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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在新冠疫情下，親子衝突越趨頻密。為喚起香港青少年及其父母對親子關係及溝

通的關注，「存心傳意 Familiar」自九月開始舉辦了一系列活動，令參加者了解到

有效溝通對家庭的重要性，並在解決現存紛爭的同時學會避免將來衝突的發生，

及嘗試表達愛意。與同類型機構相比，本計劃的活動形式較為多元，除了把握現

存缺口創造價值，在財政上亦具可持續性，同時能與專業機構互補不足，別具意

義。當中，大眾宣傳及先導計劃基本達致預期目標，雖然部份活動開始時參加人

數未及預期，但我們在檢討研究中發現活動獲得參加者正面回應，並在獲得反饋

後就其優缺點作出短、中、長期的調整與規劃，嘗試解決問題。特別的是，我們

從先導計劃的成功經驗中歸納出「參加者自決」的新興活動模式，相比傳統工作

坊更能針對性改善各個家庭的親子溝通問題。有鑑先導計劃不俗的成果，將來我

們會加大宣傳投入，並透過向受眾提供付費資源及申請資助獲取可持續的收入來

源。總括而言，先導計劃的經驗對改善香港青少年家庭的親子溝通提供了寶貴的

建議，報告中所提出的調整方案亦有助同類型計劃制定日後親子活動的方針，為

促進香港家庭和諧作出了不俗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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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簡介 

1.1. 計劃名稱 

「存心傳意 Familiar」由一班志同道合的大學畢業班同學構思而成，我們希望可

以透過計劃全心全意地改善香港家庭的親子溝通，實現「Familiarize Our Families」

的共同理想。顧名思義，我們希望推廣親子關係的重要性，以達致「存心」；同

時幫助親子進行有效溝通，以達致「傳意」。 

1.2. 計劃目的 

本計劃的主要目標受眾為 15 至 24 歲的香港青少年，目的有三。首先，我們希望

「解決已存在的家庭紛爭」，因此會針對現存問題分享親子溝通技巧和處理衝突

的方法，其中包括同理心及雙向溝通訓練。第二，我們希望「減少將來發生衝突

的可能性」，因此，計劃會透過促進日常親子溝通解決未演變成大問題的矛盾，

同時讓雙方反思平日的相處模式，改善自己的不足之處。第三，我們希望親子學

會「表達愛意」，改變中國傳統含蓄文化之餘推廣親密關係的重要性，令親子更

常傳遞愛意，促進家庭關係和諧。 

1.3. 計劃進程 

於九月上旬，我們進行了背景研究。在第一部分「文獻研究」中，我們從二手資

料探討了現存問題，發現親子衝突因社經地位的轉變而越趨加劇，接著我們探索

了溝通的定義與技巧丶家庭的作用、及有效的溝通模式，為之後的活動計劃奠定

了理論基礎。而在第二部分「問卷研究」中，我們透過派發問卷取得一手資料，

探討了香港家庭衝突和溝通失敗的成因，並發現衝突頻率因疫情增加，而多數人

卻採用負面溝通模式應對衝突，反映香港家庭的現存溝通問題。更甚，大部分人

指出不解決衝突會對其生活造成中上影響，反映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我們在問

卷中亦詢問了受眾喜歡的活動形式，以協助我們構思先導計劃，嘗試解決這些問

題。由於香港缺乏針對青少年及父母之親子溝通的學術研究，此問卷填補了現存

的研究缺口，對社會和諧有着顯著價值，詳細內容將會在下一部分回顧。 

 

自九月開始，我們為計劃進行了大眾宣傳，除了透過社交媒體專頁推廣計劃，我

們亦在過程中開始招募活動參加者，同時尋找機構合作，協助宣傳計劃。 

 



 
 

7 

 

九月下旬至今，我們針對以上問題進行了先導計劃。源於計劃因疫情而生，我們

利用「COVID」作為了五個活動的簡稱，內容包括兩個社交媒體活動及三個工作

坊，成果不俗。其次，為增強計劃的說服力，我們亦嘗試訴諸權威，透過拍攝影

片由專家分享溝通技巧，並分享至社交媒體，豐富計劃意義。 

 

當活動逐步完成的時候，我們在十一月開始進行了短、中、長期檢討，第一部分

為計劃成效研究，包含量性、質性研究及數據分析，第二部分則為未來計劃提出

建議。 

2. 背景研究 

在先前的報告書中，我們整理了有關家庭觀念及溝通方法的不同理論和文獻研究。 

 

據 Wonget al.（2019）指出家庭的主要功能包括長者支援、親子關係、工作家庭平

衡、成員間的互相支持以及教育作用，從這些功用中我們可見家庭關係對個人發

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隨後，作為背景資料搜集，我們從劉玉琼、馬麗莊、陳膺

強的研究了解華人社會家庭的核心信念以及香港家庭模式的轉變，加深了對香港

普遍家庭狀況的了解。然後，我們從華人社會家庭關係特點的梳理中認識更多傳

統思想及習慣對家庭溝通的影響。當中四項特點包括角色階級制度、自我犧牲的

習慣、重行為輕表達的溝通模式、以及較負面的表達模式，均會阻礙家庭溝通。 

 

除社會現況分析外，我們亦從文獻著手了解不同的溝通理論。參考 Fizpatrick（2006）

的家庭溝通型態理論，我們了解到理想的家庭溝通型態為「高對話、低遵從傾向」

的溝通模式，這種型態能令家庭發揮最大的正面功能。而從 Olson（1993）的婚

姻與家庭系統環形模式理論可了解到家庭的互動模式、家庭系統的功能和需求，

以及決定家庭相處模式是否平衡的不同因素。大致掌握對家庭系統的分析後，我

們從關紹箕（1995）、高淑清（2004）、Bradshaw（鄭玉英、趙家玉譯，1993）的

研究中了解良好家庭溝通的原則及特徵；亦從 Ting Toomey（2005）的面子理論

中了解到個體面對溝通失敗或爭吵時的不同應對方法及後果。 

 

從上述文獻中，我們了解到溝通作為聯繫家庭關係的橋樑，會直接影響家庭相處

模式以及家庭發揮之功能。家庭成員需意識到家庭相處模式是具有可塑性並積極

改變固有模式，便能脫離關係惡劣或冷淡的負面循環，喚醒正面的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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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果分析： 

 

我們在 9 月 1 日到 9 月 6 日派發問卷，共收到 279 則回應，其中只是子女（15-

24 歲）佔 192 份，已成為父母（子女爲 15-24 歲）佔 59 份。以下的數據分析只

會把只是子女（15-24 歲）以及已成為父母（子女爲 15-24 歲）納入分析範圍。 

 

1. 無論父母或是子女有三成至四成覺得疫情後比疫情前衝突更多，由此可見，

疫情後家庭矛盾頻頻發生，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更爲緊張，正因如此我們希望

以家庭親子關係作為這次企劃的主題。 

 

2. 當發生衝突時雖然佔大比數的父母選擇理性處理問題，但子女卻選擇逃避問

題，再加上「陽奉陰違」的心態，令父母以爲在他們理性的溝通下與子女的

衝突已經解決。他們的裂痕沒有得到及時的修復，日後不論是對子女的成長

還是親子關係都有負面影響。在這次計劃中希望通過第三者——我們提供的

平臺進行溝通。 

 

3. 在發生衝突時，無論是父母或是子女都認同溝通是解決親子衝突的好方法。

但并非所有的溝通都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失敗的經歷會讓雙方在日後的衝突

中直接放棄溝通，我們希望以活動的方式來拉近父母與子女間的距離。 

 

4. 當親子溝通失敗時，父母認爲主因是欠缺溝通技巧，欠缺溝通機會及缺同理

心，子女認爲主因是欠缺溝通技巧、不願意向父母坦白自己的心聲、欠缺同

理心。這些為親子關係建起一堵不可翻越的城墻。 

 

5. 當與父母與子女產生衝突時，在不解決或是消極面對衝突對生活、工作的影

響是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會影響他們日後的生活、工作，所以解決親子衝

突問題是有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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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計劃意義 

2.1.1. 幫助社會不同家庭面對現今充滿挑戰的親子關係 

現今的家庭關係因疫情關係、科技日新月異以及男女社經地位越趨平等，從而

面對不同的挑戰。 

 

近年來，全球疫情肆虐，不同國家和本地政府也制定了不少防疫措施，包括停

學、在家工作和限聚令等，希望能盡快控制疫情。可惜，由於疫情依然持續不

停爆發，導致學校再次需要停止面授課程、家長再次在家工作，使家庭成員間

的相處時間大大增加，更容易產生摩擦和矛盾。尤其年幼子女被迫停學，除了

會使在家工作的父母認真工作時，遭到子女騷擾，也需要分神照顧他們的起居

飲食，為一眾父母增添不少煩惱。其中有些家長在情急之下，可能難以控制說

話語氣，不自覺地向子女大聲吆喝，可能對他們的親子關係產生負面影響，損

害家庭和諧程度。因此，不少家庭受疫情影響，親子雙方被迫長時間逗留在家

中，增加了發生衝突的機會，破壞了良好、和諧的家庭關係。 

 

另外，本地家庭關係也同時因疫情面臨另一個挑戰。新冠疫情亦令本港經濟持

續低迷，當中不乏公司先後裁員、對員工推行停薪留職或減少薪金的處理，減

少了不少家庭的經濟收入。這不但降低了家庭的生活素質，甚至也會損害本來

和諧、幸福的家庭關係。不少人因收入來源突然減少，需要額外兼職和工作更

長時間來幫補家計，變相親子間的溝通、相處時間也隨之而減少，削弱了家庭

原本的支持功能。以上因疫情為家庭關係帶來的挑戰，都在不斷破壞本港整體

的家庭關係以及社會和諧程度，對親子關係和子女心理健康均造成負面影響。 

 

此外，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能因不當使用先進科技而逐

漸受損。例如子女沉迷或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甚至有時以傳送

訊息代替與家人的面對面溝通。此現象其實也逐漸出現於不同的年齡層，例如

忙於工作的父母，會因工事繁重而減少與子女面對面的相處、溝通時間，導致

原本家庭支持模式、家庭與工作間的平衡都有所改變。隨著面地面的相處時間

減少，家庭成員間的隔膜亦隨之增加，互相的誤會也接踵而來，長遠而言對親

子關係有負面影響（Wong, et al., 2019）。 

 

家庭關係也同時因女性社經地位的提升和男女於家庭地位越趨平等的各種趨

勢，面臨著一定的挑戰。近年來，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得到高薪就業機會的提

升，大大增加了女性的社經參與度，打破了中國傳統中「男主外，女主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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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分工觀念。這使男女在家庭、社經地位上越趨平等，夫妻間的獨立化也大

大提升，可能會導致部分男性不滿夫妻之間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令夫妻間婚姻

關係出現裂痕，破壞家庭和諧（Wong, et al., 2019）。 

 

以上不同因素都對現代家庭關係造成一定的挑戰，若果問題不能得到及時處

理，家庭成員間關係的裂痕不斷擴闊，最後可能會積累形成難以修復的家庭、

親子關係。有見及此，此計劃宗旨正正是希望為正在面對不同挑戰的家庭、大

眾，提供一些預防性質的親子相處、溝通方式建議，致力提升、改善社會整體

家庭親子關係、和諧程度。 

2.1.2. 計劃富有獨特性 

2.1.2.1. 計劃包含以家庭為單位和中心的親子活動 

根據香港家庭議會的研究，本地其他機構提供的大多為以子女和個體為中心的

支援服務。由於香港是一個以子女為中心的社會，很多家長子女的學業成就和

其他技能的發展尤其重視，所以他們不惜額外花費為子女報讀大量補習班及課

後活動班，大大增加親子雙方的壓力（Wong, et al., 2019）。 

一旦子女在補習後學業成績沒有得到提升，部分家長會埋怨子女不努力，輕則

責怪、謾罵子女，重則施行體罰，破壞家庭、親子關係。可是，香港現存的服

務大多為以子女或者個人為中心的支援，甚少提供以整個家庭為中心的支援服

務（Wong, et al., 2019）。而此計劃正正可以彌補市場上家庭服務的不足，我們希

望透過不同活動宣揚雙方一同維繫親子關係重要性的訊息，以及提供改善親子

間溝通、相處模式的方法。因此，我們的活動設計均希望父母與子女一同參

與，提供一個雙方共同面對自身家庭問題，引起他們的反思，從而作出實際上

的行為改變，以使親子關係更加親密、和諧。 

2.1.2.2. 計劃提供預防性家庭教育活動 

香港家庭議會的研究顯示，現存的家庭服務機構較多為已經浮現問題的家庭提

供補救性服務，甚少為一般家庭提供預防性的支援服務 （Ma et al., 2015；中華

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社會服務部及香港城市大學應該社會科學系, 2015）。俗

語有云：「預防勝於治療」，預防性家庭服務與補救性服務相比，前者更有效提

升參加者自身能力、技巧，從而克服更多未來將會面對的挑戰。相反，補救性

服務治標不治本，只能暫時解決現存的家庭問題，針對該問題提供實際的改善

建議。可是，參加者自身化解親子衝突的能力或技巧沒有因而提升，導致他們

遇到其他家庭問題時依然感到措手不及，難以自行解決，因此不能根治家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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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癥結所在。而此計劃的目標則是大眾透過參加預防性家庭教育活動，從中

體悟到親子溝通、相處、處理衝突的相關技巧，從而提升自身處理各種家庭問

題的能力，從根本問題上改善社會整體家庭關係以及親子和諧程度。 

2.2. 計劃創新性 

根據 Fresh Counsulting 的創辦人和執行長對創新的定義，要達至創新需要符合兩

個條件。第一，創新需要創造出全新、原創或者改良一些原有的概念、思想、

產品或服務，而且該產品或新概念需對人類有相當的意義和價值。第二，該創

新想法需能夠回應未被解決的現存問題，或者迎合未被滿足的需求 （Dance, 

2008）。而我們的計劃則能夠滿足以上所有要求，由此可見此計劃富有相當的創

新性。 

2.2.1. 創造價值 

首先，此計劃的活動分別參考了不同的成功活動例子，各自揉合了這些活動的

優勝之處，以及就其不足之處加以改良，最後制定了計劃中各活動的先導計劃

內容。先導計劃中的五個活動和工作坊，希望可以針對家庭的不同需求提供所

需的支援。另外，我們的活動分為長期（活動期限長達一個月或以上）和短期

（一天的工作坊）兩種，其中親心直說工作坊、每週一讚彈以及「身」火相傳

的活動為長期活動，而其餘活動則為短期工作坊。而每個活動的目標受眾、目

的和意義也有所不同，希望針對不同親子問題，以及以不同形式傳遞各種相

處、溝通技巧。總括而言，我們計劃中各活動的內容設計、舉辦形式、希望傳

遞的訊息均有所不同，致力最大化計劃的社會影響，改善整體家庭的和諧程度

和親子關係。 

2.2.2. 回應未被解決的問題 

此計劃提供市面上缺少的以家庭為中心的預防性教育活動，增加有需要的家庭

可以選擇的服務種類，提升現存有關家庭服務的多樣性。上文提及，現時機構

大多提供針對子女或者個人的支援服務，它們大部分只提供補救性的家庭支

援，使想更進一步改善親子關係的家庭無法找到合適的家庭服務或親子活動。

而此計劃正正為這些家庭關係較理想的大眾提供以家庭為單位的預防性教育活

動，填補市面上相關服務多樣性的不足，有助更多人改善親子溝通和相處，提

升社會整體和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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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計劃體現的企業家精神 

根據 The Entrepreneur Africa Magazine 對企業家精神的定義，企業精神可以大致

分為四個面向，包括把握機遇、持續改進、克服資源限制和前瞻可能的挑戰 

（The Entrepreneur Africa， 2017）。而我們的計劃也能夠滿足以上所有條件，有

見及此，此計劃能夠體現企業家精神。 

2.3.1. 把握機遇 

由於近來全球疫情肆虐，親子雙方在家時間大大增加，導致產生摩擦和衝突的

次數或頻率上升，損害親子關係和家庭和諧。因此，此計劃的推出能貼近現今

情況，主題亦根據現存問題和越趨惡化的親子關係現象而訂立，希望能夠及時

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2.3.2. 前瞻可能的挑戰 

在疫情陰霾下，我們難以舉辦面對面的親子活動、工作坊，只能把形式改為於

網上平台舉辦親子工作坊，希望保障我們組員和參加者的個人健康。另外，我

們也設立了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社交專頁，除了可以用作宣傳計劃和活動外，

也可定期發布有關的親子相處和溝通小貼士的教育性帖文，希望於疫情下仍能

發揮計劃的意義，達到改善親子關係的目標。此外，為了吸引更多參加者報

名，我們亦積極聯絡了不同的社交專頁和有關的機構，希望對方能夠幫助宣傳

計劃和親子活動，最大化計劃的社會影響。我們亦成功邀請了兩位有關家庭治

療、親子關係領域的資深學者，同是現職中大社會工作學系的教授，並非常榮

幸地能夠訪問他們，從而了解專業人士於有關親子相處、溝通模式的意見，以

及對現今親子關係面對的挑戰作出的專業分析和提出的建議。而我們的網上訪

談過程已經全部錄製完畢，並會經過剪輯後於我們的社交專頁分享，讓大眾亦

能輕鬆、方便接觸到針對親子關係、相處和溝通的專業意見。由其可見，計劃

雖然面對疫情帶來的種種挑戰，但是經過我們組員的努力，也能化危為機，於

社交媒體分享專業人士的意見和貼士，使大眾更容易接收到相關信息而作出改

變，有助達到計劃目標。 

2.3.3. 持續改進 

我們所有活動都已定期進行成效檢討，各活動會採取不同的檢討方法，包括活

動後小組檢討訪談、個人訪問和相關數據分析。我們組員會根據檢討的結果檢

視受眾對於活動安排的滿意程度以及活動在改善親子關係上的成效，並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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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舉辦類似活動時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良，務求使我們的活動盡善盡美，更

有效達到計劃目標。 

2.3.4. 克服資源限制 

由於我們於先導計劃不打算申請任何資助，而我們本身的資金有限，因此此計

劃於設計時已並不需要任何開支和經費。我們所有活動皆於網上舉行，例如透

過網上平台 Zoom 或社交平台舉辦，因此並不需要任何租用場地的費用。另

外，我們的活動也不需要任何物資，所以活動無需收取參加者任何費用，除了

使可以克服缺乏資金的限制，做到節流的效果外，也能以費用全面為噱頭，吸

引更多參加者報名。 

2.4. 大眾宣傳 

我們希望透過宣傳計劃達致三個目的。首先是「教育」，我們希望透過分享及轉

發親子溝通技巧提議大眾處理衝突的方法。第二是「宣傳」，我們期望藉此推廣

計劃理念，如以濾鏡增加專頁曝光。第三，我們希望「招募活動參加者」，透過

互動了解其親子需要，並在提出建議及收集意見時宣傳活動。 

 

自九月初開始，我們運營了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社交媒

體帳戶，各自面向不同受眾

及發揮不同用途。首先，

Facebook 專頁讚好較多（244

人），面向較高年齡層的青少

年 受 眾 及 父 母 （ Jackson, 

2019）。從圖表 1 可見，受眾集中為 18 至 24 歲的青少年，性別分佈平均，與計

劃目標受眾吻合，但總觀所有年齡層來看，則以男性較多。鑑於平台較 Instagram

更有利於回應（圖表 2、3），我們將其用於互動及意見收集，如在「每週一讚彈」

活動中收集及回覆讀者回應，及以表情符號了解青少年的溝通方式，有趣的是，

更有外籍人士表達對事件的想法，可見社交媒體的潛在宣傳能力無分界限。 

 



 
 

14 

 

 

