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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注的不止健康
還有生活

疫情下的調查



「家長多陪同孩子用電子產品，
了解他們透過電子產品會瀏覽甚
麼網頁內容和選擇甚麼遊戲，若
內容不合適會加以解釋給小孩，
令他們減少對這些網頁和遊戲的
好奇心。」日彤媽媽

「可以選擇一些短片和遊戲令小
朋友學習到不同知識，於遊戲中
學習。」雪嵐媽媽

「電子遊戲對學前兒童發展的影響研究」調查

兩成幼童擁手機／平板 近三成家長拒陪玩親子電子遊戲
倡活用教育APP 輔助社交大小肌發展

疫情下部分父母減少與孩子玩戶外遊戲，隨着電子遊戲漸趨盛

行，兒童比以往花更多時間透過電子遊戲在家玩樂和學習。為

了解電子遊戲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及父母引導孩子適當玩電子

遊戲的重要性，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兒童及家庭服務組轄下

「童心閃耀計劃」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路德會

新翠少年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研究團隊，於

2021年11月至12月以問卷形式，向育有3至6歲幼兒的家長進

行「電子遊戲對學前兒童發展的影響：親子遊戲的角色」問卷

調查，並成功收回532份有效問卷。

結果顯示，有兩成幼兒擁有個人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有六成

半人會玩教育類遊戲應用程式。但有近三成家長沒有安排親子

電子遊戲時間。調查指出，親子電子遊戲頻率與兒童大肌肉和

情意及群性發展有正相關的結果，親子電子遊戲時間有助家長

與孩子建立關係，明白孩子的想法和需求；另外，家長對與兒

童玩耍的態度方面，家長越會自發安排與兒童玩耍和享受程度

越高，亦有利於幼兒的大肌肉發展、情意及群性發展。

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單位主管朱銘欣建議家長為孩子選擇電子

遊戲時，必須留意是否適合孩子的年齡，並留意孩子使用電子

產品的時間。她指出，世衞建議不足1歲幼兒不應該接觸電子

屏幕，5歲以下小童不應使用電子屏幕逾一小時，建議兒童使

用電子屏幕每30分鐘，可讓眼睛及身體休息一下，在選擇電子

遊戲時，應選擇有助多元發展的電子遊戲，如認知、大小肌肉

和說話能力等，並由家長陪同一起玩樂，輔以正面的情感讚美

及反饋，有助建立親子互動及提升親子關係。



「社交距離措施下對中學生的影響」調查結果
逾6成人減社交意欲 怕被見「除罩樣」

近4成人聚會有罪惡感

本港疫情持續近三年，各種防疫和社交距離措施，以至學校暫停面授課等，均影響學生的身心發

展。為了解疫情期間的社交距離措施對青少年的影響，本處的生命教育工作小組，於今年6月1日

至30日期間，以問卷形式向全港中學生進行「社交距離措施下對中學生的影響」問卷調查，並成

功收回1,051份有效問卷。

結果顯示，近五成中學生認為疫下社交距離措施限制，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給予的擁抱，會產生負

面感受，六成多人表示在社交距離措施限制下，社交意欲下降。此外，在問到於社交距離措施限

制下的感受，六成多人表示憂慮日後除下口罩與人相見，接近一半人表示比疫情前更害怕面對

面，亦有近四成受訪者指，因為要遵守社交距離措施，與人聚會時有罪惡感。在長期的社交距離

措施限制下，有兩成多人表示對與人的溝通能力下降，從而擔心未來前景的壓力有所增加。

時任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組單位主管朱家賢分析指，可見青少年長期配戴口罩生活，逐漸習慣將

自己的表情及情緒隱藏，不只欠缺練習用表情表達自己、讓人觀察自己情感，更會害怕除下口罩

與人相處，日後或會出現社交退縮的現象，難與現實社交接軌。他又指出，疫情下中學生與朋輩

實體接觸的機會大幅下降，除了擔心外出會增加染疫風險外，亦需要考量外在因素如：家長在高

感染率下的反對外出，朋輩擔心染疫而不願外出等，面對著想與朋輩實體接觸，但又不能外出的

「社交挫敗」下，漸漸減低其社交意欲，長期缺乏社交下有機會誘發隱蔽危機。

是次進行研究的生命教育工作小組建議，學生宜重視及覺察自己的社交需要，嘗試於疫情下盡力

保持與人交流的動機和建立良好的朋輩關係等。另外，小組亦建議在社交距離措施放寬的前題

下，學校可舉行更多以人數較少的小組活動，讓青少年先以小組形式參與，使其慢慢適應社交接

觸並重建正常的社交需要，待青少年逐漸適應後再延伸至規模較大的活動，加強青少年的社交動

機及建立成功感，學校亦可加強與非牟利機構協作，讓有需要的青少年能於學校以外的場合得到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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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精神健康與資訊科技運用」調查結果
疫下逾半長者曾有睡眠障礙 2 成半人情緒低落

適逢「世界精神衞生日」，本處之「心靈喜動」

創新服務持續計劃於當天同時舉行「心靈喜動萬

歲操」活動，並邀請「樂活大使」，有「大小

姐」之稱的無綫電視藝員林淑敏小姐及長者家屬

一同分享面對逆境心得。活動期間數百名長者及

其家屬，連同本處行政總裁雷慧靈博士太平紳士

一同換上代表計劃的四色T裇，大跳萬歲操，一

同抒展筋骨，形成一個美麗及色彩斑爛的畫面。

10 月 10 日是「世界精神衞生日」，然而疫情在本港持續近 3 年，不少長者減少外出「避疫」，

甚至與家人和朋友減少聯繫，影響精神健康。為了解疫情期間長者精神健康與運用資訊科技與外間

聯繫兩者間的關係，本處轄下耆年日間護理中心及耆年院舍組於 2022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以問卷

形式，向全港 1,144 名 60 歲或以上長者進行「長者精神健康與資訊科技運用」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三成多人屬「少許或以上抑鬱」。抑鬱徵狀方面，逾五成長者表示難以入睡、容易驚醒

或過度睡眠；逾五成人表示感到疲倦或精力不足；近三成人感到自己很差勁、是個失敗者；兩成半

人情緒低落。另外，有兩成半人不懂得使用資訊科技與外界溝通。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客席教授及臨床心理學家黃沛霖分析指，疫情下長者缺乏

運動、生活形態有改變及擔心疫情會影響自己與家人，以上因素均會對睡眠質素及精力有影響，建

議每天適量運動、保持規律作息有助改善睡眠。

服務總監劉思凡表示，長者樂於學習運用各類社交媒體、網上購物、網上尋找資源及線上學習等,

長者熟悉運用資訊科技有助維持與家人的聯繫,同時長者掌握新技能有助提升長者生活滿足感。她

續指，不要把長者定型，只要給予時間及實踐機會，長者同樣能透過學習，掌握新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