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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探索服務使用者服務使用者在疫情下及過後的
需要

2.了解他們在疫情期間生活模式的轉變
3.探討服務使用者在疫情期間及過後使用網絡習
慣

4.檢視地區上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服務單位（以
下簡稱服務單位）現時提供模式及內容，並提
出相關建議及可行調節或發展方向。



第一部份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的安全需要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的安全需要

1.接近五成受訪者傾向擔心自己感染新型冠狀肺
炎病毒。(圖一)

2.超過八成半受訪者傾向對疫情感到焦慮或一般。
(圖二)

圖一

圖二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的安全需要

3. 接近五成半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情緒在停
課期間受到影響。(圖三)

4. 超過兩成半受訪者情緒產生轉變或極大
的轉變。(圖四)

圖三

圖四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的安全需要

5. 情緒轉變主要為產生負面情緒，其中最主要的情緒分別是
擔心﹑焦慮﹑緊張﹑不安等。(圖五)

圖五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的安全需要

小結：

由以上調查結果發現，在疫情期間，受訪者的個人情緒都產生轉
變，而大部份的情緒轉變是負面的，我們估計由於受訪者擔心自
己感染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及會對未來疫情發展感受到焦慮，而
令到情緒產生變化，最後出現負面情緒。



第二部份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的社交需要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社交需要

1. 接近八成半受訪者每星期與朋友傾談或
見面的時間只有5小時或以下(圖六)

2.停課期間超過九成受訪者主要與朋友聯
繫的方法，最多是用訊息(WhatsApp、
WeChat)與朋友聯繫，而其次是用電話聯
絡，較少的是見面及玩遊戲機(圖七)

圖六

圖七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社交需要

3.超過七成半受訪者表示渴望或非常渴望
與朋友見面(圖八)

4.超過一半受訪者期望於復課後最想與朋
友食飯及傾談，其次是與朋友逛街。(圖九)

圖八

圖九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社交需要

5. 整體而言，超過三成半受訪者表示認為自已與朋友的關係傾向疏離。
(圖十)

圖十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或過後社交需要

小結：

由以上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都傾向渴望與朋友見面，但在停課
期間可以見面的時間卻較上課天為少，未能滿足受訪者的社交需
要，以致感覺與朋友的關係傾向疏離。



第三部份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生活模式的改變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生活模式的改變

1. 超過七成半受訪者的學習時間輕微或
大幅減少。(圖十一)

2. 超過六成受訪者的遊戲時間輕微或大幅
增加。(圖十二)

圖十一

圖十二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生活模式的改變

3. 超過七成半(76.5%)的受訪者表示與朋
友相處的時間輕微減少或大幅減少，可見
受訪者與朋友的相處時間傾向減少。

4. 接近八成半受訪者用電子產品的時間的
時間輕微或大幅增加。

圖十三

圖十四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生活模式的改變

5.  接近六成受訪者認為自己生活出現改變的程度高達4分或5分。

圖十五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生活模式的改變

小結：

由以上調查結果發現，大部份的受訪認為在停課期間生活出現大
轉變，在學習時間﹑遊戲時間時與朋友相處方面及使用電子產品
方面都有所轉變，因應受訪者的生活出現大轉變，他們相應的需
要亦可能會出現改變，而服務單位的介入模式都可以參考受訪者
的生活模式而調節，以更切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第四部份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使用網絡習慣的改變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使用網絡習慣的改變

1. 超過三成半受訪者每星期上網的時間
是5-10小時，佔多數，即平均每日1-2小時，
而其次每星期是5小時以下。 (圖十六)

2. 值得留意的是每星期上網時數5小時以
下的排第2位，佔22%，而20小時以上的，
排第三位，佔18.1%，可見受訪者的上網
時間出現大差異。

圖十六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使用網絡習慣的改變

3. 超過六成的受訪者一般上網主要是瀏覽社交網站，而其次是做功
課﹑進行網上遊戲及聽音樂。(圖十七)

圖十七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使用網絡習慣的改變

4. 超過七成半的受訪者表示為了上網是為了消閒，其次是瀏覽網上資
訊﹑與朋友保持聯絡及應付學業上的需要。(圖十八)