圖表 1、Familiar Facebook 帳戶的追蹤者背景資料，取自 Sprout Social 分析報告。 

 

圖表 2、Familiar Facebook 帳戶的互動人次，取自 Sprout Social 分析報告。 

 

圖表 3、Familiar Instagram 帳戶的互動人次，取自 Sprout Social 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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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Instagram 雖然追蹤人數較低（92 人），但優勝在貼文讚好較多（平均約 15）

（圖表 3），於年輕一代較為流行（Jackson, 2019），適合面向較低年齡層的青少年

受眾。另外，從數據可見，雖然 Instagram 固定粉絲人數不及 Facebook，但兩者每

日的訪問人次皆平均觸及 40 多人（圖表 4、5），反映 Instagram 隨機點擊人次較

多，更容易觸及追蹤者以外的社會大眾，有助增加計劃的曝光率，加上 Instagram

亦為「身火相傳」濾鏡所使用的平台，我們將其用作大眾宣傳教育。 

 

 
圖表 4、Familiar Facebook 帳戶的訪問人次，取自 Sprout Social 分析報告。 

 

 
圖表 5、Familiar Instagram 帳戶的訪問人次，取自 Sprout Social 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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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交媒體貼文，我們亦透過書院和朋友招攬年齡層相近的校內參加者，包

括在 Sunny Weekly 投放為期五週的免費廣告及私訊朋輩分享計劃內容，期望邀

請有興趣的朋輩、同學及父母參加，招募先導計劃的參加者。 

 

特別的是，我們亦尋求了專業協助及同類機構轉發。首先我們邀請了社會工作學

系教授黃美菁教授及陳智豪教授合作拍攝短片，分享親子溝通技巧並發佈至社交

媒體。其次，我們嘗試以電郵邀請同類機構協助宣傳及分享計劃內容，如東華三

院芷若園等；可是，因其他機構規模較大，有多方面的考量，暫時未能成功。 

 

與坊間同類型機構的宣傳計劃進行比較，本計劃的宣傳方針參考了「Open 嗡」利

用文字圖片甚至漫畫敘述親子教育內容，更加不時轉發其他機構有趣的教育貼文，

填補資源上的不足，有助吸引青少年及父母閱讀。不過我們亦發現，同類型機構

之受眾年齡層較少為青少年，「親子天下」及「親子同萌」更以時事及育兒資訊

為主，甚至以資訊類雜誌的形式出現，更多著重於父母一方，而目的亦非完全為

改善親子關係及教導親子溝通技巧。再者，我們發現本地同類機構大多缺乏社交

媒體宣傳，如東華三院芷若園雖則受眾年齡層相近，卻沒有開設 Instagram 帳戶，

難以觸及青少年受眾。有見及此，我們的計劃把握機遇，針對青少年家庭填補了

現存的「市場」宣傳缺口，以多媒體形式（包括濾鏡）向主要為子女的受眾宣揚

親子溝通的重要性，有助改善現存家庭關注度失衡的問題，別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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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育大眾 

為了達到計劃目標——教育大眾親子相處、溝通方式的相關技巧，我們成員推

出了一系列教育性帖文。我們每兩週會更換一個社交專頁負責人，而該名負責

人除了需要就任期內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專頁上所有留言，透過我們的官方賬

號逐一回覆外，還需要推出一個新的教育性帖文，並於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專

頁發佈，達致計劃中教育大眾的目標。 

2.5.1. 製作中大教授受訪短片 

除教育貼文外，胡韶嵐同學邀請到專家合作拍攝「專家幫緊你喇」系列，由上

文提及的訪問中大相關講授和資深學者過程片段剪輯而成。由於後製需時，短

片暫時未公佈於計劃官方專頁。短片將配以一系列教育性貼文，以文字撮錄短

片內容，並點出我們計劃的三大目標如何呼應專家建議，以短片吸引觀眾關

注，並受益受教於專家之意見。 

 

以下為兩位接受了我們訪問的中大教授簡介： 

 

黃美菁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相關研究興趣及範疇（全職教學人員，2020） 

• 家庭為本實務 

• 家庭治療 

• 小組工作 

 

 

 

陳智豪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相關研究興趣及範疇 （全職教學人員，2020） 

• 死亡、臨終及喪親 

• 意義為本研究及介入 

• 實務為本研究 

• 臨床數據挖掘 

 

將會於社交專頁推出的「專家幫緊你喇」系列短片主題： 

集數

（發

佈次

序） 

回答問題

的專家 

訪問問題 短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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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教授、

陳教授 

如果子女和父母在原則和價值觀上

有所不同而發生了一些摩擦和矛

盾，您會建議他們應該如何解決或

者化解問題呢？ 

親子雙方應該如何面

對彼此於價值觀、原

則上的偏差而爆發的

衝突問題 

2 黃教授、

陳教授 

您覺得子女在跟家長產生矛盾和爭

吵時，應該如何做？應該跟他們直

接理論還是應該默默忍受呢？如何

做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法呢？ 

子女要如何應對親子

間的矛盾 

3 黃教授、

陳教授 

您可以講一下現時家長管教青年子

女時應該注意的地方或者提供一些

建議，令他們和子女的關係可以更

親密和和諧嗎？ 

家長與子女的相處之

道 

4 黃教授、

陳教授 

如果有些家庭本身關係不太好，可

能因為某些原因 (例如看法和政見

不同)而關係日漸疏遠，您會建議

他們如何解決或者修補關係呢？ 

針對家庭關係本來欠

佳的親子雙方如何解

決或者修補關係 

5 黃教授、

陳教授 

您認為現時的家庭關係會面臨著什

麼挑戰，以及這些挑戰跟以前的有

不同的地方嗎？ 

現今家庭關係所面臨

的挑戰和與從前的親

子關係互相比較 

6 陳教授 請問您對現今大眾較抗拒與家人談

論死亡話題的現象，以及中國傳統

中對提及死亡話題不太吉利的迷信

觀念有何評價或看法？ 

現今普遍家庭對於死

亡話題的取態以及相

關話題在中國文化中

是否仍屬禁忌（因為

迷信） 

 

總括而言，由胡同學負責的「專家幫緊你喇」系列將會陸續於 12 月於我們的社

交專頁上推出，所有將會發佈的短片均不多於 2 分鐘，務求盡量濃縮專家針對

親子關係、相處的意見和貼士。另外，這個系列會以「懶人包」的形式包裝和

作為噱頭，達到方便、有效地教育大眾的目的外，也能吸引更多人追踪和讚好

我們的專頁，一舉兩得。 

2.5.2. 其他教育性帖文 

我們的部分組員於各自的當值期間，也相繼推出了新的教育性帖文，包括了林

穎同學的「家庭溝通技巧」和林正熙同學的「對於親子間互表愛意的建議」。內

容除了負有教育意義外，也同時參考了其他機構或專業人士所做的論文或研

究，並於帖子文字部分將帖子重點與計劃目標、相關內容之間的關係清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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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導計劃  

3.1. 活動 1：Comment 每週一讚彈挑戰 

3.1.1. 活動內容 

活動於九月二十四日正式在專頁上發布，活動針對較忙、沒有時間參加實體工

作坊及參加我們工作坊後的家庭。雙方首先就當週相處表現寫下最少一個讚賞

自己和對方的地方，及一個希望自己和對方可再改善的地方。之後，雙方討論

反饋，作出反思和檢討。挑戰後，參加者可以通過匿名 Google 表格，簡單分享

兩人反饋和想法內容，我們會選取部分內容在社交媒體專頁發佈，伴以簡單意

見及表情表態，引導大眾簡單回應和討論對事件的感受。 

 

活動暫時已經進行了十一週，而下面的表格展示了關於下面所有活動圖表及分

析中提到的第 X 週： 

 

3.1.2. 針對問題及計劃目的 

活動針對早前問卷和文獻中發現的四個問題，包括不了解對方、不願意袒露心

聲、親子溝通時間少、及不會特別留意親子關係，直到發生衝突時才會補救。 

 

首先，在不了解對方的問題上，活動給予雙方認真溝通，聆聽對方心聲的時

間，雙方可以平心靜氣地了解對方的生活作息，讓雙方懷有善意地聆聽對方的

觀點，幫助他們更了解對方的想法。 

 

其次，在不願意袒露心聲的問題上，活動鼓勵雙方表達及接納對方觀點，期望

兩者通過每週十五分鐘的時間表達觀點，被對方接納，通過一直地討論和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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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活動參考  

活動主要有兩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檢討。我們參考社工 Peter Sir 的家長教室中父母讚賞子女的部分

（Peter，2020），保留了父母讚賞子女的及時性，讚賞每週進行可以確保反饋在

一週內。而我們認爲溝通模式應該要是雙向，因此，不單止包括父母讚賞子

女，而是子女也要讚賞父母做得好的部分。除了讚賞，批評也同樣重要，因爲

批評同樣讓雙方更能了解對方對自己的心結。最後，除了包括雙方的優缺點，

活動希望參加者能更了解自己，因此加入了反思自己的部分，參加者在寫對方

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時，也需要寫下對自己的讚賞和批評。總括而言，參加者

要寫最少一個：讚對方、彈對方、讚自己和彈自己的地方。參加者亦會通過討

論，得知對方對自己的讚和彈。 

 

第二個元素是網上討論。我們參考及保留了 Secret Page 中匿名分享的元素，匿

名分享是不少大學生和在職成人喜歡發表自己意見的方法，因爲能減少參加者

的尷尬。而且，我們希望透過加入我們的意見和表情引導投票，讓大眾可以跟

據我們的引導更輕鬆地開始討論，及用表情符號簡單輕鬆表態，鼓勵更多人留

言，從而更能達到在參加者能匿名分享的同時，獲得更多大眾的留言和意見，

並找到有同樣相處問題的同行者，互相鼓勵及支持，推動參加者繼續進行挑

戰。 

3.1.5. 活動分析 

3.1.5.1. 可行性 

活動無需特別費用、技術及資源。活動的費用為零，而技術上是我們慣用的社

交媒體和 Google 表格。此外，在資源上，活動不受任何道具、場地、時間等的

約束，參加者只需在自身有空的時間進行挑戰，就算某一個星期非常繁忙，亦

可以在該周暫停挑戰（在收集到的參加者回應中也的確發現這樣的情況，顯示

活動的彈性），而且參加者能在一天 24 小時任何時間提交表格。另外，參加者

只需自備紙筆或可以記錄文字的設備就可以進行，活動無須特殊道具。 

3.1.5.2. 創意 

對比坊間大部分親子活動大多是一次性工作坊，無法控制活動日期及細節。而

這個活動設計就將親子活動搬到參加者家中和網上，讓參加者更靈活自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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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分長短、參與日期時間及頻率。而且，坊間大部分親子活動的受眾只是參

加者家庭，但這個活動的受衆包括參加者家庭及大眾，我們希望社交媒體的部

分能引起大眾關注親子相處，讓大眾通過閱讀他人溝通相處有問題及良好的事

例，反思自己的類似表現。活動亦有別於以往都是社工給意見，嘗試為參加者

和大眾建立聯繫，讓大眾每個大衆都可以做小社工，直接在社交媒體上為參加

者提供意見和開解對方。 

3.1.5.3. 延續性 

活動無須實體場地或固定時間，參加者能在家一直進行活動。另外，社交媒體

和 Google 表格的設置已完成，沒有任何收費，基本上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揀選及

發表部分內容，每週只需約一小時，我們組會根據第 6 部分的分工，一直繼續

營運專頁和 Google 表格，讓活動可以一直長期進行，增加其延續性。 

3.1.6. 成果量度指標及方法 

活動以量性及質性指標量度成果： 

針對的元

素部分 

量度指標 目標 

參加者檢

討 

量性研究：活動參與人次及持續

性 

參與人次計算總共填寫 Google 表

格的數量，及在匿名暱稱下追蹤

及分析參與家庭能否持續參與。 

我們期望每週最少有四個家

庭的分享（收到四份 Google

表格），可反映參加者有嘗試

認真溝通，商討矛盾和問

題，去了解對方的難處。另

外，我們期望每個家庭參與

最少三次，以達到更好的多

次溝通效果。 

質性研究：Google 回應內容分析 

我們選擇參與活動三週或以上的

家庭，分析他們 Google 表格中填

寫的內容中不滿和讚賞的趨勢。

另外，Google 表格中，參加者需

要填寫每星期個人評價和對方的

讚彈的相似度（1－6 分），我們將

會分析分數的變化。 

我們期望親子之間的認識加

深，個人讚彈和家人評價相

似度越來越高，及更能欣賞

對方。 

網上討論 量性研究：社交媒體參與人次 

參與人次計算在社交媒體表情表

我們期望每個帖子能獲得五

個表情或留言回應，以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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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留言及分享數量。 好地給參加者意見和鼓勵，

同時證明大眾亦有從中思考

家庭關係。 

以上標準，除了平時一直的觀察、記錄及改良，還有正式的第一階段檢討成果

分析，目標是分析活動進行了一個月的情況和檢討如何在未來一個月改善，日

期定於十月三十一日。隨後有一次先導計劃總檢討成果分析，日期定於十二月

五日。 

3.1.7. 第一階段成果分析 

3.1.7.1. 分析 

指標 1：參加者檢討部分－－活動參與人次及持續性 

研究方法：量性研究 

目標 1.1 每週最少有四個分享 

1.2 每個家庭參與最少三次 

結果分析 1.1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活動共有 30 個參與人次及 17 個參與家

庭，表示 17 個家庭有嘗試認真溝通，商討矛盾和問題，去了解

對方的難處。除了第一和第二週因為活動剛開始，宣傳不足，從

第三到第六週的活動皆有 6 至 7 個參與人次，超越每週最少有四

個參與人次的標準。 

  

1.2 在 17 個參與家庭當中，暫時只有 23.5%（4 個家庭）參與活動

最少三次，家庭持續性相對較低，我們會反思這點，改良社

交媒體帖子，增加大衆對家庭繼續參與的動力。 

 

指標 2：參加者檢討部分－－Google 回應內容分析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目標 2.1 參與者對家人呈現越來越多讚賞，越來越少不滿 

2.2 個人讚彈和家人評價相似度越來越高 

結果分析 2.1 我們重點分析參與時間最長，已經提交回應達 6 個星期的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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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超人家族，他們的回應呈現讚賞增多，不滿減少的趨勢，顯示

參加活動促進雙方溝通，讓雙方知道自己的不足，努力改善，減

少該問題再發生的可能性；或解釋雙方的誤解，因此對對方有更

多讚賞和較少的批評。 

 
2.2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有 4 個家庭參與最少三次活動，有 75%參

加者的個人讚彈和家人評價相似度越來越高，反映參加活動能加

深雙方認識，更了解對方想法。 

 
 

指標 3：網上討論部分－－社交媒體參與人次 

研究方法：量性研究 

目標 3.1 每個帖子有五個表情或留言回應 

結果分析 3.1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我們一共寫了五個活動帖子。 

Facebook 每個帖子都最少接觸到 30 人，並帶來最少 8 個的表情和

留言表態，而 Instagram 也有 15 至 25 個讚好和留言，這些都能鼓

勵參加者家庭繼續努力，及發揮大眾一起給意見的功能，回應數

量達標。 

以下是 Facebook 帖子的回應總覽，橘色棒子代表帖子能接觸到的

人數，紫色棒子代表使用表情符號、留言和分享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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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Instagram 帖子的回應總覽： 

 

3.1.7.2. 活動調整 

活動在三個指標中都大致達標，然而我們希望能進一步優化活動，重點改善指

標 1.1 活動參與持續性及 3.1 社交媒體參與人次。 

 

針對 1.1 活動參與持續性，由於我們目前每星期只會選擇我們認爲最有意義的

一個 Google 表格回應，將其内容寫帖子分享在社交媒體，其他填寫了 Google 表

格但沒有那麽精彩的故事並沒有發佈，可能令部分人覺得填寫完 Google 表格，

都不會被發佈，得不到大衆的意見。我們在 11 月和 12 月嘗試在一個帖子中包

含更多人的回應，確保更多填寫 Google 表格的參與者都能在帖子中看到自己的

填寫的讚彈及得到大衆的意見。 

 

針對 3.1 社交媒體參與人次，我們認爲社交媒體帖子能接觸到的人數只有 30 人

偏少，應該嘗試增加。我們在 11 月和 12 月的帖子中，加上關於親子關係的

Hashtag(#)，如#親子關係、#親子溝通、#家庭關係及#parentchildrelationship，當

大眾搜索親子關係的關鍵字而輸入 Hashtag 時，就能看到我們的帖子。另外，我

們亦有參考社交媒體參與度調查的最熱門時間，設定固定出帖時間為星期三

11am (Elizabeth Arens，2020)。在反應的數目逐漸下降方面，其實在第一週到第

三週就開始有這個問題，我們嘗試改變，使用不同背景設計圖片，結果在第

四、第五週，反應數目都呈上升趨勢，所以我們認為吸引大眾留言，帖文設計

的新意亦很重要，我們繼續使用不同的背景和設計，吸引大眾眼球。 

 

綜合以上所説，在十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五日的社交媒體帖子已進行以下的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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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1 參與者對家人呈現越來越多讚賞，越來越少不滿 

2.2 個人讚彈和家人評價相似度越來越高 

結果分析 2.1 我們分析參與時間最長及第二長的參與家庭，及參加者提交

的其他想跟我們分享的事。我們繼續分析參與時間最長，已經提

交回應達 8 個星期的麵包超人家族，發現他們的回應繼續呈現讚

賞增多，不滿減少的趨勢，特別到最後兩週，在填寫對對方的不

滿時，他們都開始想不到對方的不好，及很感恩和欣賞對方的努

力。 

 

另外，我們亦有分析參與時間第二長，已經提交回應達 4 個星期

的 Sweet Sweet Home 家族，發現他們的回應同樣呈現讚賞增多，

不滿減少的趨勢。 

 

另外，我們亦收到黃家和 CK Han 家族對我們活動改善親子關係

的認可，在其他想分享的事中，他們分別寫道「活動改善了我和

父母的關係」和「活動促進了我們的關係，雖然一開始有點尷

尬，但慢慢又習慣每週都有活動的時間。我覺得如果可以每天進

行，可能會更好」。回應 CK Han 家族的建議，我們將在未來推出

每日一讚彈日記本（詳情見 3.1.9 未來計劃）。 

 

整體質性研究顯示活動促進雙方溝通，解決了部分親子間的矛盾

和衝突，並讓他們更懂得欣賞對方。 

 

2.2 由活動九月二十四日開始到十二月五日，有 15 個家庭參與最

少三次活動，80%參加者的個人讚彈和家人評價相似度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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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增加留言的數量，同時能宣傳家庭關係的重要性及鼓勵更多人

參加活動。 

 

以下是 Facebook 帖子的回應總覽，橘色棒子代表帖子能接觸到的

人數，紫色棒子代表使用表情符號、留言和分享的數目： 

 

以下是 Instagram 帖子的回應總覽： 

 

 

以下是活動 Google 表格中收到的 76 個回應詳列： 

 

以下是活動 Google 表格中收到的 76 個回應，顯示每星期參與的家庭、總參加

人數及參與家庭對評價相似度評分的轉變，若評價相似度沒有改善，我們以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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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標示。第一階段分析只包括了第一到第六週的結果，因此我們在圖表中把第

六和第七週分隔，方便閲讀。 

 

3.1.9. 未來計劃 

每週一讚彈挑戰活動會根據上述調整繼續，除此之外，未來計劃會有推出讚彈

日記和英文版的打算。 

 

預計活動推出大約 8-9 個月後，當參加人次（Google 表格回應人次）達到 300，

我們將製作每日一讚彈日記本 PDF 版本，供參加者下載及列印，形式和現在的

活動類似，都是有讚賞及批評自己和家人的四個部分，以及需填寫兩人評價相

似度。但有三個改良部分： 

 

