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簡介： 

港孩當道，因為他們的父母，是港爸港媽！

港孩製造者是為港爸與港媽！ 

    我們都想教好下一代，但下一代卻愈來愈

難教！ 

    是社會變了？是下一代的本質變了？抑或我們還未掌握有效教育子女的方

法？ 

「家長」是一份終身職業。一旦入行，無法轉工，最痛苦的是長期聘用，從

無工資，苦無辭任機制（你不會被炒魷魚，也不能炒阿仔魷魚）；然而，家長們

都心甘情願地當上這份永不言悔的工作，而且逐漸轉型，由「家長」變成「港爸

港媽」！ 

    望子成龍，人心所向！港爸港媽所有期望、寵愛、注意力，均集於子女身上，

不惜落重本栽培、全方位照料。一方面慨嘆港孩當道，問題重重，殊不發覺，自

己就是港孩的製造者！家長與子女，誰是寶誰是臣？教育子女，要教得其法、教

得其樂，作為孩子在成長道路的啟蒙老師，家長要教得更好，就要先了解自己。 

    家長們，任重道遠。 

推介原因： 

「港孩」現象受到社會批判，尤如當年香港學子被僱主評為「高分低能」一

樣。但是，誰造就這個問題的出現？答案──正是孩童的父母。 

    正如臨床心理學家葉妙妍所指，「港孩」的成因，正是源於父母的過份溺愛

及照顧。這類「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無時無刻不在子女頭頂盤

旋、為子女遮風擋雨。但正因為這樣，卻造成孩童出現過分依賴，變得更為自我

中心；成了自理能力低、情緒智商低及抗逆能力低的「三低港孩」。 

    在日本，這類家長被稱為「怪獸家長」，在香港，則是「港爸港媽」。 

    資深教育工作者丁寶臣，在新作《港爸港媽》中，全面分析了十一種「港爸

港媽」的類型及特徵，並透過過案分享，指出這些父母對孩童的影響。 

    丁寶臣在書中除了指出有關問題外，亦以專家身份，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議。

例如父母與子女相處之道，學校與家長的角色定位等，都有助將問題的影響減到

最低。身為「港孩」，我們亦應對社會上正存在著的教育問題作了解和反思，父

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要懂得體諒和關懷對方，才能夠維繫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