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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系例：幫助青少年計劃未來 – 黎幗華                                                      
 
初中生的選擇:  
有部份少年對學業不感興趣，在完成初中課程後，學區給他們選擇繼續升讀

普通的高中，或到職業培訓學校。對孩子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

個決定會給孩子重大的影響。 
 
遇上這個情況，有部份中國父母不理會子女的意願，只期望子女順利完成傳

統的中學課程，也就是說要讓孩子白白多浪費三年時間。教育局為了部份無

書緣的學生作出特別的安排，讓他們初中完成後就開始技術培訓。為此，遇上這個情況，父母要放棄傳

統的觀念，先認識孩子有甚麼選擇，為甚麼要選擇，前途是如何，對孩子是否適合等等，然後按孩子的

情況作出最實際的決定 
 
在這個環節上，孩子還未能作出適當的選擇，別把責任推給孩子，父母必須幫上一把，好好地跟孩子一

起商量。一般來說，十四、五歲的孩子對自己的愛好有一點概念，他知道自己在那一方面有優勢，父母

可以按著他們的意願去考慮。 
 
美國社會，技術工人和專業人仕的工資相去不遠；擁有一門專長比一張高中畢業証書實際得多。 
 
高中生的選擇： 
當孩子跟我們商量中學畢業後，該升學，就業，或從軍。有些家長會答：”我從沒有上過大學，所以不

能給你意見，你看著辦吧”。孩子會失落，感到前路茫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先問他：”讓我先聽

聽你的想法”。孩子會很高興把他的大計一一告訴你，這時，我們可以先了解他的意向和選擇，然後再

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比如孩子說想念地理，我們可以問他的志願是甚麼？完成大學課程後，將來想做

甚麼工作。一般的家長都不大清楚地理系的出路是甚麼，既是如此，我們可以豉勵他先詢問他的地理老

師，或我們請教在這方面工作的朋友，看看前路如何。我們教導孩子選擇科目，要現實，要考慮出路，

不能只談興趣，畢竟大學出來以後就要找工作，我們要考慮職場的需求。 
 
舉例來說，如果孩子說要念地理，爸媽馬上回答：”不要念地理，沒有出路的。念工程，我喜歡你做工

程師，找工作容易，地位高，工資優厚，你去念工程”。這位父母有沒有考慮孩子是否在數學方面有能

力學習，對工程學的工作是否了解，對這方面的工作是否感興趣等等。 
 
坦白說，孩子所提出的科目，我們一不定知道這是甚麼樣的工作，遇上這情形，詢問在這行業的朋友，

或讓孩子去問老師，反正他們總比我們清楚。父母的詢問，轉介，或查詢已表現出關心，我們不必妄加

意見，給孩子不必要的壓力，那是幫倒忙。 
           
家長的指導是幫助他們面對實際生活，而不是限制他們的選擇。這樣，孩子就不會感到父母給他們壓力，

他們自然就不會反叛了。 
 
大學生的選擇： 
別以為孩子進入了大學，就不需要父母的指導。很多孩子這時才是二十歲左右。有些孩子為了選科而迷

惘，完成了大學的兩年的初級課程，如果他們還沒有決定本科，他們會感到挫折，迷惘和煩躁，這時很

需要父母給他們幫助。從沒有上過大學的父母確實是無從幫忙，不必怕，我們可以介紹在這方面有知識

的朋友給他們認識，聽聽他們的意見。校園也有導師可以資詢。 
  
我認識一位青年，他在大學二年級時，因為沒有父母在旁給他輔助，他怨恨，煩躁又沮喪，他浪費了兩

年時間去修讀不同的課，來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專業。 
     
總結一句，輔助青少年計劃未來，不是告訴他們應選的路，更不是告訴他去完成父母沒有實現的夢想，

而是指導他們如何按著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配合職塲的需求，去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作者保留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