圖十八



兒童及青少年在疫情之下使用網絡習慣的改變

小結：

由以上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每星期的上網時間主要是5-10小時，
而他們一般上網是瀏覽社交網站﹑做功課及進行網上遊戲，而上
網的目的是消閒，其次是瀏覽網上資訊﹑與朋友保持聯絡及應付
學業上的需要。



第五部份

兒童及青少年停課期間及過後的服務需要



兒童及青少年停課期間及過後的服務需要

1. 接近八成半的受訪者的外出活動輕微或大幅減少，而其中大幅
減少的更是排首位，超過五成。(圖十九)

圖十九



兒童及青少年停課期間及過後的服務需要

2. 受訪者主要期望服務單位在復課後提供的服務，超過五成的受
訪者選擇遊戲小組, 其次是社交小組，第三是個人輔導服務。(圖二十)

圖二十



兒童及青少年停課期間及過後的服務需要

小結：

由以上調查結果發現，停課期間受訪者的外出活動的次數大減，反映他們

逗留在家中的時間相對地增加，長時間逗留在家中，活動空間有限，加上

外出的活動量減少，容易形成負面情緒。加上家人在家中朝夕相對，接觸

的時間亦增加，亦會增加沖突的機會。

另外，受訪者期望服務單位提供以下的服務，首位是遊戲小組，第二位是

社交小組，反映受訪者都認為兒童及青少年需要遊戲的機會，亦需要與朋

友建立關係，可以在服務單位舉辦同類型小組，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受訪者期望服務單位提供個人輔導服務，排第三位，

反映受訪者對個人輔導的需求，亦需要個別地與社工傾談，以得到情緒上

的支援，有別於在小組中得到同儕的支援。



總結及建議

1. 提供情緒支援予服務使用者，例如情緒支援小組﹑面對負面情緒的

資訊等，讓服務對象群能夠學習調節情緒，減低傷害。

2. 於限聚令下仍然可以舉辦一些活動，讓服務對象可以於服務單位認

識朋友，例如舉辦社交小組﹑遊戲小組及個人輔導服務等，組織學生於放

學後到服務單位相聚，增加他們與朋友的相處機會，滿足他們的社交需要。

3. 受訪者亦提出其他期望服務單位提供以下服務，如情緒支援小組﹑

網上情緒支援服務及防疫資訊講座等，都值得參考及考慮舉辦，以滿足服

務使用者的需要。



總結及建議

4. 家長方面亦需要提供支援，家長因為子女的停課長，家長需要長時

間照顧子女，亦會產生同情緒，服務單位可以提供渠道讓家長抒發，或組

織面對同樣情況的家長，建立支援網絡等。

5. 服務使用的的生活模式轉變可以成為服務單位的參考，設計相應活

動時可以留意服務對象的生活模式，以更適合他們的需要。例如，服務對

象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增加了，服務單位可以透過電子產品增加接觸服務

使用者，亦可以透過網絡向他們傳達資訊或運用他們的喜好來開設小組，

例如電話程式編輯﹑電競比賽等，以服務使用者的喜好來提供服務，增加

吸引力。



總結及建議

6. 服務單位可以按他們上網的目的要投其所好，於社交平台上發佈消閒的
資訊，如介紹家居可以玩的遊戲﹑防疫資訊或情緒支援資訊等，於社交
平台上凝聚服務使用者，按著他們的上網習慣，將資訊帶到他們面前，
亦有助宣傳服務單位的活動。



總結及建議

總結：

調查有助我們了解6-24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於疫情下及過後的需要，包括服
務使用者因出現大量負面情緒而需要情緒支援，另外他們亦因為缺乏社交
而期待服務單位可以定期舉辦活動，增加與同儕相處的機會。隨著他們在
疫情下生活模式及上網習慣的改變，服務單位的服務提供方式可以更為進
取及善用網上社交媒體，按服務使用者的生活模式來提供服務。同時，調
查亦了解到時下兒童及青少年的上網習慣，知道他們上網的目的及主要瀏
覽社交網站，亦有助我們了解他們的需要。最後，基於以上問卷調查的發
現，可以作為參考，讓我們可以就此策劃全新的服務提供方向及方式，按
他們的生活模式而提供服務，滿足他們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