第一，不同於 Google 表格只能以文字記錄，參加者可以自行選擇以圖像或是文

字形式記錄自己的感悟，這讓不熟悉寫字的孩子和教育程度較低的家長亦能輕

鬆參與，而且，在部分參加者眼裡，圖像或比文字更能表達他們的情感。 

 

第二，從週記變成日記形式，培養參加者每天反省家庭相處，並即日分享，進

一步鼓勵他們增加溝通頻率。 

 

第三，參加者可以自行記錄和家人的溝通，而不一定要使用 Google 表格回應。

部分較害羞的參加者不喜歡提交 Google 表格回應跟我們分享，但自己沒有適當

記錄方法，從而失去參與的動力。通過每日一讚彈日記本，參加者可以每天自

行記錄自己的感受和兩人的見聞在日記，提供持續記錄方法成為害羞參加者參

與的動力。對於本來就喜歡提交 Google 表格回應跟我們分享的參加者，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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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填寫日記本後，每週可以在七天中選擇一天他們覺得最有意義的分享，提

交 Google 表格予我們，對參加者最有意義的分享，可能是他們商討多時仍未能

解決的問題，或是引起他們最强烈情緒的回應，當他們填寫這些事在 Google 表

格，往往更能反映親子相處問題重心或引起大衆共鳴，令專頁帖子分享的質素

更高。 

 

預計活動推出 1-2 年後，當參加人次達到 1000 時，我們將製作英文版計劃，包

括雙語版活動介紹，雙語版 Google 表格回應，雙語版每日一讚彈日記本 PDF

版，和雙語版社交媒體專頁帖子及分享。除了香港，在世界各地的親子關係也

很重要，我們不希望無法理解粵語內容成為世界各地參加者的阻礙。通過雙語

內容，我們希望把活動推廣至香港以外的地方，讓世界對親子關係的重視，對

家人的愛，如火的熱情迸發出熱烈的火苗，傳揚到全世界，讓愛生生不息。 

3.1.10. 回應疑問 

 疑問 回應 

1. 想請問一下活動參加人數的部

分，17 個家庭是不是應該有超過

34 個人次，還是我對於這個活動

的方式有任何誤解？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我們通過暱稱發

現共有 17 個活動參與家庭和 30 個參

與人次。由於填寫 Google 表格時，

參加者需要填寫自己和對方的讚彈反

饋，如果兩人都參與，填寫的内容會

重複，只是填寫的欄位不同，並沒有

意義。因此，我們制定流程是參與家

庭自行商討哪位成員負責填寫 Google

表格。當收到疑是重複的家庭成員回

應時（例如回應 A 中對方對我的讚是

「媽媽在我不開心時陪伴及開解我，

我感到很窩心。而我都欣賞媽媽為人

處世的經驗，可以從他身上學習待人

之道，處理朋友紛爭」，在回應 B 中

我對對方的讚亦是同樣字句，而其他

三項亦然），我們會移除該無效回

應，並不會計算於參與人次。 

在匯報裏，我們表達的是活動收到 17

個參與家庭的回應，當中有部分家庭

參與多於一次，因此共收到 30 個參

與回應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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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中，其中一人提交 Google 表

格内容時需要填寫暱稱，另外一

方是否知道該暱稱？ 

暱稱主要是讓我們辨識並統計參與家

庭的參加頻率。如果不是同一位家庭

成員一直負責填寫 Google 表格，該

成員需要知會對方暱稱以填寫 Google

表格暱稱。就算是同一位家庭成員一

直負責填寫，我們亦鼓勵讓雙方得知

暱稱，讓我們在發佈該家庭分享的帖

子時，帖子如 XX 家族：「媽媽在我

不開心時陪伴及開解我」，他們更快

就可以意識到，並更專注留意該帖子

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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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活動 2：Options 「身」火相傳 Instagram 濾鏡 

3.2.1. 活動內容 

濾鏡於十月二十一日正式在 Instagram 帳戶推出，尤其針對不敢參加工作坊的青

少年子女，以至從未知悉計劃的香港大眾。利用虛擬實境技術，濾鏡使用者的頭

上會出現與任務內容有關的花圈，透過拍攝短片隨機抽選一日親子任務，最後在

限時動態分享過程，並藉着標註朋友把活動「身火相傳」。我們期望透過濾鏡受

眾廣的特質引起風潮，喚起親子關注的同時宣傳本計劃，以下為十個任務的花圈

設計： 

 

 

3.2.2. 活動針對的問題及及計劃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濾鏡鼓勵參加者發揮家庭成員應有的作用，藉此解決早前問卷及文

獻中發現的家庭問題。有見及此，任務內容圍繞家庭的三個「支持」作用（黃俐

婷，1993），各自應對不同的衝突和溝通原因。 

 

第一，針對家庭責任分配不均的問題（明愛向晴軒，2017），我們透過「今日我做

Cooking Mama」及「人肉提款機」的家務及理財任務鼓勵參加者為家庭成員提供

「實質性」幫助（黃俐婷，1993）。濾鏡有助訓練其同理心，使他們嘗試調換角

色，感受對方平日所要承擔的責任，並開始予以切實的緩助，達致計劃中「解決

已存在的家庭紛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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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針對欠缺情緒管理及溝通機會等問題（明愛向晴軒，2017；Familiar, 2020），

我們嘗試透過「忍忍 Calm Down」、「Love From Home」、「打破僵局！」、「Family 

Selfie」及「家庭日」的任務鼓勵參加者學習和實踐「訊息性」的溝通技巧（黃俐

婷，1993）。任務提醒他們控制情緒的重要性，以避免衝突發生，同時藉着集體活

動搭建溝通橋樑，讓家人感受到其付出沒有被遺忘，並透過鼓勵使其心態平衡，

達致計劃中「避免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之目的。 

 

第三，針對不願袒露心聲及態度冷漠的問題（明愛向晴軒，2017），濾鏡中「Secret 

Surprise！」、「忘了愛？」、「感謝你誕下了我！」的任務為參加者提供藉口，令他

們敞開心扉，以表達平日不敢展露之「情緒性」的支持（黃俐婷，1993）。即使任

務未必能令關係疏離的家庭深入交談，我們也期望提醒參加者可為家人給予情緒

上的慰藉，達致計畫中「表達愛意」的目的。 

 

因此，濾鏡採用花圈設計，期望吸引大眾眼球，提醒人們對親子溝通的關注時，

推廣「存心」的重要性。同時，簡單任務隨時隨地皆可實行，更可觸及因工作忽

略家庭關係的受眾，有望達致「傳意」。 

3.2.3. 活動流程 

濾鏡於十月二十一日推出後，我們隨即開始宣傳，由組員率

先帶頭在專頁及個人帳戶使用濾鏡並標註朋友，逐漸增加曝

光率。隨著濾鏡使用人次增加，我們在經得其他參加者同意

後開始於限時動態轉發他們的影片，更嘗試以幽默形式推廣

濾鏡，例如把濾鏡間接利用於卡通人物身上，期望增加熱度，

同時鼓勵分享。在宣傳過後，我們開始進行公眾教育，於社

交媒體分享濾鏡的任務內容，同時介紹目的及示範玩法，防

止遊戲失去教育意義，像同類活動（如「護蛋行動」）般流

於形式化（劉易婷，2012）。接著，我們開始進行中期檢討以

評估成效，如在專頁限時動態及私訊嘗試詢問意見，並針對

現存不足進行檢討，於十一月上旬（即濾鏡推出兩星期後）分析第一階段成果。

在實施短期改善方案後，我們再進行了二次檢討以調整未來的長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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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活動參考 

「身火相傳」濾鏡參考了兩個意義相近的公益活動。在形

式方面，我們學習了同類活動「冰桶挑戰」的優勝之處，

以需時短且富玩味的遊戲形式帶出親子溝通的重要性，期

望吸引青少年加入（徐健麟，2016）。同時，我們保留了轉

發影片的部分，希望可以集參加者之力把濾鏡從朋輩逐漸

推至社會大眾，減低宣傳成本。在任務設計方面，我們改

進了「護蛋行動」的缺點（劉易婷，2012），考慮到任務是

否在生活上可行，並在宣傳濾鏡玩法時提供適當教育，避

免活動偏離計畫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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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活動分析 

3.2.5.1. 可行性 

在技術方面，製作濾鏡的費用為零，使用官方免費濾鏡設計軟件「Spark AR」製

作，程序編寫亦參考網上影片，設計上較為簡便。在使用方面，任務由參加者自

發實行，分享與否亦視乎各人意願。即使參加者因私隱原因不願進行分享，濾鏡

中所設計的任務內容簡單，可以隨時隨地自發完成，有助貼合不同人的生活模式。

第二，考慮到參加者背景的不同，任務設計形式多變，部分在疏遠或離散家庭也

可實行，包羅「低對話」與「高對話」的各種家庭模式（Koerner & Fitzpatrick, 2006），

受眾較廣。加上任務欄的文字敘述清晰，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在第一眼便能理解

遊戲的意義。即使參加者因個人原因未敢踏出第一步實行「傳意」，濾鏡也能提

醒他們先要「存心」，再吸引他們自行探索改善親子關係的不同方法。 

3.2.5.2. 創意 

在經濟方面，近年不少企業破格地利用「限時動態」及 Instagram 濾鏡作為新興

宣傳工具，將本來用於個人分享的功能運用到商業營銷之上。根據 Lenkopii（2020）

有關社交媒體營銷的文章，美國公司現時會把三成的廣告投入到限時動態，而有

六成人會被當中的產品所吸引。此外，「濾鏡營銷」也被形容為經濟實惠的宣傳

手段，機構只需前期設計費用便能長期推廣其理念或產品（Woolito, 2020），可見

兩者的潛在宣傳作用。有見及此，「身火相傳」揉合了限時動態及濾鏡營銷，作

為教育、帶動參與及宣傳計劃意義的手段，相輔相成，利用創意達致成本效益之

可行性。 

 

在意義方面，「身火相傳」濾鏡透過隨機出現的花圈抽選任務，比較坊間同類型

之「隨機類」濾鏡，它們大多用於心理測驗及扮妝遊戲（Lenkopii, 2020），較少人

結合公益理念及溝通教育。因此，本濾鏡運用此缺口創造價值，以遊戲形式改善

家庭和諧，概念別具創意。 

3.2.5.3. 延續性 

除了免費開放給大眾使用，濾鏡無需人手管理，可長期進行，因而有較少成本上

的長遠考量。此外，濾鏡設計軟件用法簡單，容許我們快捷及輕易地更新濾鏡內

容，唯花圈設計則稍需時間，但總的來說濾鏡具靈活性，可透過持續改進增添新

意，吸引參加者改善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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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成果量度指標及方法 

活動以量性及質性指標量度成果： 

針對的元

素部分* 

量度指標 目標 

展示次數 濾鏡在限時動態出現的次數，反映

其在朋輩及大眾之間的曝光率 

（量性研究） 

 

我們期望展示次數持續上升，

保持熱度，覆蓋範圍不限於朋

輩。 

互動人次 開啟次數： 

濾鏡被點開的次數 

（量性研究） 

 

我們期望拍攝及分享次數在

濾鏡推出兩星期後呈上升趨

勢，並在一個月後達至五百人

次，及在兩個月後衝破一千人

次。 拍攝次數： 

濾鏡被使用的次數 

（量性研究） 

 

分享次數： 

濾鏡被分享至限時動態的次數 

（量性研究） 

 

使用者背

景 

性別及地區 

（量性研究） 

我們期望觸及不同性別的使

用者，現階段主要集中在香港

宣傳。 

使用者意

見 

在限時動態或私信詢問參加者對

濾鏡的意見，當中包括量性評分

（如為「美觀程度」拉捍評分）及

質性的開放評論，可自行選擇是否

作答。 

 

 

我們長遠期望濾鏡可以提醒

使用者關注親子關係、嘗試進

行溝通及表達愛意。 

*「展示次數」、「互動人次」及「使用者背景」數據來自「Spark AR Hub」官方

濾鏡設計軟件的洞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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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第一階段成果分析 

3.2.7.1. 分析 

指標 1：展示次數 

目標 曝光率開始呈現上升趨勢，同時帶動社交媒體追蹤人數上升 

結果分析 在濾鏡推出兩星期後，展示次數急升至 3,038，曝光率不俗，證明

有不少人從限時動態當中看過別人分享此濾鏡。由於設計者名稱

會顯示在限時動態上，此數據指標有助反映宣傳成效。與數據吻合

的是，推出濾鏡後專頁追蹤者增加了 25%，反映其宣傳專頁的效果

不俗，有助吸引對計劃有興趣的受眾。此外，我們發現曝光人數與

宣傳投入成正比，即每當我們轉發濾鏡影片，展示次數皆會上升，

可見持續宣傳對增加曝光率的重要性。 

 

 
 

指標 2：互動人次 

目標 拍攝及分享人次開始呈現上升趨勢 

結果分析 從圖表可見，拍攝次數達 250，證明不少參加者對濾鏡有興趣，並

嘗試自行使用，但是，分享人次只有 32，結果與同類型濾鏡通病

吻合，較少參加者會在完成遊戲後進行分享（Lenkopii, 2020），以

致暫時較難評估濾鏡成效。而可行的解釋是，不少社交媒體用家會

對分享自拍感到害羞，而部分參加者亦較著重個人私隱。為達致宣

傳之效，此指標有待改善。 

 



 
 

41 

 

 

 

指標 3：使用者背景 

目標 觸及不同性別的使用者，覆蓋範圍不只限於朋輩 

結果分析 數據中近八成使用者皆為女性，並以青少年為多，反映濾鏡較受女

性歡迎。可行的解釋是，由於首兩個禮拜濾鏡多由組員帶頭推廣，

而其朋友多為女性，因此被標註邀請而使用濾鏡的人次較多為女

性。但是，數據顯示濾鏡拍攝基數不俗，達 143 位女性及 45 位男

性，遠超組員的朋友數量，由此可見，濾鏡開始觸及朋輩以外的受

眾，勢頭不俗。 

 

 

 

指標 4：使用者意見 

目標 獲得至少五個回應，不論正或負面皆有助改善濾鏡 

結果分析 從限時動態量性評分中發現，用家皆給予濾鏡中上的分數，不少人

認為濾鏡美觀程度偏高，具有吸引力，而濾鏡更令他們察覺到平日

忽略關注父母的地方，可見濾鏡美觀之餘具有意義。另外，從轉發

影片中發現，濾鏡令他們嘗試平日不會使用的溝通模式，如透過為

父母煮一餐飯分擔家庭責任、以禮物給予鼓勵、及抱抱對方表達愛

意，此舉皆獲家庭成員的正面回應，感受摘錄如下： 

 

「開火煮咗黑暗料理 不過阿爸阿媽都好畀面話幾好食」 

「最後變咗我哋三個輪流攬住肥肥的母親大人 

母親大人表示哈哈哈」 

「呢度奉上一張阿媽畀我強吻嘅相」 

「好耐冇同父母影相 lu」 

「希望佢哋會鍾意我整嘅乾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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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 活動調整 

由於濾鏡在第一階段檢討剛推出兩星期，以上數據具局限性，追蹤者基數及獲

得的回應較少，只有約十人，實質成效有待觀察。 

 

濾鏡在四個指標中都大致達標，初步達到宣傳計劃的預期效果，但是否能令參

加者達致計劃目的需要更多參加人數才能在日後作出結論。短期來說，計劃有

兩個可改善的地方。 

 

在受眾覆蓋率方面，濾鏡使用者現時多為組員朋友圈子之內，暫時未能觸及多

數的預期受眾。為使濾鏡觸及社會上的其他青少年，我們在第一階段檢討後增

加了拍攝及轉發影片的次數，從每星期一次上升至三次，希望透過持續曝光帶

動大眾參加，詳細解釋可參考下圖： 

 

 

如何達致持續曝光？取自 Woolito（2020） 

 

在分享人次方面，我們透過調整策略改善指標。Woolito（2020）指出於濾鏡標註

專頁有助小規模機構收集影片，而濾鏡 Hashtag 則適合較具個性的大品牌使用。

有見及此，我們摒棄了一向在轉發濾鏡時使用的#familiar 話題 Hashtag，轉為向參

加者推廣直接標注專頁，並在玩法中加入此步驟。同時，我們嘗試把任務包裝成

「Family Challenge」，像「冰桶挑戰」般增加分享意欲及宣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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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第二階段成果分析 

指標 1：展示次數 

目標 曝光率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  

結果分析 從 6,912 的展示次數可見，濾鏡觸及人數比第一階段檢討（十一月

二日）時升近一倍，其後的曝光人數增幅亦較為穩定，平均每日觸

及 200 名用戶，可見增加宣傳頻率有助達致持續曝光，保持濾鏡的

熱度，使其不被遺忘。 

 

 

 

指標 2：互動人次 

目標 拍攝次數增至五百，分享次數呈現上升趨勢 

結果分析 從拍攝次數可見，濾鏡暫時有 418 人次使用，而分享人次則達 67，

較第一階段多出一倍。雖然現階段未能達到五百人次的短期目標，

但由於增幅不俗，我們可繼續在今年餘下時間觀望成效。此外，相

比起月初時急速上升的熱度，互動指標開始放緩，使用次數卻轉趨

頻密，最高單日拍攝次數為 29 人，或證明有用戶把使用濾鏡當成

了習慣。結果反映持續宣傳有助吸引零星新用戶關注，但同時可見

濾鏡熱度正在減退。可行解釋為專頁的整體宣傳成效下降，即使我

們每週在專頁分享任務的教育意義及推廣標注專頁的新步驟，受眾

亦多只限於現有的追蹤者，難以吸引新用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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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3：使用者背景 

目標 性別分佈更為平均 

結果分析 性別分佈方面維持不變，反映濾鏡的花圈設計或較吸引女性使用，

而暫時難以透過第一階段的宣傳調整解決此問題，地區方面亦主

要以香港為主，符合原先目標受眾的特質。 

 

 

 
 

  



 
 

45 

 

 

指標 4：使用者意見 

目標 獲得更多回應，不論正或負面皆有助改善濾鏡 

結果分析 第二階段檢討所收到的質性回應與上階段相約，反映於限時動態

開放回應未必為收集意見的最佳手段。但透過私訊詢問用家意見，

我們發現不少人反映濾鏡難以吸引他們分享的原因圍繞「主題過

份正經」或「內容比較尷尬」，可見濾鏡或未能吸引青少年參加者

進行改變，在平衡教育意義之餘趣味性有待提高。這與其他參加者

的意見相符，不少用家希望增強遊戲元素，反映現時濾鏡互動較

少，只能獨自遊玩，未必具動力實行任務或分享影片，由此可見濾

鏡在未來計劃可以改善的地方。 

 

雖則如此，我們也獲得不少使用者標註，從其影片中發現，家人成

功感受到參加者的愛意，如會因突如其來的鼓勵而感到驚喜，可見

濾鏡提供了藉口令不少參加者打破冷漠。此外，活動亦訓練了參加

者的同理心，令他們嘗試感受對方的內心世界及過去經歷，接納及

欣賞家人，此為表達愛意的先決條件（賓靜蓀，2015）。可見濾鏡

有助改善親子關係。部分感受摘錄如下： 

 

「今日心血來潮買咗張卡畀阿爹 佢笑到咁」 

「摷返曬細個啲相出嚟 原來媽咪輯結婚相咁靚」 

「咁多年嚟辛苦曬喇」 

「一日淨係用 100 蚊原來都唔易…買個奶茶就冇咗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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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未來計劃 

有見「隨機類」濾鏡較難獲得使用者持續使用（Lenkopii，2020），未來計劃或需

時刻推陳出新，以達成原來一星期一次一日任務的目標。 

 

