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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港大研究發現良好的親子關係與溝通 

是新常態下促進學生於家、校學習時身心健康和福祉的關鍵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羅陸慧英教授，與教育政策與社會學部副

教授陳鐘榮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於今天（3 月 30 日）下午發佈「數碼素養 360」的第五期研究報

告，分析停課前和停課期間，各種家長管教行為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福祉，以及家長管教行為會

否受不同的家庭社經背景和學校因素影響。研究亦提出有利子女學習的家長管教行為，以及照顧不

同家長需要的管教支援。 

 

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團隊邀請了香港中、小學的家長和學生參與問卷調查。研究共收回超過 1,613 份中學家長及 770

份小學家長的有效回應，但只有 932 份（58%）的中學家長問卷和 186 份（24%）的小學家長問卷能

與學生問卷匹配以進行關聯分析。家長問卷調查了家長在停課前和停課期間與子女和教師的互動情

況，以及在停課期間對子女學習的整體壓力水平和憂慮。是次問卷調查於 2020 年 6 月中至 7 月中進

行。 

 

1. 良好的親子關係是子女身心健康和福祉最重要的支持和保護因素 

調查發現家長與子女及學校互動溝通的程度有很大差別。團隊從中學家長的數據中歸納了四種家

長管教行為模式，分別是：對所有互動項目皆為極低度參與型、重點維持親子溝通型、較平均水

平更高度以孩子為中心的親子管教型（即監管子女的網上活動和協助他們做功課）、以及高度參

與子女和學校互動的全面支援型。小學家長的管教行為模式亦可分為四類，與中學家長相似，但

小學家長整體管教的參與度較中學家長高，四種模式都會對子女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 

 

團隊亦研究在停課期間，各項家長管教因素與子女學業、社交、情緒及身心健康和福祉的關係。

研究發現，良好的親子關係是對子女最有利的單一要素。當父母自覺與子女關係愈親密，孩子在

停課期間表示有所獲益的程度愈高，如網上學習自我效能感、獲得數碼能力技能、參與網上學習

活動、以及對數碼學習工具的實用性均有正面評價。親子關係愈良好，子女愈少使用數碼工具進

行網上社交及娛樂。數據顯示，家長如在停課期間協助子女做功課，其子女覺得數碼學習工具的

實用性較低。這並不代表兩者有因果關係，但某程度上反映了家長的干預未必會帶來預期的效果。 
 

2. 家長多參與學校活動，能鼓勵子女參與更多網上學習活動，以及提升他們自覺對數碼學習工具

的實用性 

中學家長的數據顯示，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愈多，帶來的正面影響也愈顯著。家長在停課期間參與

學校活動，對子女參與網上學習活動和自覺數碼學習工具的實用性具正面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家

長透過參與這些活動，更了解學校的計劃和安排，從而更能為子女提供適切的幫助。分析結果亦

顯示，家長與教師於停課期間的溝通會影響子女對網上學習障礙的感知。這或反映出當教師發現

學生遇到網上學習的困難時，會主動聯絡家長，反之亦然。 
 

3. 來自較低社經背景的家長更傾向於參與學校活動及與老師溝通研究發現只有全面支援型的家長

會較大程度參與學校活動及與老師溝通。不論是中學或小學，這類型的家長在停課期間都有較大

機會遇到經濟上的困難，這反映出較低社經背景的家長更有可能倚賴學校在教養子女方面的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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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及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視程度，可減低學生在停課期間對復課的

憂慮及受網絡欺凌的機會 

調查發現停課期間影響學生身心健康和福祉的三個顯著因素為：網上互動學習頻率、對復課感到

憂慮，以及有否網絡欺凌經歷。在學校層面，教師設計及實踐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感愈高，學生

對復課的憂慮愈少；教師愈重視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學生參與網上互動學習的頻率愈高；教

師愈常使用即時通訊軟件進行教學及溝通，學生參與網上互動學習頻率愈高，經歷網絡欺凌機會

亦愈高。最後一個結果並非因果關係，而是表明教師在發現有機會出現問題時更有可能主動溝通。 

 

5. 有效的中學電子學習計劃和策略，預測停課前家長與教師溝通較多 

停課前家長教師溝通的程度，在不同學校之間存在很大差異。這些差異源自學校領導因素方面是

否具有效的電子學習計劃和策略。 

 

建議 

就以上研究結果，因應新常態帶來的挑戰，團隊對不同持份者作出以下建議： 

 

1. 父母：家長對子女的了解、體諒、情緒支援和鼓勵，有助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福祉，這較於管教功

課更為重要。建議家長多與子女、老師和學校溝通。 

2. 學校：加強電⼦學習策略，並提供教師專業發展，從而促進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與家長

建立更多的溝通機會，讓他們了解學校的網上學習安排和期望。與非牟利機構和社區組織合作，

為家長提供數碼世代下的家長教育，這對來自較低家庭社經背景、需要特別支援的家長尤其重

要。 

3. 學生：在網上學習時遇到困難或網絡危機，要與父母溝通，並主動向老師和學校領導尋求協助。 

4. 家長教師組織：提供管教支援和良好做法的實質建議；尋求政府和社區於家長教育和支援上的

（數碼）資源。 

5. 非牟利機構：與不同持份者進行溝通和合作，以幫助家長適應新常態。 

6. 政策制定者：為家長提供更多如何在新常態下教養孩子的支援，包括建立一個為家長提供不同支

援服務（由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數據庫，並協助宣傳，以及促進父母與學校和教師之間的

互動和溝通。 

 

關於「數碼素養 360」  

長時間的抗疫和停課，讓學界歷盡挑戰。學校和家長為學生網上學習所提供的機會和支援，不但可

以克服社交距離，逹至「停課不停學」，亦啟發了復課後重塑教育的機遇。「數碼素養 360」以

360 度全方位開展研究調查，並已得到學術界、家長、專業和社會團體的支持，旨在匯聚香港中、

小學於停課期間及復課後的經驗和需要，以發展整體行動的能量，讓身處數碼年代的中、小學生，

提供更佳的教育機會，包括數碼能力和學生的身心健康，並能在不斷變化的數碼科技世界，應付生

活每一個環節。  

 

是次研究結果是基於在 2020 年 6 月至 7 月復課期間，從「數碼素養 360」研究計劃所收集得的數

據。首四期研究結果分別於 2020 年 7 月 20 日、8 月 25 日、 11 月 3 日及 2021 年 1 月 19 日發表。 

 

有關「數碼素養 360」計劃的詳情及報告，請瀏覽其網頁（https://ecitizen.hk/360），並請登入

http://web.edu.hku.hk/press 瀏覽網上版新聞稿，以及下載相關圖片及發佈會簡報等參考資料。 

 

傳媒查詢，請聯絡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經理張可恩女士（電話： 3917 4270 / 電郵﹕

emchy@hku.hk）或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數碼素養 360」項目經理殷慧君女士（電話︰3917 0366 / 電

郵︰dcitizen@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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