文及語言的能力是十分重要，準留學生應儘量設法增值英文水平。 

最後，往外國升學並不一定適合每一個青少年，假如他們心智尚未成熟，

或堅決抗拒往外國讀書，家長便需與他們溝通，了解他們不想去的原因，千萬

不要勉強他們，因為勉強是沒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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