首先，在受眾偏好方面，數據證明現時的花圈設計較容易吸引女性用戶，因此，

將來可於設計上兼顧男性偏好，使受眾性別分佈較為平均，從而令濾鏡可以觸及

更多家庭。 

 

第二，現時以文字敘述任務的形式較為傳統，參加者或會覺得內容太正經而不願

意使用濾鏡，降低青少年分享的意欲。有見及此，將來可改為進入專頁才能看到

任務內容，濾鏡上只顯示任務標題，保持神秘感，美觀之餘或有助吸引人們瀏覽

及讚好專頁，同時提升分享意欲，以增強透過濾鏡宣傳計劃之效。  

 

第三，個人私隱問題或減低分享意欲。考慮到上回同學提到的私隱考量，我們今

次在宣傳中有嘗試建議參加者可自行利用表情符號遮蔽面孔才進行分享，可是，

從數據可見，分享意欲仍然不大，將來有足夠技術之時，我們可以把頭上的造型

花圈改為原來計劃書希望實行的家庭成員臉部角色造型，透過其裝飾遮蔽面孔，

增加濾鏡代入感之餘鼓勵分享。 

 

有了現行先導計劃的經驗，我們可考慮在現有濾鏡推出 8-9 個月後，進行以上的

輕度改進，並透過不時增加任務以保持新鮮感。為評估計劃有否達至計劃目的，

我們會在限時動態中繼續提出問題，令使用者了解到自己有否達成計劃目標。 

 

若改進後的濾鏡受大眾歡迎，我們將會在 1-2 年後製作新濾鏡及英文版本，推廣

至香港以外的地方。為吸引持續參加，將來的濾鏡可設立關卡，塑造成真正的「挑

戰」，由淺入深地令參加者逐步走出自己的舒適區，把「存心傳意」當為習慣，

實踐有效親子溝通，長遠可行的方案如下： 

 

首先，在宣傳策略方面，上回有同學提到即使本地設計的濾鏡較少，亦不能忽視

海外的濾鏡種類繁多，「身火相傳」濾鏡或難以突圍而出。濾鏡設計師 Woolito（2020）

發現，濾鏡所引起的共鳴比美觀和互動性重要，我們將來或可調整設計重心，配

合目的吻合的節日（如母親節及情人節）推出濾鏡，令青少年不會覺得濾鏡過時，

貼合其追逐潮流的特質，同時喚起人們思考節日對家庭的意義，推廣「存心傳意」。 

 

更甚，任務形式或為濾鏡的根本問題所在，現時任務依賴使用者自發完成 ，雖

然能提醒他們「存心」，卻較難驅使青少年行動。若將來成功克服資金和技術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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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我們可以把線下任務轉為直接在濾鏡中與父母完成遊戲，省卻轉換平台的麻

煩。內容亦可參考近來受歡迎的濾鏡內容，例如透過虛擬實境技術與父母換臉、

預知 20 年後與父母的樣子是否相似、甚至加入互動元素如眨眼控制等

（Napoleoncat, 2020）。透過增加增強遊戲元素，此舉有助提高濾鏡的娛樂性，令

其形式更有趣味，有助鼓勵使用和分享。 

3.2.10. 回應同學及教授對活動的疑問 

 疑問 回應 

1. 現時活動女性參加者佔 76%，請問

你會如何改良活動以提高男性參

加者比例？ 

我們或須在克服技術壁壘後才能吸引

更多男性參加者。相對美觀，第二階段

質性回應中不少男性用家反映他們更

著重濾鏡的趣味性及代入感。因此，我

們可以在將來加入互動遊戲以吸引男

性受眾，唯現行技術較難實行。 

  
2. 任務設計針對健全的年輕人，或忽

略了有語言障礙的受眾或兒童，建

議運用讚賞貼紙或感謝卡，讓他們

更容易向家人表達心意。 

我們很感謝同學的提醒，雖然現時的

任務欄亦不乏卡通元素，任務亦包括

心意卡等內容，但考慮到有語言障礙

的用戶，濾鏡將來可以參考「每週一讚

彈」的形式提供表情符號的選項，以幫

助他們表達感受，改善計劃的包容性。 

  
3. 濾鏡創意不俗，但個人認為雖然增

加了廣度，但深度有限，或許難以

對受眾帶來太大改變，更未必足以

說服他們參加實體活動。 

考慮到不同家庭的特性，我們明白現

時的濾鏡設計或過份側重於廣度。要

增強深度，我們在將來會考慮諮詢專

家意見，一同設計任務內容，在考慮不

同受眾的特質之餘令任務更準確地建

基於溝通理論之上，以達致廣度之餘

豐富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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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活動 3：Voices「聲聲」相惜   

3.3.1. 活動內容 

此活動使用網上視訊平臺（如 Zoom Google Meet 等）進行，受衆是因忙碌而甚少

進行親子溝通的家庭，而網上工作坊的時間較彈性，方便遷就他們的時間，希望

這類家庭能通過網上工作坊對明白家庭溝通的重要性。當發生衝突時，能以溝通

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參加者可透過 Google form 報名，選擇自己較方便的時段，

便於工作人員安排活動時間。 

 

活動需時大約 2 小時至 2 小時 30 分鐘，時間可根據參加者的需求而進行增減。

例如：遊戲的三部分，每部分只玩 2 個字，時間上可以減少。   

3.3.1.1. 第一部份活動 ： 單向溝通遊戲——你傳意，我來猜  

單向溝通是指送訊者將訊息傳送給收訊者，送訊者沒有追蹤的行動，收訊者也沒

有給予回饋的機會（繆敏志，民 80；Hoy＆Miskel，1996）。所以，單向溝通只是

單向的傳達訊息 

 

1. 一個工作人員及一個家庭進入 Zoom breakout room。 

2. 每個家庭派出兩位成員，分成 A 和 B 兩組並讓他們背靠背坐着。 

3. A 組面向工作人員， B 組則背向工作人員。 

4. 工作人員揭開第一塊紙板給 A 組看，A 組只能以口述漢字的筆順及結構

（例如：上下結構、左右結構）給 B 組聽， B 組負責猜字，B 組不可以

發問，兩組成員依舊背靠背坐，A 組不能轉身看 B 組寫字。A 組自行決

定何時要求工作人員換第二塊紙板（A 組不可以問 B 組是否完成），依次

類推。A 組及 B 組整個遊戲都不可以溝通。 

5. 遊戲限時 10 分鐘。 

6. 第一輪遊戲結束，工作人員統計正確率。 

3.3.1.2. 第二部份活動：雙向溝通遊戲——你問我答 

雙向溝通是指雙方進行溝通時，彼此傳達和接收訊息，傳達訊息者將訊息傳送給

收訊者，收訊者收到訊息後對此作出回饋，此時雙方角色互換，有時「你說我聽」，

有時「我說你聽」，彼此之間有較多的訊息交流機會，以便雙方獲致共同的了解。

（陳文進與楊麗玲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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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與第一部份活動相似 

不同之處： 

A 組只能以口述漢字給 B 組聽，並由 B 組猜字，B 組可以隨時向 A 組發問，A 

組隨時回應 B 組問題，過程中兩組成員依舊背靠背坐着，A 組不能轉身看 B 組

寫字。 

3.3.1.3. 第三部分活動：同「你」（理）心遊戲 

「同理心就是將心比心，設想在同樣的時間、地點、事件，把當事人換成自己，

也就是設身處地去感受、去體諒他人。」（段芳艷，2019） 

 

1. A 組與 B 組進行角色互換，把以上的單向溝通遊戲以及雙向溝通遊戲再

玩一次。 

2. 遊戲限時同上，進入討論環節。 

3. 主持人做最後總結，活動結束 。                 

3.3.2. 針對問題及計劃目的      

文獻資料中顯示高溝通、低遵從性的多元型被認爲是最理想的家庭溝通形態，所

以希望藉此活動讓參加者明白彼此傳達和回饋訊息的重要性， 讓交流頻繁暢順，

有利營造良好家庭氣氛，鼓勵家庭成員提出不同的觀點，家庭成員能從家庭得到

更多鼓勵，能發揮到更多家庭的正面作用。（黃敏菁，2008） 

 

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活動目的： 

〈讓心更靠近談家庭溝通〉這篇文獻顯示使用單向溝通而非雙向溝通會導致溝通

障礙，從而產生衝突（李化愚， 2014 ）。問卷顯示 80% 父母和 46%子女認為欠

缺溝通技巧所以溝通失敗，希望通過遊戲的方式，讓成員認識單向與雙向溝通，

討論兩者的區別及成效，同時希望參加者在活動中學習溝通的方法。 

 

第三部分活動目的： 

問卷反應超過 30% 父母和子女認為欠缺同理心而導致溝通失敗， 通過遊戲方式，

讓參加者體驗一下在同樣的事件中，把當事人換成自己的感受。同時明白同理心

在進行溝通中的重要性。 

 

此活動目的呼應計劃目的中的第一點——通過分享親子之間的相處之道和處理

衝突的方法，讓父母子女明白雙向溝通的重要性，並理性地就已有的衝突表達自

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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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父母或是子女在親子溝通中都欠缺同理心，在溝通時偏向單方面主導，單

向溝通，而子女多有陽奉陰違的心態，彼此間缺乏溝通的平臺與機會。此工作坊

正正是為他們提供一個溝通的平臺與機會，讓受衆區分單向及雙向的溝通模式。

明白對於親子方面以雙向溝通更爲合適。 

3.3.3. 活動流程 

11/10/2020   首次聲聲相惜（已完成） 

1. 簡介計劃目的及遊戲規則 

2. 大合照 

3. 單向遊戲 （父母猜字，子女陳述） 

4. 雙向遊戲（父母猜字，子女陳述） 

5. 中場休息 + 工作人員統計 

6. 同理心遊戲 （單向）（子女猜字，父母陳述） 

7. 同理心遊戲（雙向）（子女猜字，父母陳述） 

8. 工作人員統計 

9. 全體回到 Main Room 討論 

3.3.4. 活動參考 

遊戲設計參考〈聽你、說我方案〉和〈團隊溝通遊戲〉中你講我砌 (劉穎，2016；

唐傳義、張學善與鍾宛貞，2011），遊戲過程中不能溝通來模擬單向溝通，和過程

中可以交談溝通來模擬雙向溝通，溝通是一個雙向、互動的反饋和理解的過程，

親子間的溝通不應是一個純粹單向的活動。親子的溝通應以雙向溝通爲佳。為了

讓親子雙方都明白此道理，所以在這些活動的基礎上我們進行了改良和加入新元

素——同理心元素。運用同理心有助於對方的接納與信任，令彼此的關係更為親

密。 

 

遊戲設計從優秀報告中學習——Sunsemble（伍樂樂），爲了檢討計劃的成效，他

們以問卷調查作爲指標，同樣在此活動中也以問卷形式對活動進行評估活動的成

效。同時也學習他們根據問卷的意見對活動進行改良，現在已開始進行第二次的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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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活動分析 

3.3.5.1. 可行性 

由於疫情肆虐令許多活動被迫取消，家長及孩子長期留在家中，爭吵多了令親子

關係變得惡劣，爲了改善親子關係，設計了三部分的網上活動，希望透過活動來

建立彼此間的溝通橋梁。活動的費用全免，參加者可通過 Facebook、Instagram 來

了解詳情及報名參加，活動透過 Zoom 來進行。疫情下可以不受場地、人數、道

具的約束，小學生及老人都適合玩，老少咸宜。 

3.3.5.2. 創新性 

大多坊間的親子活動要參加者親臨現場，過程中難免承受舟車勞頓之苦，是次活

動網上進行。另外我們決定一改以講座的形式向受衆講解溝通的模式，選擇采用

活動形式讓參加者親身體驗來模擬單向及雙向溝通，比起講座更有真實感。坊間

設計的單向及雙向溝通活動由兩部分組成，多數以畫圖畫的形式進行，我們設計

的活動以寫漢字的形式進行，透過活動加深對漢字筆順的認識，把知識、溝通及

活動融爲一體。在第三部分加入同理心的元素學習溝通時會易地而處，從對方的

角度。為日後在發生親子衝突時，雙方都能站在對方的立場來考慮問題打下良好

的根基，活動能促進有效的親子溝通，避免二次衝突的發生。 

3.3.5.3. 延續性 

活動簡單易玩適合任何年齡階層，活動可以由家庭推廣至學校，尤其是小學，漢

字筆畫較多，小學生對學習漢字興趣不大或抗拒，這令許多家長和老師極爲頭疼。

傳統的教授漢字的方法大多是多寫多練為主，把遊戲融入教學中，即可以提高學

生的學習積極性，又可以提高教學質量，更可以彌補學校平時只注重文化教育，

忽略人際關係教育的缺陷。 

3.3.6. 成果量度指標及方法 

成效指標      量性研究     質性研究 

    活動内容滿意度     半結構性訪問 

      活動意義 活動問卷         & 

     形式、安排       參與式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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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持續性 後續問卷/電話訪問        / 

（潘淑滿，2003） 

3.3.7. 第一階段活動 

3.3.7.1. 詳情 

第一階段活動已完成，之後會對活動進行調整 

 

計劃日期 10 月 11 日上午 10：30-12：30（2 小時） 

所需資源 舉辦平臺（Zoom），紙筆（參加者自備） 

三部份活動道具： 

寫有漢字（字的筆劃不超過 15 劃，且是上下/左右結構，例如：

作、單、佔、意、是等等）或圖畫的紙板、電腦或手機、紙張、

筆（每位成員至少有一張紙、一支筆） 

資金 免費（使用 Zoom） 

參加費用 全免 

參加人數 五個家庭的兩代（10 人）（子女 15-24 歲及其父或母） 

3.3.7.2. 分析 

活動結束後會請參加者填寫問卷，問卷設計參考了下圖中的形式，我們會以問卷

中的資料、參加者與工作人員互動的討論環節及工作人員的觀察，由内容滿意度、

安排滿意度與意義傳達來分析第一階段活動。收到 5 個家庭共 10 份問卷。我們

會預先把參加活動的家庭稱為家庭 A，B，C，D 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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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1：活動安排滿意度（聲聲相惜） 

 

以下是由問卷和現場討論總結參加者對活動安排的意見，我們也給了相應的回應，

總的來説，在問卷回應和討論環節，參加者均認爲活動的安排大致是符合要求的，

但有些地方還是有待改善。參加者的意見及我們的回應如下表： 

 

指標 2：内容滿意度（聲聲相惜） 

目標 七成參加者頗爲滿意活動内容 

成效 

分析 

由問卷數據來看，七成參加者對工作坊内容及設計頗為滿意，九成基

本滿意，八成認爲主題與内容相符，可見參加者大致上滿意活動的内

容。 

參加者對活動安排的意見 回應 

活動可否彈性些？ 可以分開一次一個家庭，不用集合 5 個家庭同一

時間進行，遷就各個家庭的時間 

中 場 休 息 時 間 可 以 長 些

嗎？ 

可以加長休息時間 

討論部分的時間太短 討論時間可以根據現場情況進行調整 

活動的每個環節限時 10 分

鐘太短 

單向、雙向遊戲調整為 15 分鐘，最後的時間還是

試行後再決定 

可參與活動的人數太少 

 

的確，活動在網上舉行有限制，對我們來説是困

難，在計劃中，待到疫情結束後，會舉辦現場的活

動，届時可參加人數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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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觀察：活動過程中父母和子女均表現急躁及迷茫。 

參加者回顧：在回顧活動過程中雙方發覺自己有同樣的問題，但當時

只會埋怨對方，並沒有站在對方的立場顧及對方的感受，並表示同理

心活動讓他們明白此道理。 

 

 

指標 3：意義傳達（聲聲相惜） 

目標 讓參加者區分單向與雙向溝通，明白同理心在溝通中的重要性，意識

到溝通是解決衝突的好方法 

成效 

分析 

 

 

 

 

 

根據問卷數據：參加了單向及雙向活動後，四位父母和子女都認爲活

動極大程度上幫助他們認識及區分兩種溝通模式，只有其中 C 家庭的

父子兩個認爲較小程度上有幫助。從問卷能反映活動目的已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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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親子衝突時，參加活動前父母認爲以溝通方式解決衝突是好方法

的程度選項是 3 至 4，而子女是 2 至 3。參加活動後父母認爲是好方法

程度是 4 至 5，而子女是 3 至 4。活動前與後對比，無論父母或是子女

認爲溝通是解決衝突的好方法看法都呈上升趨勢。這説明活動的設計

發揮了作用，提升了兩代對溝通的認識及認同，明白溝通的重要性。

期望日後發生衝突時能相互之間多溝通，避免再次衝突的發生。 

 

根據問卷數據：發生親子衝突時，參加活動前，父母會站在子女立場

考慮其内心感受程度選是 3 至 4，而子女則是 2。由此可見，大多數父

母能顧及子女的内心感受，而長在溫室的子女甚少能易地而處的了解

父母的感受。根據 Erik Erikson 的發展理論，這個時期的孩子（15-24

歲），他們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建立自我認同及親密關係。（林生傳，2007）

很多時候，他們把父母的關心解讀為掌控，更別説讓他們考慮父母内

心的感受。我們希望同理心活動能讓彼此做到易地而處。 

參加同理心活動後，父母及子女都極大程度上認同解決衝突具備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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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很重要，代表我們的同理心活動初見成效。 

 

 

 

3.3.7.3. 活動調整 

第一階段活動完成，我們會根據問卷中參加者的意見及現場討論環節中參加者所

提出的意見進行調整，由於參加者人數少（5 個家庭，共 10 人），此問卷僅代表

參加者對活動的評價，不能代表大衆的意見，但是它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皆

因有參加者的親身體驗，所以我們會根據問卷分析成果並以問卷中的建議改良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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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參加者的問卷中的建議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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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第二階段活動 

針對第一次先導計劃活動内容所作出的調整 

第一次先導計劃活動内容 改良後的活動内容 

 漢字筆劃 15 劃以下的左右、上

下結構的漢字 

10 劃以下的左右、上下結構的

漢字 

單向溝

通—— 

你傳意

我來猜 

遊戲時間 10 分鐘 15 分鐘 

遊戲規則 1. 兩組成員背靠背坐著  

2. A 面向工作人員，負責口述漢字的筆順     

3. B 背向工作人員，負責猜漢字 

4. A 與 B 過程中不能進行溝通    

雙向溝

通——

你問我

答 

遊戲時間 10 分鐘 15 分鐘 

遊戲規則 1. 兩組成員背靠背坐

著 

2. A 面向工作人員，負

責口述漢字的筆順

及結構 

3. B 背向工作人員，負

責猜漢字 

4. A 與 B 過程中可以

進行溝通，A 不能

轉身看 B 寫字，可

以商量進度 

1. 兩組成員面對面坐著 

2. A 負責口述漢字的筆順及結

構 

3. B 負責猜漢字 

4. A 與 B 過程中可以進行面 

對面溝通 

5. A 可以看見 B 寫字並商量進

度 

 

同理心 遊戲時間 20 分鐘 30 分鐘 

遊戲規則 角色互換 

B 口述漢字，A 寫字 

把上面的遊戲再玩一

次 

背對背坐 

角色互換 

B 口述漢字，A 寫字 

把上面的遊戲再玩一次 

 

 

成果分析： 

改良後，由於在單向溝通活動中只是把字的筆劃減少，由 15 劃減少至 10 劃以

下，加長活動時間至 15 分鐘，可見無論是父母或是子女方面猜對的字數比之前

的並無太大的分別，且工作人的觀察發現在單向溝通中，無論是父母或是子女作

爲傳送信息的陳述者表現急躁，希望對方明白自己表達的意思，但作爲接收信息

者就表現得迷茫，不明白對方的意思。這與第一階段單向活動時的參加者表現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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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分別。在雙向溝通活動中除了字的筆劃及時間上的改變外，還有由原先

