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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連發生年輕人選擇以輕生來終結他們的生命，令人心感悲痛。年輕人的負

面情緒不一定來自學業壓力，可能是朋友間相處出現問題，又或者遇上自己無法

解決的難題，難以執拗責任誰屬，當下最重要是防止事件出現模仿效應，再生悲

劇。相比築起防火牆阻止子女接觸負面資訊，注射「防疫針」讓他們有正能量更

為重要，我提議各位主動關心子女，避免事件對他們產生負面影響。 

 

敷衍回應 易生隔閡 

 

  當子女問及自己對事件的想法時，大家切記不要用「他做甚麼是他的事，不

要學他」般的態度來回應。姑勿論事件的成因，輕生終究是一場悲劇，令人惋惜。

父母要引導他們表達情緒，感受無分對錯，不宜二話不說地否定，避免令子女認

為父母不在意自己。一些較年長的子女，相對有自己的想法，這種回應既無助於

拉近彼此的距離，更可能催生偏激的情感。其實，他們既然主動找你傾談，證明

他們心底有事，各位宜先耐心聆聽。 

 

  其實在年輕人走到邊緣前，往往有徵兆可以察覺。我從事禁毒工作期間，發

覺最能夠讓吸毒者跨過難關的，就是家庭關係的復和。雖然不同世代的年輕人成

長環境都不一樣，但都渴望得到愛，期望有人願意站在自己的一邊。可惜在現時

的香港社會，父母陪伴子女的時間少之又少，缺乏溝通機會，子女遇上問題反而

不會尋求父母協助，令家長無法發現。因此最重要的是父母願意踏出第一步，打

開溝通的大門。一開始可能會換來子女的抗拒，但請不要灰心，多嘗試幾次，用

行動展示自己的誠意。假如認為難以找到時機，不妨拜託平時和子女比較親近的

人，讓他們製造機會。 

 

  若孩子願意向你傾訴煩惱，大家不必急於作出回應，亦避免拿孩子和他人，

甚至自己作比較。這容易給人「我可以，為甚麼你不可以」的印象，只會讓他們

產生不信任感，認為你並非真心想要了解他們。每個人經歷過的事和感受都不相

同，在你來說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在他們眼中卻可能就是全部。不要被自己的主

觀想法和過往的經驗所影響，以至無法理解孩子所想，保持同理心來讓子女明白

你是可以信任的，並且願意和他們一起面對問題，不管發生甚麼事情都可以找你

傾訴和商量。 

 

小心負面螺旋 敢於求助 

 

  聆聽的主要目的在於理解，而非助長子女的負面情緒。一旦傾訴時子女的情



緒愈趨激動，言詞漸見負面，不妨先轉移話題，別讓孩子往牛角尖裏鑽。例如孩

子向你傾訴他對出路的擔憂，你可以詢問他平常擅長的事情，再給予肯定，以便

緩和當下的緊張情緒。假如家長認為自己無法和孩子商量解決方法，甚至難以開

始對話，就應尋求社工等專業人士協助，他們受過專業訓練，能夠提供各種支援

及資訊，讓各位了解更多時下年輕人的想法和溝通方式，重新製造對話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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