的背靠背坐改爲面對面坐，比起第一階段的雙向溝通活動中只有語言上的溝通多

了肢體語言的溝通，令彼此間傳遞及接收信息的準確度大增，由父母和子女所猜

對的字數都較之前明顯的增加。證明改良的活動初見成效。，但因所收集的數據

較少，對活動的再次改良所需仍不足夠。我們仍需再招募多些參加者，鑒於疫情

第四波的出現，無法舉辦現場活動，只能待疫情結束再安排。 

3.3.9. 未來計劃 

日期 活動計劃 

十一月至一月 

 

進行第二階段活動試驗 

由於疫情的影響，活動仍會在網上繼續進行。同時會加强宣

的力度，除了在社交媒體（Instagram /Facebook）宣傳，我們

計劃向小學、教會、老人院推行，希望涉及不同年齡層。 

把改良後的活動推向不同背景的家庭，不同年齡層的受衆 

二月 

 

發放第一次後續問卷 

對於參加者，會以問卷的形式追蹤，了解親子間的狀況有無

改善，對活動的再次改良做準備 

三月 

 

時光機（一） 

把參加者的活動花絮整理後，透過網絡傳送給參加者，希望

他們在與家人發生衝突時，記得溝通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溝通時，發揮同理心的效應，多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問

題，避免衝突的二次發生 

四月 發放第二次後續問卷及問卷回顧 

繼續以問卷追蹤參加者，距離參加活動已有一段時間，我們

希望再次了解他們家庭關係的近況，並附上之前的問卷，讓

參加者判斷活動是否令他們家庭關係有所轉變 

五月 時光機（二）及發放三次問卷分析 

再次把活動回顧發送活動回顧及問卷的分析結果，讓他們了

解由參加我們的活動時至今，彼此間關係有多大程度上的改

變 

3.3.10. 回應疑問 

 疑問 回應 

1. 聲聲相惜活動與溝通有什麽關係？ 遊戲過程中，在單向遊戲中，參加

雙方不能溝通，只能一方口述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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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方猜字，以此來模擬單向溝

通。在雙向遊戲中，雙方在過程中

可以交談溝通來模擬雙向溝通。第

三部分的遊戲，口述者變成猜字

者，猜字者變成口述者，角色的互

換，感受對方之前的感受，將心比

己，這就是同理心。 

2. 未來計劃設計除了現存的親子遊戲

形式外，還會於改良後的活動中加

入其他有關家庭治療或心理諮詢技

巧的元素嗎？ 

暫時不會，因為組員內沒有專業人

士，日後若有機會與其他機構合

作，或會考慮加入。 

3. 你們計劃的限制為報名參與活動的

家庭本身親子關係不錯，所以子女

才會願意跟父母一同參與活動，因

此你們未來會怎樣透過調整活動內

容或宣傳策略，吸引更多來自不同

家庭背景、年齡層（不再限於中學

子女）的參加者報名參與你們的工

作坊？ 

兩次的活動中，共 7 個家庭參加，

當中 2 位是已工作的 15-24 歲青少

年，3 位現正就讀大學，2 位是中學

生，年齡層之廣認為已達標。 

 

4. 你們現時工作坊的舉辦形式為以家

庭為單位，分為不同的獨立場次。

可是，由於你們組員只有 5 人，而

往後如果你們團體的發展規模越發

壯大，你們會如何與工作坊素質與

參與人數或者舉辦場次中取得平

衡？ 

第一次活動時是集齊 5 個家庭一齊

進行，已有朋友作為義工，工作人

員問題已解決。第二次改進就主要

是總負責人及另一位組員負責。往

後會於教會、老人院以及學校合

作。 

3.4. 活動 4：Identity 猜猜我是誰 

3.4.1. 活動內容 

此活動爲線上清談工作坊，使用網上視訊平臺（如 Zoom、Google Meet 等）進

行，目標對象爲平日因忙碌而無法參加親子活動的家庭，希望透過靈活性較大

的網上工作坊促進此類家庭的溝通和認識。參加者可透過 Google 表格報名，及

提供可行的時間段予工作人員以安排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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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需時約三十分鐘，參加者透過配對關鍵詞及形容詞，能夠了解到彼此對對

方及自己的印象和看法，並且可以向家人傳達對他們的期望。  

3.4.2. 針對問題及計劃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活動刷新家庭成員間的固有印象，透過討論「自我認同」話題，

從不同面向認識親人，讓他們覺察到每個人的思想差異並理解家人與自己的不

同，減低未來產生爭執的可能性。提醒參加者每個人都會持續轉變，鼓勵他們

持續地了解家人、經營關係。 

 

此活動同樣針對問卷和文獻中整理出的四個問題，包括不了解家庭成員、不願

意袒露心聲、缺少親子溝通時間以及對親子關係的留意度低。 

 

首先，針對不了解家庭成員的問題，活動嘗試刷新成員之間餓固有印象，鼓勵

他們從多角度、多面向認識彼此。工作坊將日常生活不常談及的自我認同問題

抽取出來，透過深入淺出的傾談溝通，幫助參加者轉換角度了解家人的不同面

向，加深認識。 

  

然後，針對不願意袒露心聲的問題，活動鼓勵參加者先從自我認同這種自我認

識層面上的交流開始，嘗試打開彼此心扉。工作人員會個別收集參加者對家人

的形容詞和期望，活動前家人並不會知道彼此寫下了什麼，這也可以免卻尷

尬，鼓勵參加者開心見誠地溝通。 

 

再者，針對親子溝通時間少的問題，活動透過輕鬆的閒聊勾起親子間相處的回

憶，增加其親密度以及與家人溝通交流的意願。同時，活動靈活性大，茶餘飯

後的半小時即可提供一個溝通機會給他們。 

 

最後，在平常不會特別留意親子關係的問題上，活動針對普遍家庭視親子關係

爲理所當然的想法，強調每個個體的多面性和持續的成長和變化，提醒參加家

庭維繫關係要靠持續努力，並非一勞永逸。 

 

活動呼應計劃目的中的第二點，以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爲目的。我們期

望透過活動向參加者傳遞認知模式對溝通的影響和重要性，讓他們從根源上了

解彼此的差異，在往後日子嘗試從認知差異點理解構成彼此誤解的成因。 

3.4.3. 活動流程 

配合二人家庭及三人或以上家庭，此活動分成兩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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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三人或以上家庭 

活動前工作人員會先透過 Whatsapp 向每名參加者收集他們對自己和每個家人的

三個形容詞或關鍵字以及對家人的三個期望。隨後工作人員會打亂關鍵字並製

作 power point，把收集來的關鍵字列在同一頁。 

 

講解完活動流程後，工作人員將使用熒幕共享展示簡報，邀請參加者將顯示的

形容詞與家庭成員配對，猜猜哪些詞語在形容哪位成員。 

隨後活動分爲三部分： 

(1) 「你係點？」：邀請參加者討論對其他成員的看法（關鍵詞）從何而來 

(2) 「我係點？」：邀請參加者揭曉本人對自己的形容 

(3) 「仲想點？」：邀請參加者配對期望值與家庭成員，討論期望值之異同 

討論結束後工作人員會就討論作小總結，梳理小組內的互動和關係。工作人員

將使用 4F 動態引導反思法，透過四個提問重點引導參加者進行反思，分別爲：

事實（Facts）、感受（Feeling）、發現（Finding）和未來（Future）（Greenaway, 

n.d.）。 

3.4.3.2. 二人家庭 

二人家庭無法做到多人家庭的盲猜活動，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活動試驗後也完

善了活動模式，加上適合二人家庭的玩法。 

 

活動會省去事前預備功夫，在工作坊當日玩法解說完畢後即時邀請參加者思考

一下對對方的印象和期望，並各自寫在紙上。然後，邀請參加者猜測對方對自

己的印象並由對方揭曉，再討論一下自己是否認同對方的形容。隨後進入期望

值的部分，邀請參加者分享自己對對方的期望，並討論期望值之異同。最後的

反思部分與多人家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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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活動參考 

心理學對個人自我的分析中提出了活動性自我概念，指出個人在某一特定時刻

下會有特殊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對外界事物會有不同的接收理解方式，

因此在不同情境、面對不同對象時個體會呈現不同符合特定情境需求的行為模

式，但該活動性自我概念只是自我的其中一部分，即使其一角色主導，亦不影

響自我概念其他部分的作用（Metzinger, 2007）。在家庭中，不同成員都演繹著

符合家庭功能的角色，例如相夫教子的母親、肩負養家責任的父親、乖巧孝順

的子女等等。家庭成員長期面對其他成員的單一面向，會忽視了其自我概念的

其他部分。活動旨在帶領參加認識家人的不同面向，並提高其對自我認識和他

人自我概念的覺察。由於自我概念會影響個體對外界的接收和理解，導致信息

誤差，所以要提高對自身固有概念的覺察、意識到自己的知覺（perception）是

暫時性、可以變動的，才能修正自身對他人的主觀感覺，減少溝通誤差，減少

誤會。 

 

而在遊戲設計上，此活動參考了「JUST FEEL 感講」的善意溝通工作坊，該工

作坊透過 JUST FEEL 感受需要卡來讓參加者練習善意溝通（JUST FEEL, 

2020）。本活動參考了此工作坊中親自坦白自己需要以及共同商討解決方法的部

分，在討論參加者對家人的印象後也加入討論期望值的部分，提供平台讓家庭

練習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有效溝通方式。 

3.4.5. 活動分析 

3.4.5.1. 可行性 

首先就參加者動機而言，此活動配合參加者需求，能夠吸引家庭參加。活動操

作上設計得具較大彈性，使用之平臺、報名方法以及時間安排方法都期望提供

最大的彈性和自由度予參加者。問卷顯示有七成父母及六成子女因沒有時間而

不參與坊間舉辦的親子活動，故此活動需時較短，而舉行時間也由參與家庭自

行決定，以參加家庭的需求爲先，並以此作爲誘因吸引不同家庭成員抽出茶餘

飯後一小時來參與。 

 

而在活動執行上，活動形式與內容易於實行。由於疫情不穩，進行面對面的工

作坊較有難度，容易受限聚令等防疫措施影響。故此我們轉危爲機，利用 Zoom

等網上平臺進行活動，不但提高活動的可行性，更增加活動安排的靈活性，相

信能吸引平時缺乏時間參加實體活動的受衆。活動內容本來的場地及道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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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較小，明白活動目的、背後精神後，只要有一位主持即能進行。 

3.4.5.2. 創意 

活動鼓勵家人之間拋下固有印象，以朋友的角度重新認識彼此不同面向，坊間

暫時較少此類活動，活動內容新穎。此外，活動邀請參加者以實物（例如「檸

檬茶」）來作爲關鍵詞形容家人，較平時常用的較籠統的形容詞（如「善良、

勤奮」）更富趣味。 

 

平時的工作坊時間亦被舉辦方定死，常常是參加者配合舉辦方定下的日子。而

此活動則完全配合參加者，參加者爲主導，形式創新。 

3.4.5.3. 延續性 

活動形式簡單，對硬件要求較小，能輕易推向不同群衆，在不同場域如學校、

社區中心使用。時下很多香港人都習慣了 Zoom 等網上會議平臺，故在未來仍

能持續使用網上平臺繼續活動。此外，活動內容容易掌握，參與家庭參加過一

次後即能成爲主持者，與其他親人玩。雖然協調的意識未必如工作人員，但活

動的氣氛輕鬆，沒有引導經驗的參加者也能輕鬆掌握，活動效果也會不錯。 

3.4.6. 成果量度指標及方法 

活動以量性及質性方法量度成果： 

成效指標 量度指標 目標 

內容滿意度 量性方法： 

活動後會邀請參加家庭填寫問

卷，透過評分衡量活動是否有刷

新、更新參加者對家人的看法，

同時亦可以衡量到參加者是否掌

握活動期望帶出的訊息。問卷亦

會有開放題，我們將透過參加者

填寫的反饋評估活動有效性。 

 

質性研究： 

工作人員將以參與式觀察與反思

環節的半結構性訪問這兩種質性

研究方法。 

量性方法：活動問卷 

我們期望參加者在問卷評

分的部分平均給予 4 分的

評價，有較高的滿意度。 

 

 

 

 

 

質性研究： 

我們期望活動中的互動良

好、氣氛和諧，期望參加

者能有所反思，並給予意

執行滿意度 

意義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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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以優化活動。 

成效持續性 量性研究： 

未來將透過追蹤問卷跟進活動對

各家庭影響。亦藉問卷再次提醒

家庭此活動的精神。 

量性研究： 

期望家庭在若干個月後仍

能記得此活動以及當初的

反思和得着。 

3.4.7. 第一階段活動試驗 

我們進行了第一階段活動試驗，完成後就活動內容和玩法作出了調整及優化。 

3.4.7.1. 詳情 

第一階段活動試驗 

活動經費 HK$0 

參加費用 免費 

舉行時間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一星期）間的自選時段 

舉辦平臺 視訊軟件（例如 Zoom、Google Meet） 

活動時長 30 分鐘至 1 小時 

目標對象 三人或以上的家庭，每時段一個家庭 

參加人數 四組家庭共 12 人 

3.4.7.2. 分析 

我們於活動結束後邀請了參加者填寫活動問卷，就活動內容、形式等項目評分

並給予意見。問卷設計參考了廖寶珊紀念書院「愛家正能量」親子教育工作坊

（三）之活動問卷，詳細問卷內容參見附錄二。以下分析結合問卷所得資料、

反思環節參加者分享及工作人員之觀察，從內容滿意度、執行滿意度及意義傳

達三方面分析第一階段活動試驗。活動後問卷共收得 12 份回應。 

 

指標 1：內容滿意度 

目標 超過八成參加者滿意活動內容 

成效分析 根據問卷所得數據，全部參加者整體上都滿意此工作坊的活動內

容。超過八成參加者認爲工作坊主題吸引，全部參加者均認爲工

作坊內容與主題相符合並能投入活動。當中有九成參加者願意將

活動推廣給其家人，反映參加者滿意活動內容，內容符合其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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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觀察，大部分家庭在工作坊期間的觀感皆良好，沒有出現特別

衝突或不滿的情況。參加者大多積極投入，不需太多引導和熱身

便能投入討論。 

 

指標 2：執行滿意度 

目標 超過八成參加者滿意活動流程及活動氣氛 

成效分析 根據問卷所得數據，大部分參加者對活動場地、形式、時長、流

暢度及工作人員表現感到滿意及非常滿意，詳見圖表。 

 

另外，由於此活動的參加者自決模式在坊間少見，我們亦希望知

道此模式是否有助鼓勵受衆參加活動，所以問卷有獨立一題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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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此報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們的參與意欲，75%參加

者同意此模式在大程度上鼓勵他們參加此類工作坊。所以此自決

模式將推行至計劃中的其他活動，期望配合參加者所需，提供主

流工作坊以外的另一選擇。 

 

據觀察，四個家庭中大部分家庭的溝通氣氛良好，只有一個家庭

偶有冷場，需要引導才能進行較積極的對話。我們推測這是由於

報名家庭原本的家庭關係不差，亦有意欲透過工作坊增進親子關

係，所以在流程執行上沒有遇到太大的阻礙。 

 

指標 3：意義傳達 

目標 大部分參與者都能拉近和家人關係、加深對家人的了解並認識彼

此的個體差異。 

成效分析 根據問卷所得數據，九成參加者認同工作坊能夠作爲溝通平臺，

並增進其與家人的感情。參加者 Jacky 認爲活動「真的能互動地

喚起家人之間感覺，意見，問題，籍著這平台去相互了解而作進

一步改善或加強彼此的關係和關愛。」；而另一家庭的參加者阿

Bo 亦在工作坊中向家人提出了自己一直以來不敢說的看法，踏出

了雙向溝通的第一步。當中有兩個家庭都在討論過程中憶起不少

與家人的回憶，如同 Jacky 所言喚起家人之間的感覺。 

 

此外，大部分參加者都認同活動有助他們加深對家人的認識。九

成參加者認爲工作坊爲其帶來最大的收穫便是能和家人談起平時

甚少談及的自我認同話題，能讓他們了解家人性格的不同面向，

亦更了解家人對其的看法和期望。例如表示工作坊「是個不錯的

機會重新思考自己是怎樣的人，也重新思考孩子現在是怎樣的

人」。反映活動選取之題材有效促進親子了解，刷新對家人的印

象。 

 

然而，問卷反應活動在傳達信息方面仍有不足，只有三成參加者

認爲活動最有收穫的是「認識到覺察家人與自身差異對溝通的重

要性」，活動後問及他們的收穫，也多注重在親子感情的收穫，

甚少提及我們期望傳遞的溝通原則和技巧，這方面的信息傳遞爲

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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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3. 活動調整 

第一階段活動完成後，我們觀察到四個現存問題，並就每個問題提出了解決方

法，調整活動，期望達致更好的活動效果。 

 現存問題 解決方法 

1. 關鍵詞太多導致配對時會有小混亂 

現時邀請參加者每人寫出三個對其他

成員的印象，例如三人家庭中每人就

會有九個形容詞，總共會有二十七個

形容詞。我們發現九個形容詞中多有

重複，當畫面上有太多詞語的時候也

會擾亂參加者。 

從三個關鍵詞改至兩個 

據觀察每人寫出三個關鍵詞的作

用不大，所以第二階段的活動試

驗中，將邀請參加者寫出每人兩

個關鍵詞。 

2. 較少參加者以實物來形容其他成員 

活動設計期望參加者能用物件（例如

玫瑰花、凍齋啡）取代形容詞來形容

成員，但據觀察甚少參加者能夠做

到，12 個參加者裏只有四個參加者嘗

試用物件來作形容，無法達到活動原

設計的創意部分。 

會在 Whatsapp 多給一些例子和解

釋 

第二階段會嘗試在首次聯絡參加

者邀請他們填寫形容表格的時候

多加例子和解釋，更積極鼓勵他

們發揮想象力。同時亦會提供部

分第一階段的實例予參加者作參

考。 

3. 傳達溝通技巧不夠鮮明突出 

現時活動的說理部分在於開始前的簡

介以及活動結束後的反思環節。第一

階段反思環節我們仍未能有效地將理

論和當日的活動體驗扣連，導致信息

傳達薄弱。 

在反思環節對溝通理論作更詳細

說明 

第二階段我們將更有系統地進行

反思環節，將信息和活動體驗扣

得更緊，並透過生活例子作更詳

細說明。 

4. 當前遊戲模式不適用於二人家庭 

當前遊戲設計針對三人或以上的家

庭，如果是二人家庭的話，因爲只有

兩個參加者，幾時提前收集關鍵詞也

無法做到盲猜和配對的遊戲效果，此

遊戲暫時不適用於二人家庭。 

發展二人家庭使用的遊戲玩法 

透過調整現有遊戲規則，發展出

一套適用於二人家庭的遊戲模

式，省去事前收集關鍵詞的步

驟。具體玩法已於 3.4.3.2 詳細說

明。 

3.4.8. 未來計劃 

日期 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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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至

一月 

進行第二階段活動試驗 

第二階段的試驗將加大受衆數量，計劃透過更多平臺如中文大

學廣發電郵、書院 Sunny Weekly 等增加活動曝光率和觸及率，

同時聯絡同區別的社區中心，期望透過他們的平臺作宣傳、接

觸到更多不同背景的家庭。 

第二階段的對象包括二人及三人家庭，將繼續沿用參加者自決

模式並繼續使用網絡視訊平臺（如 Zoom）進行。 

二月 發放第一次後續問卷 

後續問卷將跟進參與過工作坊的家庭的近況，了解他們當時的

家庭關係和家庭溝通情況，跟進他們的關係轉變。隨問卷亦會

附上以家庭關係爲題材的選文和親子相處的貼士，鼓勵參加家

庭繼續積極與家人溝通，保持良好關係。 

三月 時光機（一） 

爲參與過活動的家庭送去「時光機」。將活動花絮輯錄成集，透

過 Whatsapp 或電郵傳送給參與家庭，喚醒其對活動的回憶，從

而提醒參與家庭繼續對家人「存心傳意」。 

四月 發放第二次後續問卷及問卷回顧 

繼續邀請參與家庭填寫問卷，跟進其家庭關係轉變同時提醒他

們對家庭關係的關注。隨問卷附上前兩次問卷結果回顧，讓參

與家庭了解兩次問卷反映的家庭關係滿意度，讓參加者作爲參

考。 

五月 時光機（二）及 發放三次問卷結果分析 

再次向參與家庭發送活動回顧及 Facebook 專頁上有關親子溝通

的貼文。同時發放總共三次問卷的分析結果，讓參與家庭了解

半年間的家庭關係滿意度轉變。 

3.4.9. 回應疑問 

 疑問 回應 

1. 請問你們會否尋求或整合臨床心理學家或

育兒專家的建議，以增加你們計劃的說服

力、爭取 NGO 的信任？ 

暫時我們的知識都是自文獻

而來，如果未來能夠擴大規

模，也會考慮邀請有經驗的

註冊社工或家庭治療師檢視

我們的活動設計、指導我

們。相關機構包括東華三院

「家‧長‧愛」學院、房角

石家庭服務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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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活動的參與人數只有 12 個，所得的數

據是否足夠以及有代表性？ 

第一階段的參與人數較少並

且主要為組員之朋友，此結

果的代表性的確較低。所以

在第一階段後我們計劃增加

第二階段活動試驗，加大宣

傳，嘗試接觸及吸引更多受

眾參加，期望得到更多回應

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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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活動 5: Depth「親心直說」Shall We Talk 

3.5.1. 活動內容  

「親心直說」Shall We Talk 一共舉行了 4 場，成功吸引 4 個家庭（至少由一名

家長和一名子女組成）報名參與。為了吸引更多家庭參與和親子雙方能夠一同

參加，我們將活動舉辦形式變得更為方便參加者，包括參加者能彈性、自由選

擇工作坊舉辦日期和時間（我們工作人員沒有指定任何場次的日期和時間），

以及每個成功報名的家庭分別有不同獨立的工作坊（降低參加者在個人隱私方

面的顧慮）。 

以下為活動有關詳情： 

計劃日期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12 日（參加者可自行選擇日期） 

活動需時           大約 1.5 小時 （參加者可以自由選擇時段） 

活動形式 網上 ZOOM 舉行 

參加費用 全免 

名額 不多於 4 個家庭（15-24 歲青少年及其父母） 

 

以下為分別 4 場工作坊舉辦的日期與時間： 

場次次序（參加者雙方的關係） 舉辦日期與時間 

1（母女） 10 月 17 日（21:00-22:30） 

2（父子） 12 月 10 日（14:00-15:30） 

3（母子） 12 月 10 日（16:00-17:30） 

4（母子） 12 月 11 日（21:00-22:30） 

 

上圖清楚可見在最近一個月，較多大學子女願意與家長一起參加我們的工作

坊。這個上升的趨勢反映了活動經過第一階段檢討後制定的調整方向正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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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吸引力與參加者參與意欲明顯提升。在調整後，我們更加充分利用網上平

台舉辦方式的優點，減低了他們對不同方面的擔憂，包括難以遷就雙方時間、

子女和家長可能因不同原因而暫時不同住和傳統思想中「家醜不能外傳」的觀

念。這使我們的參加人數提升了不少，背後原因與第一階段檢討後作出的調整

方式有直接關係。 

3.5.2. 針對問題及計劃目的 

3.5.2.1. 活動目的 

此工作坊一共有以下四個目的： 

1. 增進親子雙方對彼此的了解，從而更能夠理解對方的想法和苦衷 

2. 為平日生活忙碌的親子提供一個共同參與和深入傾談的機會 

3. 解決現時疫情肆虐下，家庭關係越發緊張的社會現象 

4. 打破中國傳統的含蓄文化，為親子雙方提供一個可以互相表達愛意以及

探討死亡話題的機會 

3.5.2.2. 針對問題及計劃目的 

活動目的與此計劃目標關係緊密，工作坊緊扣本計劃中目標的三部曲，包括解

決已存在的問題、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和更常表達愛意。 

就解決已存在問題方面而言，此活動能夠針對現今家庭的通病，包括不願花時

間深入了解對方、親子相處或溝通時間少、不願敞開心扉與對方表達心聲和愛

意以及不太重視親子關係的重要性，親子間種種問題、矛盾、對對方的不滿與

彼此心中不停積累，導致最後爆發更大的衝突，使親子關係逐漸變得難以修

復。而我們的工作坊正正能夠一一針對以上的親子問題，在雙方矛盾不太嚴重

之時介入，預防親子間積怨太深，引致難以補救的地步。 

上文提及活動的四大目的分別能夠針對現今親子關係的問題，希望參加者能夠

藉著活動期間增加對雙方的了解以及深入探討平日不常提及的話題（如互表愛

意和嚴肅的死亡話題），從而更能理解對方心聲和苦衷，適時緩解雙方正逐漸

加深的矛盾，最後達致改善親子關係和重視親子相處、溝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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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由於活動能夠提供一個親子深入傾談和袒露心

聲的機會，我們希望親子可以藉此解開之前積累的誤會，並化解一直以來的矛

盾點，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次數或頻率，達到改善親子關係的目的。 

就更常表達愛意而言，此活動其中一個目的——打破傳統含蓄文化，能夠放下

彼此的面子和矜持，互相表達愛意，維繫雙方的親密關係。 

總括而言，此活動的內容設計和目的能夠針對我們計劃的各個目標，希望參加

者能夠透過參與活動，體悟到維繫親子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從不同方面改善家

庭關係。 

3.5.3. 活動流程、各環節希望傳遞的訊息和時間分佈 

活動大致可以分為 5 個部分，下圖將為按照活動中各個環節、環節希望帶出的

訊息，說明活動進行期間的時間分佈。 

流程 環節內容 希望傳達的訊息 時間分

佈 

1 活動引

入、互相

認識 

• 工作人員自我介紹、邀

請參加者跟我們簡介一

下自己和家人 

• 主持人簡單講解活動流

程 

此環節讓活動中所有

人能夠互相認識，從

而在之後的活動中更

容易表達自己的內心

感想 

5-8 分鐘 

2 分別加入

子女組和

家長組的

breakout 

room 

• 主持人邀請家長和子女

分別進入不同的

breakout room 

• 分別觀看有關親子相處

情形的短片 

• 工作人員帶領參加者就

短片內容進行討論 

• 邀請參加者將當下心情

或想跟對方說的話寫或

畫與紙上 

討論環節希望參加者

可以反思平日的親子

相處、溝通模式，並

與寫信環節中把當下

感想記下來，透過文

字或繪畫方式向對方

傳達愛意或表露心聲 

20-2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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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到

mainroom

參加最後

三分鐘環

節 

• 主持人邀請所有人回到

mainroom，進行第三個

環節 

• 所有參加者觀看一條墜

機的電影橋段短片 z 

• 主席人向參加者講解短

片和接下來的討論環節

的關係 

• 參加者需要幻想自己和

家人一同面對與短片情

節中的困境（生命正在

最後倒數中） 

• 參加者在工作人員的帶

領下互相分享心情和感

想，互相回應對方的內

容 

 

此環節希望參加者能

夠透過影片代入嚴肅

的情緒，互相探討死

亡這個比較沉重的話

題，並藉此反思平日

與對方的相處溝通模

式，以及於往後更常

表達愛意和進行更多

的深入傾談。最後，

我們想藉此帶出「珍

惜眼前人、珍惜當

下」的訊息，不要令

將來親子雙方之間留

下任何遺憾或感到後

悔 

30 分鐘 

4 主持人作

總結和解

釋各環節

的背後目

的 

• 主持人會總結一下此活

動的意義、目的以及我

們想透過各環節傳遞的

訊息 

• 我們成員也會分享一下

參與該場工作坊後的感

想 

• 邀請所有人一起大合照 

 

此環節希望透過總結

和工作人員分享個人

感受時，能夠加深參

加者對自身和家人的

了解，從而引起他們

反思，達致改善雙方

的親子關係的目的 

20 分鐘 

5 小組探討

訪談 

• 在主持人的發問和帶領

下，希望參加者能對該

場次的成效評分及給予

意見 

• 主持人會再次邀請參加

者就活動的安排評分和

給予意見 

最後希望參加者能夠

給予我們一些反饋和

意見，令我們可以持

續改進活動，提升改

良後工作坊的成效以

及改善整體安排 

10-12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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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活動參考  

此活動參考了兩個由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工作坊，分別為方舟生命教育館的「從

缺失中體驗愛」工作坊和「生命．歷情」體驗館的「安息地」工作坊。而下圖

會整合兩者的活動特點和該活動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以及我們工作坊最終設

計與它們可取之處的關係。 

參考活

動（主

辦單

位） 

從缺失中體驗愛—從死亡中發

現愛 

（方舟生命教育館） 

 

「安息地」、活動後解說 

（「生命．歷情」體驗館） 

 

活動特

點 

• 參加者需要模擬自己或朋友

去世，學習如何在失去中感

受愛，以及愛與失去如何並

存 

• 學習死亡不是人生旅程的終

點，而是一個又一個令人成

長和對生命有不同感觸的機

會 

• 學習以樂觀積極的心態看待

死亡（方舟生命教育館，

2016） 

 

• 參加者需要躺進特質的棺材，

觀看短片進行反思 

• 在純音樂的播放下，寫下活動

後的感想以及任何想對家人說

的話 

• 與其他參加者分享和討論對活

動的感想，從而進行反思 

• 學會珍惜眼前人和適時關心身

邊的人（「生命．歷情」體驗

館，2020） 

活動可

取之處 

• 活動形式為體驗式教育活

動，不但不會單向向參加者

傳遞訊息，也會鼓勵他們進

行反思 

• 自身的思考可對人產生更大

影響、動力和自主性去改變

自身行為和思想 

• 活動形式同為體驗式教育活動 

• 善於透過環境的佈置和音樂的

陪襯下，營造令人更易反思的

氛圍 

• 生命教育員的引導和適時的提

問有助加深討論環節的深度，

使參加者的感受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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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重視分享環節，鼓勵

同輩和家人間雙向溝通，增

進彼此關係和互相學習 

 

• 寫信環節可以讓參加者把當下

心情、感受記錄下來，提供了

一個跟家人表達愛意的機會 

 

活動優

點和我

們工作

坊設

計、執

行的關

係 

• 我們工作坊最後亦採用體驗

式教育活動為形式 

• 我們活動加入不少討論環

節，希望能引起參加者自身

思考，進行反思 

• 工作坊中的討論環節鼓勵親

子雙方相互討論，與對方袒

露心聲，分享自己的感想，

希望能夠增進親子關係 

• 我們工作坊最後亦採用體驗式

教育活動為形式 

• 寫信環節中也會播放純音樂，

令參加者更快代入情緒，能夠

透過文字或者畫畫盡情表達感

想和暢所欲言 

• 我們工作坊無論在子女和家長

分組與親子雙方的討論環節，

均由我們成員帶領和適時發

問，促進討論進度，也能使傾

談內容更加深入，希望加深參

加者的感受和引起反思 

 

3.5.5. 活動分析  

3.5.5.1 可行性 

在此工作坊的先導計劃中，活動經費為零。由於活動均使用網上 ZOOM 平台舉

辦和沒有額外需要購買的物資，我們並沒有向參加者收取任何費用。這使更多

參加者願意參與我們全面的體驗性教育工作坊。 

另外，工作坊所需的技術含量並不高，而且我們成員因近來大學網上授課而頗

熟悉網上平台 ZOOM 的各項功能，而且我們透過平時常用的社交媒體宣傳活

動，並使用 Google 表格來設計報名表格。因此，舉辦工作坊於技術方面而言，

我們成員並不難執行大部分設計的活動環節。另外，參加者於檢討環節均表示

對我們活動的各項安排頗為滿意，反映活動並沒有因技術問題而對整體運作構

成太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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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此活動經過第一階段檢討後作出相應調整後，更能夠吸引就讀大學的子

女願意報名參加工作坊。這反映活動經過於更多平台的宣傳以及給予參加者於

舉辦時間、地點和日期更大的自由度，能夠成功吸引更多不同年齡層的參加者

參與我們的活動，使先導計劃中第二階段工作坊的可行性得以大大提升。 

3.5.5.2. 創意 

坊間大部分親子活動（如講座、諮詢服務等）都是一次性、補救性和以個人為

單位，而我們活動的設計不但把活動由外面的場所搬到參加者居住的地方和網

上舉行，也非常強調親子雙方一同參與進行反思和相互討論，希望能夠起到一

個預防參加者將來發生親子衝突的作用。 

另外，由於我們會以每個家庭為一場工作坊的單位和彈性處理每個報名家庭，

此活動能夠讓參加者更靈活自主控制工作坊舉辦的時間和日期，以及整體活動

的長度。參加者參與時可自由向工作人員溝通、反映當日的情況或者任何顧

慮，我們會隨即作出相應的調整，例如活動環節的時間長短和整體活動需時長

度。 

此外，此活動跟坊間治療性質的專業諮詢服務有所不同，我們工作坊屬於預防

性質，也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士加入活動當中。由於我們成員均不具

備家庭治療、諮詢的相關專業知識，活動設計也比較傾向於互相分享、討論的

方向，降低了對工作人員和主持人於相關專業知識上的要求，使活動更能吸引

親子關係比較好和不太緊張的家庭參與。因此，我們活動能夠以較新穎、創新

的活動內容設計（體驗式教育工作坊）和舉辦形式（透過網上平台舉辦），補

足市面上親子服務的不足之處，提升社會家庭、親子相關活動的多樣化。 

以上內容也跟計劃採用的創新性定義相呼應，包括創造新價值和回應未被解決

的問題（Dance, 2008）。在創造價值方面，此工作坊揉合了兩個成功活動的優

點，亦希望透過不同環節傳達不同有關親子相處、溝通模式的訊息，達致我們

計劃改善家庭關係的目標。而在回應未被解決的問題方面，此活動能夠補足市

面上服務欠缺多樣性的不足，有助更多本身關係正常的家庭改善親子溝通、相

處模式。因此，此活動具備相當的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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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3. 延續性 

由於已完成的四場工作坊只屬活動的先導計劃，我們將會按照與活動期間蒐集

的參加者反饋和意見，對此活動的內容設計、舉辦形式和各項安排進行相應的

調整，希望改良後的工作坊能夠吸引更多家庭和青年報名參與。另外，由於先

導計劃中，此活動並不會收取任何費用和需要任何經費。在調整後的工作坊，

我們將會更進一步改良其中的環節，也有可能需要收取少量活動費用作為經

費，例如邀請相關專家嘉賓和給參加者郵寄紀念品（如我們自己設計的精美信

紙和信封）等等。希望改良後的工作坊能夠提升活動效果，更大程度地達到活

動原意、預期成效，以及更能緊扣我們計劃的三大目標。活動從而能夠長期進

行，讓更多不同的家庭參與，大大提升其延續性。 

3.5.6. 成果量度指標及方法  

每場工作坊的最後都會邀請參加者參與小組檢討討論，我們會在意見收集後，

以量性及質性指標量度活動成果： 

量度方

法 

成效

指標 

小組檢討訪談題

目 

量度指標和所做出的

調整 

目標 

量性研

究方法 

內容

滿意

度 

請提出對活動內

容設計的意見 

活動後會邀請參加者

就活動內容設計、能

否凸顯主要的訊息和

能否鼓勵他們作出實

際的行為改變等幾方

面，給予意見，使我

們可以透過意見反饋

衡量活動是否需要作

出相應調整、改良，

從而提升參加者對活

動成效、內容的滿意

度。 

我們期望參加者

對這幾項成效指

標給予正面的評

價和意見，從而

反映工作坊對於

改善親子關係有

比較高的成效。 

 

 

內含

訊息

傳達 

活動能否提升與

家人之間的親密

度 

 

成效

持續

性 

活動能否令你在

往後跟家人更常

表達愛意和進行

深入的傾談、溝

通 

質性研

究方法 

成效

滿意

度 

• 活動能否加深

對家人的了解 

• 請他們就活動

能否改善與家

工作人員會邀請參加

者就活動成效、活動

安排滿意度和舉辦形

式（參加者自選日期

我們期望參加者

能夠對於我們的

活動成效、時間

安排和舉辦形式



 
 

79 

 

人之間的關係

評分 

• 1-10 分，10 分

為最高分 

時間的方式）的項

目，進行評分。希望

參加者對於我們活動

成效和各項安排等給

予我們一點評價，有

助我們於未來計劃中

作出有關的調整。 

 

給予 6 分或以上

的評分，從而反

映活動能夠引起

參加者反思，以

及對我們的時間

安排、舉辦形式

給予正面評分和

表示較大程度滿

意。 

 

 

執行

滿意

度 

• 請他們就活動

的安排評分

（包括對活動

舉辦形式（透

過 ZOOM 舉

辦）的滿意程

度） 

• 請對活動舉辦

日子時間的合

適程度評分 

• 1-10 分，10 分

為最高分 

3.5.7. 第一階段成果分析 

3.5.7.1. 第一階段的意見反饋 

我們首場工作坊於 10 月 17 日晚上舉行，當晚亦有進行小組檢討討論環節，成

功收集到參加者的意見反饋。 

參加者於首場工作坊給予的意見反饋和評分整體來說均頗為正面。在對活動成

效的評分及意見方面，參加者均表示活動內容豐富，形式新穎，她們除了表示

對體驗式教育工作坊形式的欣賞，也反映內容環環緊扣、相互呼應，能夠吸引

她們全程投入進行活動。另外，她們也表示活動能夠促進她們母女間的溝通和

加深對彼此的了解。透過工作坊中親子深入傾談的討論環節，參加者提到平日

她們甚少主動探討死亡這類較沉重的話題，活動能減低她們對談論死亡話題的

抗拒感覺。而且她們也表示活動有助她們了解對方的想法，也能夠藉此機會互

相表達愛意，從而增進親子關係。再者，她們也表示活動能夠達到改善親子關

係的目的，她們透過活動中互相寫信和一起討論心中所想的環節，除了更加能

夠開口跟對方表達愛意，也明白維繫親子關係的重要性和更加珍惜眼前人。因

此，她們均同意活動能夠提升她們親子間的親密度。最後，參加者就活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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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的評分也頗為正面，她們分別給予了 9 分和 9.5 分，反映參加者對活動整

體成效頗為滿意。 

在對活動安排的評分及意見，她們均表示非常欣賞活動於時間安排和舉辦形式

方面的自由度和彈性。其中，她們提及我們於知道家長方面於翌日需要很早上

班後，主動提出將活動長度縮短以及濃縮內容，並非常感謝我們工作人員的體

諒和遷就。而且，她們也向我們反映了對自主選擇舉辦日期時間形式的滿意和

欣賞，並希望我們繼續保留此彈性的處理方式，方便其他參加者和家人商討參

與日子與時間。最後，她們就活動安排（如對以網上平台進行的形式）的評分

也頗正面，分別為 8.5 分和 9 分，顯示工作人員熟悉網上平台 ZOOM 的操作，

以及在相關方面作出了充足的準備，令活動大致進行流暢。 

總括而言，首場工作坊的意見反饋無論在活動成效和安排方面的意見和評分，

均與我們的預期分數和目標吻合。反饋結果對我們的活動內容設計和相關安排

表示一定的肯定。可是，我們工作人員於執行期間遇到的一些問題，也令我們

在往後第二階段的活動作出了一些調整，使活動的進行更加流暢，提升參加者

對活動安排方面的滿意度。 

3.5.7.2. 工作人員的執行困難 

工作人員於執行活動環節期間，遇到了一些技術問題，對活動的進行構成了一

些阻礙，幸好在我們跟參加者說明問題後也得到了她們的諒解。例如參加者進

入 breakout room 後，可能因為網絡不穩定，突然自動退出了網上平台 ZOOM。

工作人員意識到問題所在後，也適時向主持人報告了情況，我們迅速聯絡了參

加者，並幫助她重新進入活動進行的 ZOOM meeting。雖然此技術上的問題是我

們無法控制的，但經過這次經歷後，我們工作人員之間也慢慢培養了默契，在

發現問題當刻，立刻透過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 訊息）向主持人匯報問題，

令問題能夠盡快解決，使活動進行的更加順暢。 

我們兩名工作人員也於首場活動後進行了電話通話，檢討和討論當日的活動進

行經過和對方的表現，也給予對方一些改善的建議，希望第二階段活動的參加

者對活動成效、安排的滿意度和評分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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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3. 活動限制 

此活動於內容設計上存在著一些限制。例如活動的目標受眾為 15-24 歲的子女

及其父母，但是活動報名人數較少，反映出大學子女較為抗拒與家長一同參加

活動。而首場活動的參加的該名子女只有 17 歲，顯示在中學生（19 歲以下）

子女對於跟家長一同參與活動的抗拒程度較低。因此，我們於宣傳策略上作出

了一些調整，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不同年齡、背景的家庭參與。 

另外，活動設計包含了不少需要親子互相討論的環節，參加者可能需要嘗試跟

對方袒露心聲，對於本身親子關係較好的家庭而言，這些可能不太困難。可

是，對於比較沉默寡言的男性參加者或者原本親子關係較為緊張的家庭而言，

要在活動中互表愛意和敞開心扉地進行深入討論，可能比較困難，較難於短時

間內作出較大的改變。因此，我們於第二階段的活動內容、設計上也作出了一

些調整，希望能夠幫助一些因自身性格、家庭角色等各種原因而難以投入活動

的參加者，突破心理關口，能在現實生活中逐漸作出改變。 

3.5.7.4. 活動調整 

經過首場工作坊參加者的小組檢討傾談以及工作人員間的檢討討論，我們發現

第一階段的工作坊大致存在數個不足之處，包括工作人員之間的默契程度、工

作人員於執行上遇到的技術困難、活動的宣傳策略和來自不同背景和年齡層參

加者對活動的抗拒問題。針對以上四個不足之處，我們對活動內容設計、對外

的宣傳策略和活動前的準備工作三方面作出了調整，希望第二階段的活動能吸

引更多不同的家庭參與。 

首先，就活動內容設計方面，我們會細閱報名參與家庭提交的報名表格，當中

有一題請參加者填寫自己與一同參加家人的關係和希望工作人員如何稱呼對

方。根據這兩題問題的答案，我們能夠對該場工作坊參加者間的關係作出初步

估計。例如當參加者於詢問雙方關係問題上填寫父子、母子或母女關係時，我

們便能夠根據自身經歷或身邊朋友的家庭，初步估計該場的參加者之間的親密

度、兩者平日的相處溝通模式和各自的性格。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家之主

（通常為父親）會顧及自己的面子，或因本身工作繁忙，而較少主動關心子

女，更不會突然向子女表達愛意。其實，大部分男性參加者（兒子或者父親）

都因本身性格和傳統觀念而比較少向親子雙方表達愛意。相比之下，女性參加

者（女兒或者母親）之間的關係通常都比較親密，更容易互相表達愛意和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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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因此，在活動前細閱報名表格，能讓我們初步估計該場參加者之間的關

係和平日相處模式，從而與當日的親子討論環節的內容深度以及工作人員發問

的次數上有所調整。希望第二階段的參加者能夠更加投入參與活動，引起反思

和於生活中作出實際改變。 

另外，就宣傳策略方面，我們於第一階段時，只透過自己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社交專頁宣傳此工作坊，並沒有主動聯絡相關機構或已經運營多年的其他公開

專頁，尋求他們的幫助。因此，於第二階段，我們不但於 10 月下旬主動聯絡了

伍宜孫書院協助我們宣傳，也主動私下詢問中大人資訊專頁（cuhk_infopage）的

Instagram 專頁，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向更多目標受眾留意我們的活動。而它們均

願意幫助我們宣傳活動，例如中大人資訊專頁於其 Instagram 社交平台上分享了

此活動的宣傳設計和有關詳情，書院也於 11 月中於 Sunny Weekly 電郵至少刊登

了 5 次有關此活動的詳情和宣傳文字。希望第二階段的工作坊能夠通過更多的

宣傳渠道得悉此活動，並報名參加活動。 

下圖為此活動於我們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社交專頁的宣傳設計： 

 

下圖為我們主動聯絡中大人資訊專頁尋求幫助的訊息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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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此活動於中大人資訊專頁於其 Instagram 社交平台上分享了此活動的宣傳

設計和詳情： 

 

下圖為此活動於書院 Sunny Weekly 內部通訊電郵刊登的宣傳內容： 

 

再者，就活動前的準備工作方面，活動負責人會於第二階段活動前加長活動前

準備會議的長度，使工作人員能夠清楚知道如何協助負責人主持分組討論過

程、播放有關短片時的留意事項、如何協助負責人錄影或適時截圖（拍照）以

及就每場工作坊參加者背景和關係向工作人員簡介及講解如何調整內容設計。

因此，於第二階段的每場工作坊前，活動負責人會與工作人員事前約定一次大

約 10 至 15 分鐘的 ZOOM 會議討論相關事宜，務求確保工作人員雙方清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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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和如何與主持人互相協調，提升彼此默契度。然後，當每場工作坊完結

後，我們雙方也會保持聯絡，互相討論彼此的表現，進行事後檢討，從而改善

下場工作坊彼此之間的合作和協調。 

總括而言，第一階段活動後參加者的意見反饋和工作人員間的檢討，反映了數

個不足之處，商討後決定於第二階段活動作出以上三個調整，希望能夠提升活

動成效、第二階段活動的報名人數和參加者的整體滿意程度。 

3.5.8. 第二階段成果分析 

3.5.8.1. 第二階段參加者背景簡介、舉辦日期、時間 

場次次序（參加者雙方的關係） 舉辦日期與時間 

2（父子，Jerry） 12 月 10 日（14:00-15:30） 

3（母子，Jason） 12 月 10 日（16:00-17:30） 

4（母子，Anson） 12 月 11 日（21: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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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2. 第二階段活動意見反饋與如何與未來計劃作出調整 

指標 1：參加者小組檢討部分——內容滿意度 

研究方法：量性研究 

參加者意

見反饋 

參加者均對活動內容設計表示滿意，但有部分男性參加者（包括

父親或者兒子）表示於最後三分鐘環節難以開口跟對方表達謝意

或者愛意，尤其第二場的工作坊中的父子雙方也反映了這個難

題。除此之外，其餘場次的參加者都表示對活動內容以及設計頗

為滿意。 

結果及未

來調整計

劃 

我們可能就男性參加者難以突破心理關口的問題以及普遍現象，

為他們設計另外一個新的環節，由淺入深。我們也理解要短時間

內立刻作出改變是不太容易的，但是親子關係的維繫講求雙方一

起付出時間、心思。無論是父子、母子還是父女之間的關係，親

子雙方都需要至少其中一方作出主動，首先作出嘗試，於平日生

活中表達關懷對方的心。雖然男性有時可能只是不常把關懷、心

意掛在嘴邊，但是要讓對方清楚感覺到雙方的心意，行動加上語

言往往是最有效傳達彼此心意的方法。我們的計劃第三個目標就

是希望社會可以打破傳統觀念，放下面子，跟對方表達愛意、心

意，珍惜眼前人。因此，這個現象值得我們於未來計劃中思考如

何把計劃的現存活動，拓展出針對男性比較含蓄文化的活動或者

工作坊，使更常表達愛意的訊息於社區中宣揚開去。 

 

指標 2：參加者小組檢討部分——內含訊息傳達 

研究方法：量性研究 

參加者意

見反饋 

參加者對活動成效中「活動內容是否能凸顯出我們希望傳達的訊

息」（如要常常跟對方表達心意等）的題目，意見普遍頗為正

面，反映活動環節成功以短片和互相討論環節，以及工作人員的

帶領和主持人負責的總結部分，能夠引起參加者反思，重視親子

關係，並希望往後能夠一起努力改善雙方間的關係。 

結果及未

來調整計

劃 

我們於未來計劃中會著重透過調整活動細節，使活動更能凸顯希

望傳達的訊息，務求大部分參加者能夠透過活動，引發對自身的

思考，從而在平日生活中作出實際改變。此活動在未來計劃中可

能會多設計幾個不同的流程、環節，從而活動改良後能夠針對來

自不同年齡層、背景以及有著不同家庭關係狀況的參加者。按照

參加者的需要和背景，工作人員會於討論環節詢問不同版本的問

題，按情況會先問出比較容易展開親子討論的問題，打開話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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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慢慢加深問題的深度。這樣可以使有著不同需要和家庭狀況

的參加者也能投入活動，減少因自身性格或者家庭角色而出現討

論期間的冷場機會。 

 

指標 3：參加者小組檢討部分——成效持續性 

研究方法：量性研究 

參加者意

見反饋 

參加者對活動成效中「活動是否能鼓勵您於往後生活中作出實際

改變」（如更常與家人進行深入的溝通）的題目，他們的反饋均

頗為正面，顯示活動能引起參加者反思自身不足，希望為維繫親

子關係作出努力，改善親子雙方的相處、溝通模式。 

結果及未

來調整計

劃 

我們於未來計劃中會把更多促進雙方溝通、深入傾談的討論環節

加入到其他活動，以及設計深淺程度不同的問題，供工作人員參

考或使用，使我們的計劃宗旨、活動訊息能帶入來自不同背景的

家庭，以及拓展到更多不同的家庭關係中，致力於社會中宣揚計

劃的三大目標。 

 

指標 4：參加者小組檢討部分——成效滿意度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參加者意

見反饋 

參加者對活動成效中「活動能否加深對家人的了解和改善彼此關

係」的題目，他們的評分均頗為正面（三場工作坊（6 位參加

者）的平均分數為 8.5 分），反映參加者對活動成效普遍感到滿

意。活動能夠引起參加者的反思，希望往後可以改善親子間的相

處、溝通模式。 

結果及未

來調整計

劃 

我們於未來計劃中可能會把此活動的優點跟其他活動的優點進行

整合後，制定一套改良後的活動、工作坊，並希望能夠互補不

足，更有效地在社會宣揚我們計劃的目標和希望傳達的訊息。 

 

 

指標 5：參加者小組檢討部分——執行滿意度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參加者意

見反饋 

在活動安排部分中對舉辦形式和時間日期安排的題目，參加者的

評分普遍均頗正面（三場工作坊（6 位參加者）的平均分數為 8

分），反映大部分參加者對活動安排感到滿意。可是，有個別參

加者表示他們並不熟悉網上平台 ZOOM 的功能，阻礙了活動的進

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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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及未

來調整計

劃 

針對這個技術上的問題，我們原本希望子女能夠透過給家長展示

如何使用網上平台中 ZOOM 的各項功能，增加彼此間溝通的機

會。可是，對於不善於言辭的子女，要達到以上的效果可能不太

容易。因此，於未來計劃中，若果我們需要使用網上的平台來進

行活動，我們會在參加者報名成功後，統一將我們事先製作的網

上平台功能說明書（只會涵蓋活動中需要使用的相關功能）透過

登記電郵地址，發送給每個參加者家庭，希望盡量減少活動期間

的技術問題出現機會。 

3.5.9. 未來計劃會作出的調整和改良 

就「親心直說」Shall We Talk 活動而言，我們將會作出幾項調整，包括設計幾

套深淺程度不同的建議問題、按不同家庭的情況或背景、需求設計出不同的環

節以及製作活動中需要使用的網上平台功能說明書。我們希望透過以上三項新

調整，未來此活動能夠吸引來自更多家庭背景、年齡層以及有著不同性格與家

庭關係狀況的人士參加此工作坊，使我們的計劃宗旨能更有效地達到，並最大

化計劃的社會影響。 

就整體計劃而言，收集各個參加者的意見反饋後，我們將會於未來詳細分析計

劃現存活動、工作坊的優點和不足之處。我們除了希望能揉合各活動的優點之

餘，也能夠運用不同活動的種類、特性互補不足，令我們計劃能更有效地於社

會中宣揚「重視親子關係」和「雙向溝通」的訊息。 

3.5.10. 回應疑問  

疑問 回應 

1 想請問如果於活動中遇到工作人

員難以處理的複雜家庭問題（例

如家庭暴力），你們會如何處理？ 

我們會首先嘗試穩定參加者的情緒，

然後希望在我們的勸說下，雙方能夠

冷靜心情，回复理性溝通。如果該家

庭關係過於緊張，而且存在複雜的親

子衝突問題，我們會暫時停止進行活

動，並冷靜地勸說該家庭成員可能需

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基於我們成員並不具備進行家庭治療

或諮詢服務的資格和相關知識，我們

會首先給他們介紹一些與我們有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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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的相關專業人士，例如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的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的

教授成員。並且在得到參加家庭的同

意下，我們把他們的情況告知相關專

業人士（不會透露該家庭的任何個人

資料），幫助他們諮詢有關專家會建

議該家庭要如何處理或者如何向有關

機構尋求協助。然後，我們成員會把

詢問結果傳送給該家庭的成員，希望

他們的家庭問題能在專業人士幫助

下，盡快得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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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短中長期檢討 

4.1. 整體計劃回顧 

「存心傳意」Familiar 利用 Theory of Change 回顧計劃以及訂立了短期、中期、

長期預期成果。 

我們首先訂立了長期預期成果 ——解決已存在的家庭紛爭、減少將來發生衝突

的可能性以及表達愛意，及後提出假設（Assumption），分別是社會大眾對家庭

關係重視以及普遍 15-24 歲青少年懂得使用網上平台。 

我們透過問卷和文獻收集找出客戶需求（Client need ），然後，投入資源包括

時間、5 個組員以及朋友、網絡資源。於第一次報告前，我們設計活動時，參

考了坊間類似的活動，加入創意，進行組內試驗，詢問教授意見，對活動進行

修訂，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Sunny Weekly 進行宣傳，最後推出 COVID 五

個活動： 

Comment : 每週一讚彈  

Options： 身火相傳 Instagram 相片濾鏡 

Voice(s)：「聲聲」相惜 

Identity ：猜猜我是誰 

Depth ： 親心直說 Shall We Talk 

 

以下是我們所訂立的短期、中期和長期預期成果，以及如何分析我們的計劃是

否達到預期成果的指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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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推出活動 1-2 個月達到短期預期成果 ——設計的活動讓參加者明白到

各個活動的宗旨及理念，同時宣傳到位及吸引參與。兩個網上活動的分析指標

（Indicator） 包括活動觸及人數及活躍程度（留言回應的反應）判斷活動是否

宣傳到位及吸引參與，而三個工作坊的分析指標（Indicator） 包括活動後問卷

以及討論環節來判斷活動是否能讓參加者認識溝通的重要性和明白活動的宗旨

及理念。 

 

網上活動： 宣傳到位及吸引參與 

 詳細分析指標 

Comment : 每週一讚彈  

 

每週有四個家庭參加 

社交媒體每個貼文有五個回應 

Options：身火相傳 Instagram 相片

濾鏡 

拍攝次數衝破一千 

覆蓋範圍不限於朋輩 

 

工作坊： 參加者認識溝通的重要性和明白活動的宗旨及理念 

 詳細分析指標 

Voice(s)：「聲聲」相惜 參加者意識到雙向溝通和同理心的重要

性 

Identity ：猜猜我是誰 參加者意識到持續了解對方的重要性 

Depth ： 親心直說  參加者意識到珍惜當下\與家人相處溝

通以及表達愛意的重要性 

 

五個活動都已經完成短期預期成果的檢討。 

 收集的數據/問卷結果及改良方案 

Comment: 每週一讚彈 達到預期效果，進一步增加在社交媒

體的觸及率及互動 

Options： 身火相傳 Instagram 相片濾

鏡 

KPI 初步數據不俗，需繼續於限時動

態收集更多質化意見方能了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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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s)：「聲聲」相惜 大致達到預期效果，但雙向溝通設計

已改良及試驗中 

Identity ：猜猜我是誰 活動內容大致達到預期效果，部分細

節已微調並計劃進行試驗 

Depth ： 親心直說 Shall We Talk 大致達到活動預期成效以及活動進行

順暢，部分細節經由成員討論和檢討

後作出調整，並會於下階段活動試驗

改良後的活動效果 

 

推出活動 8-9 個月後希望達到中期預期成果 ——計劃三步曲中解決已存在的家

庭紛爭以及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兩個網上活動的分析指標（Indicator） 

包括活動觸及人數、活躍程度（留言回應是否偏向正面）以及設立關卡問題 

（Instagram）；而三個工作坊的分析指標（Indicator） 包括電話訪問以及後續

問卷來判斷活動是否能達到中期預期成果。 

 

網上活動： 是否能幫助參加者解決已存在的家庭紛爭以及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

可能性 

 詳細分析指標 

Comment: 每週一讚彈 當參加人次達到 300，將製作每日一讚

彈日記本，讓參加者每天自行記錄和

家人的溝通，進一步鼓勵他們增加溝

通頻率 

Options： 身火相傳 Instagram 相片濾

鏡 

觸及人數和活躍度有持續上升的趨

勢， 

將加入任務保持新鮮感，於濾鏡設立

關卡及問題，了解用家有否達成計劃

目標 

 

工作坊：是否能幫助參加者解決已存在的家庭紛爭以及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

能性 

 詳細分析指標 

Voice(s)：「聲聲」相惜 

 

以電話訪問和後續問卷持續追蹤，以

收集的結果分析活動參加者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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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猜猜我是誰 把活動所帶出的理念運用在家庭相處

中，從而就自身不足作出了實際的行

為改變，達到計劃中解決已存在的家

庭問題，以及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

能性的兩大目標 

Depth ： 親心直說 Shall We Talk 

 

同時，我們會根據收集回來的數據來改良活動，同時深化主題。隨著時間的推

移，我們也會設計新活動。  

 

推出活動 1-2 年後，希望達到長期預期成果 ——完成計劃三步曲：解決已存在

的家庭紛爭以及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及表達愛意。兩個網上活動的分析

指標（Indicator） 包括活動觸及人數、活躍程度（留言回應是否偏向正面）以

及設立關卡及問題 （Instagram）而三個工作坊的分析指標（Indicator） 包括電

話訪問、後續問卷來判斷活動是否能達到長期預期成果。 

 

網上活動：是否能幫助參加者解決已存在的家庭紛爭、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

能性及表達愛意 

 詳細分析指標 

Comment: 每週一讚彈 參加人次達到 1000 及濾鏡互動人次達

到 5000 時，將製作計劃英文版及新濾

鏡，推廣至香港以外的地方 

 

Options： 身火相傳 Instagram 相片濾

鏡 

 

工作坊：是否能幫助參加者解決已存在的家庭紛爭、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

性及表達愛意 

 詳細分析指標 

Voice(s)：「聲聲」相惜 以電話訪問和後續問卷持續追蹤，以

收集的結果分析活動參加者可以把活

動所帶出的理念運用在家庭相處中，

從而就自身不足作出實際的行為改

變，達到計劃中解決已存在的家庭問

題，以及減少將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的兩大目標。希望參加者可以衝破心

理關口，勇於跟對方表達愛意。由於

此過程需要改變平日的性格或表達方

式，短時間內難於作出大改變，所以

需時較長。 

Identity ：猜猜我是誰 

Depth ： 親心直說 Shall We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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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把計劃推廣至學校，擴展計劃的目標對象，推向不同年齡層，進行新活

動檢討。 

4.2. 現有問題及解決方案 

 現有問題 解決方案 

1. 計劃難以觸及親子關係較差的家庭 

目前活動宣傳只集中在網上，而且

缺乏主動宣傳（如 Instagram 廣

告），所以計劃暫時較難觸及沒有出

動接觸此類信息、親子關係較差的

家庭。 

未來增加主動宣傳 

暫時會在能力範圍內專注服務關係

普通的家庭。 

當計劃踏入後期，已經有初步成果

後，將嘗試透過 NGO 或社工等途

徑接觸此類家庭及宣傳我們的計

劃，同時增加社交平台宣傳，期望

主動接觸到更多不同狀況的家庭。 

2. 接觸到的受衆以大學生及朋友爲主 

暫時我們接觸到的受眾都屬於同一

同溫層，以大學生為主。 

未來增加主動宣傳 

目前我們較專注 Instagram 的平台經

營。然而家長輩的受眾多使用

Facebook，未來會增加 Facebook 專

頁的內容，同時投放廣告，亦會考

慮於 Google 搜尋引擎投放關鍵詞

廣告，以不同平台的宣傳打破同溫

層。 

 

3. 目前受眾反應一般 

目前目標受眾為大學生，但大學生

對工作坊及活動的反應一般，在觸

及的對象中只有少量會報名參加活

動。 

嘗試專注於年紀較小及較大的受衆 

未來會先透過更多宣傳教育喚醒大

學生對家庭溝通議題的關注和興

趣，鼓勵他們投入維繫親子關係。 

此外，我們將轉向目標年齡層中較

年幼（就讀高中）的青少年以及更

重視親子相處及關係的父母群。計

劃從這兩個較有興趣參加活動的群

組入手，吸引更多參加者。 

4. 受疫情影響未能面對面進行工作

坊，影響部分活動效果 

「親心直說」活動設計較適合以面

對面形式進行，參加者能更加投入

疫情後會改以面對面形式進行 

雖然疫情暫時仍未好轉，但如果情

況允許，我們會以面對面模式再試

行一次「親心直說」工作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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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然而現時受疫情影響無法進

行面對面工作坊，參加者的投入度

和活動帶來的反思效果稍有削弱。 

效果更理想的話，以後將持續沿用

面對面形式進行活動。 

5. 受衆少，可能因忙碌或執行上的問

題而卻步 

活動「聲聲」相惜初期較少參加者

報名參加，檢討後亦發現原因可能

是受眾較忙碌，無法配合工作坊時

間。 

活動改以參加者自決模式作彈安排 

隨後三個工作坊活動都沿用參加者

自決模式，為受眾提供彈性化安

排，為因為現實原因而無法參加活

動的家庭排除困難。 

6. 活動以青少年主導為主 

計劃內的活動主要由子女方作主導

（例如 Instagram 濾鏡），宣傳對象

也以青少年為主。部分同學亦提問

我組是否會增加家長主導的活動以

平衡兩者。 

檢討計劃定位後將繼續沿用此模式 

在內部檢討後，我們認為坊間已經

有不少針對家長的親子關係計劃，

從子女一方入手是我們計劃的特

點，亦是我們初心所在。所以未來

會繼續以青少年主導的活動為主

要，期望喚醒青少年對家庭關係的

關注，補充坊間機構的不足。 

7. 活動模式鬆散，難以集中參加者 

暫時計劃內的活動都分散進行，不

同活動的參加者並不相同，現時模

式難以集中參加者。 

延續現時優勢，同時考慮「活動

日」模式 

雖然活動分散較難集中參加者，活

動之深刻度也不及集中式的「活動

日」，但在時下難以聚眾的抗疫環境

下，活動的靈活性和便利性是我們

計劃的優勢，受眾足不出戶也能夠

接觸到改善親子關係的資訊和工作

坊。未來我們會先延續現時優勢，

並持續觀察受眾需求，如果未來疫

情好轉後，「活動日」模式更加切合

受眾需求的話，我們亦會考慮將工

作坊集中在一天內舉辦，並在活動

日結束後邀請參加者參加其餘網上

活動。 

5. 財政預算 

對於計劃長遠可持續發展方向，除了上面提到的尋求和 NGO 及學校合作，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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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們五人繼續營運這個計劃。當中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就是財政的可持續

性。以下我們將探討計劃如何在財政上自負盈虧。 

 

暫時，在這九月到十二月的先導計劃中，我們沒有任何支出，因為我們使用中

大免費 Zoom 帳戶和我們本來的人脈，及得到教授願意無償受訪的支持。但長

遠來說，計劃需要年均支出。 

 

第一是社交媒體推廣費，幫助我們接觸中大同學以外的更多年齡層和背景的家

庭。現時活動的參加者大多是我們本來認識的中大同學，但除了他們，我們希

望推廣到更多不同年齡層及背景的家庭，覆蓋及幫助更多的家庭，提升計劃的

影響力。我們期望每天能有約 30 個新的接觸者（一年即有 10,950 個新的接觸

者）。根據 Facebook 推廣計劃廣告官方預算案，Facebook 預計花 HK$2,000 可以

接觸到 11,500 到 33,100 的群眾（Facebook，2020），即每$1 大概可以接觸到 5 至

16 人 ，因此這個項目的預算是$2,000。我們亦會再根據實際接觸人數和大衆反

應再調整投放在社交媒體的推廣費用。 

 

第二是 Zoom 平台訂閱費，在疫情下，為保障參加者健康，我們的工作坊大部

分都會網上舉行，鑑於大部分大學生都有使用 Zoom 的知識，及先導計畫中的

工作坊參加者都同意工作坊活動於 Zoom 平台舉辦的有效性、流暢性及穩定

性，我們計劃會在疫情下繼續使用 Zoom。由於我們在半年後就會畢業，畢業後

將不能再使用中大 Zoom 的帳戶，需要支付訂閱費，我們將選擇最便宜的計畫

「小型團隊的理想之選」，這個項目的預算是 HK$1,177（Zoom 每年訂閱費為

US$149.90（Zoom，2020），以匯率 7.85 並四捨五入到最近的整數計算

HK$1,177）。 

  

第三是專家車馬費，我們在先導計畫中已邀請黃美菁教授和陳智豪教授拍攝短

片分享親子溝通技巧，感謝教授們願意無償受訪，給予我們計畫意見，及讓我

們的專頁分享更具權威性。我們認同專家訪問和分享在計畫的重要性，因此在

未來我們會繼續邀請不同專業人士，如社工、親子專家和教授，進行十五至三

十分鐘的訪問，並製作短片花絮放於專頁上，及在工作坊活動中播放部分合適

的內容。為了感謝這些百忙中抽空受訪的專業人士，我們會預備$100 車馬費作

為感謝。我們預算每年會進行 15 個訪問，因此這個項目的預算是$1,500。 

 

第四是雜費及其他支出，主要用於未來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和發展計畫，包括上

述一些中期和長期目標的支出，及應付任何突發的支出，例如因回應大眾意見

而產生的任何改善平台或活動的費用，這個項目的預算是$1,000。 

 

以下是年均支出總和項目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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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支出總和 

 數量 單價($) 總和($) 

社交媒體廣告推廣計劃 1 2,000 2,000 

專家車馬費 15 100 1,500 

Zoom 訂閱費 1 1,177 1,177 

雜費及其他支出 1 1,000 1,000 

支出總和 5,677 

 

在收入方面，我們的財政預算將收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資金是來自中

大和書院的資助計劃，第二階段是來自參加者及群眾自願支持，而第三階段則

來自付費資源。 

 

在第一階段，我們會申請中大及書院中策劃社會服務的資助計劃，其中包括以

下計劃： 

資助計劃 最高資助額 

「創出我天地!」學生資助計劃 $20,000 

服務學習項目資助計劃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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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良獎勵計劃  $10,000 

博群社會服務計劃 $20,000 

 

我們期望獲取最少一萬元資助作為起始資金，能將我們的計劃推廣到更多人，

到後期才有機會實行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收支平衡。由於中大及書院資源有限，

而且申請者不少，我們期望能成功申請其中一個資助計劃項目，獲得$10,000 資

助。 

 

回應同學在 Blackboard 上對批核時間和申請信心的疑問。對於詳細批核時間，

資助計劃負責人回應每個項目要處理的申請數量和審核標準不一，實在很難有

一個固定的完成批核時間，所以這個是他們不能保證的。另外，我們很有信心

成功申請資助，因為「存心傳意」計劃符合貢獻社會的標準，及能體現書院的

創造力、企業家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核心價值，更重要是，先導計劃體現了活動

對改善親子關係的意義和有效性，我們有信心能說服審核團隊我們的決心和計

劃的意義及可行性。 

 

第二階段是來自參加者及群眾自願支持，首先是參加者按體驗捐款。根據

Facebook 推廣計劃廣告官方預算案，我們通過宣傳計畫可以在每年有 10,950 個

新的接觸者，假設他們接觸專頁後、參與工作坊活動的比率是 1%，每年會有

110 個家庭參加我們的活動。參考過坊間活動，如親子甜品製作班，每小時需

要$200 以上，我們認為制定一小時活動的建議捐款額為$30 合理。款項為建議

捐款而不是強制付款，雖然犧牲了財政穩定性，但社會上，部分貧窮家庭因為

父母忙於多打一份工賺錢，少與子女溝通而帶來不好的親子關係。我們認為他

們其實很需要親子工作坊，不希望他們因經濟負擔而放棄機會（這個也回應了

有些同學在 Blackboard 上貧窮家庭不肯參加的憂慮），所以只使用建議捐款。但

是，我們認為在先導計畫中，參加者對工作坊的評價非常正面，所以我們相信

有一半家庭願意捐款$30 作為支持，帶來$1,650 的收入。另外，我們會使用群眾

募資平台，如 Umadx Hong Kong，在網站上撰寫詳細的計畫書，講述親子關係

意義及 COVID 五個不同活動的詳情，希望能吸納每年$2,000 的眾籌。 

 

第三階段是來自付費資源。隨著關注者和參與者的增加，我們會開啟付費資源

功能，我們將開啟計畫的 Patreon 帳號，為付費訂閱者提供更多會員專屬文章和

影片（如沒有公開的專家訪問打字稿和影片，及專家同意的個人著作），和優先

參與我們新推出的親子活動。我們預料付費訂閱者是想改善親子關係的家庭，

他們可以訂閱一個帳戶，一家人一起閱讀文章或觀看影片。我們將開啟計畫的

Patreon 帳號，我們付費訂閱者的對象是想改善親子關係的家庭，他們可以訂閱

一個帳戶，一家人閱讀文章或觀看影片。我們期望每月有 20 個人願意支付$10

訂閱費，扣除 10%基本平台收費，帶來每年$2,160 的收入。暫定的每月$10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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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參考了每份蘋果日報已經需要十元，而我們相信我們的會員專屬文章、影

片和活動豐富程度定價與一份報紙一樣並不過分。至於假設訂閱人數有 20 個

人，是因爲現在認識我們的人不多，我們會在工作坊後宣傳 Patreon 帳號。我們

每年會有 110 個家庭參加我們的活動，先假定每 5.5 個家庭就有 1 個家庭訂閲。

但坦白說，市面上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這類型的 Patreon 帳號盈利情況，我們目

前仍沒有資料顯示願意付費的人數和金額，所以詳細金額和預計人數，我們將

以第二步自願捐款者的情況，再做市場研究，選擇是否開始第三步，及制訂付

費資源的具體收費和福利。 

以下是收入總和項目列表： 

收入總和 

 數量 單價($) 總和($) 

第一階段：資助計劃 1 12,000 12,000 

第二階段：參加者捐款 55 30 1,650 

第二階段：群眾募資  1 2,000 2,000 

第三階段：付費資源 20 108  

($10 x 12 個月 

x90%) 

2,160 

支出總和 17,810 

 

我們預計在首年度能獲得資助計劃的收入，但在其後年度預計將收入渠道轉為

參加者，以確保活動的可持續性。在第一年，由於知名度未夠，主要依賴第一

階段從資助計劃所得的資金，去做各種宣傳。由第二年開始，我們開始有更高

知名度，希望開啟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收入，令計畫可以自負盈虧，持續進行下

去。以下是我們的計劃損益表： 

 

計劃損益表  
首年度($) 其後年度($)  

第一階段：資助計劃 10,000 
 

第二階段：參加者捐款 
 

1,650 

第二階段：群眾募資  
 

2,000 

第三階段：付費資源 
 

2,160 

每年支出 (5,677) (5,677) 

盈餘或虧損 4,32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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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員分工 

組員 強項 工作 活動總負

責人 

社交媒體當值 

回應留言 發佈教育帖文 

陳咏彤 分析及邏

輯能力強 

數據分析 聲聲相惜 1/11 – 14/11 – 

林正熙 有創意及

IT 能力強 

設計排版 Instagram

相片濾鏡 

20/9 – 3/10 

15/11 – 28/11 

20/9 – 3/10 

15/11 – 28/11 

林穎 好奇心強 閱讀文獻 猜猜我是

誰 

4/10 – 17/10 

29/11 – 12/12 

4/10 – 17/10 

29/11 – 12/12 

李穎姸 

 

會計專業 財務分析 每週一讚

彈 

– 每週發布一個

活動帖文 

胡韶嵐 外向及責

任感強 

內外部聯

絡人 

親心直說 18/10 – 31/10 

13/12 – 26/12 

18/10 – 31/10 

13/12 – 26/12 

組員分工主要是每人負責一個活動（包括活動整體運作、宣傳及分析改良），和

根據每個人的強項分配工作。至於社交媒體當值，6/9–19/9 的社交媒體當值

（回應留言及寫新的教育帖文）為全體成員擔當，但因為分工效率不高，我們

在開會後決定，每位成員需要輪流負責兩個星期的當值，包括回應留言及發佈

新的教育帖文，除了李穎姸因每星期已經需要出新帖文而例外。至於 1/11–

14/11 的社交媒體當值，由於陳咏彤的帖文並未達到組內已定的帖文標準，沒有

適當延伸和強調資料與我們計劃的關係，而且帖文圖片內的文字與文字教育內

容完全一模一樣。由於她是於兩星期的當值期完結七小時六分鐘之前才第一次

提交組內審核，審核後已經過了她的任期，而她認為任期已經結束，所以沒有

發佈新帖文，因此該兩個星期並沒有發佈任何教育帖文。另外，胡韶嵐在社交

媒體當值中額外擔任了訪問學者、視訊剪輯，及發佈教育視訊帖子到社交媒體

的工作。最後，爲了更好地達到社交媒體宣傳和互動的效果，林正熙、林穎、

李穎姸和胡韶嵐都有額外幫忙在社交媒體讚好、留言或分享帖子，推高人氣。 

7. 從其他組別及優秀組別學習 

7.1. 從往屆報告學習 （伍．再拖、Emologue） 

參考「伍．再拖」一文，我們五個活動中都採用了他們每個遊戲都有分析實行

内容、優點、預期成效等的模式。另外，他們的報告設計了各種應對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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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的方法，我們也會歸納及節錄社交媒體上人們的回應，解釋計劃所針對的

問題。「存心傳意」中企業家精神定義以及創新性定義也同樣參考自「伍．再

拖」的報告，包括企業家精神定義的四大條件把握機遇、前瞻可能的挑戰、持

續改進和克服資源限制（The Entrepreneur Africa， 2017）、要具備創新性所需的

創造價值和回應未被解決問題兩個要求（Dance, 2008）。而且，我們同樣會利用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宣傳外，還會用作介紹有關於家庭溝通技巧和對於親子

間互表愛意的建議。再者，他們會利用質化研究以及量化研究對他們的活動進

行檢討，而我們亦使用了質性研究以及量性研究來分析活動成效，從而改善活

動設計。 

 

借鏡「Emologue」的專題報告，我們使用遊戲來改善親子關係與他們使用了遊

戲的方式達至活動目的相似。我們亦篩選了問卷研究中的有效資料，設計新的

圖表，用顏色分辨正負面的溝通方式，希望能有效地表達內容。我們也參考了

他們在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的定位，我們會在專頁中為閱覽者整合有關家庭

溝通的資訊，宣傳及推廣我們的五個活動，招攬參加者並提供平台讓大眾可以

交流溝通心得。 

 

同時參考「伍樂樂」，為了檢討計劃的成效，他們以問卷調查作為指標，我們學

習他們以問卷形式對活動進行評估活動的成效舉行活動後，他們根據參加者的

建議對活動進行改良，並進行第二次活動。「存心傳意」中的聲聲相惜、猜猜我

是誰也根據問卷的意見對活動進行改良，並已開始進行第二次的試驗。 

 

7.2. 從現屆報告學習（Emap 及 Heirloom） 

我們參考 A09 組（一步一腳印）在可行性方面的討論，在財政，技術和限制方

面探討活動可行性，以及採用一次性問卷及追踪問卷，以評估計劃有效性和持

續性。所以我們發放總共三次問卷並進行分析，了解半年間的家庭關係滿意度

轉變來評估計劃有效性和持續性。同時，參考利用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為「存心傳意」制定出短期、中期以及長期預期成果,明確訂立每一階

段的目標以及衡量指標，供日後分析整體計劃是否能達到一開始的目標，從而

決定如何改善計劃。 

 

我們參考 A01 組有關夕陽行業（Heirloom）為「存心傳意」定了淺粉、淺黃及

淺綠為主題顏色，在宣傳當中也會主要使用這幾種和諧而自然的顏色，期望營

造輕鬆的氣氛，帶出「愛」與「家庭」的主題。有助大眾記憶及保持統一性，

確立「品牌」形象，值得我們參考。 



 
 

103 

 

7.3. 回應其他組的疑問 

疑問一： 

未來計劃設計除了現存的親子遊戲形式外，還會於改良後的活動中加入其他有

關家庭治療或心理諮詢技巧的元素嗎? 

相關回應： 

就聲聲相惜工作坊而言，我們因組員內沒有專業人士而暫時不會考慮此意見。

可是，日後若有機會與其他機構或專業人士合作，或會考慮加入相關元素。 

 

就猜猜我是誰工作坊而言，未來會考慮邀請有經驗的註冊社工或家庭治療師檢

視我們的活動設計、作出指導。但由於專業家庭治療和詳細的心理諮詢技巧並

非此工作坊計劃提供給參加者的服務，我們旨在用短時間開啟親子間的新話

題，加深對彼此差異的認識。就家庭治療和心理諮詢技巧，如果家庭有需要，

我們可以提供獲取相關資訊的渠道或幫助轉介。 

 

疑問二： 

你們計劃的限制為報名參與活動的家庭本身親子關係不錯，所以子女才會願意

跟父母一同參與活動，因此你們未來會怎樣透過調整活動內容或宣傳策略，吸

引更多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年齡層（不再限於中學子女）的參加者報名參與你

們的工作坊？ 

相關回應： 

就聲聲相惜工作坊而言，已完成的兩次活動中一共有 7 個家庭參加，當中 2 位

是在職中的 15-24 歲青少年，有 3 位現就讀大學，其餘 2 位為中學生，反映現

時活動設計能夠吸引來自不同年齡層和背景的子女報名參與。 

 

就猜猜我是誰工作坊而言，現時的參與家庭的確原本關係較好，而這個工作坊

的對象亦針對原本溝通情況尚可但仍有機會產生摩擦的家庭。工作坊會繼續面

向此類家庭，在未來會透過更多平台宣傳以及 NGO 宣傳來吸引更多來自不同背

景的參加者報名參加。 

 

就親心直說工作坊而言，第二階段的檢討環節令我們收集了不少意見反饋，針

對這些意見，我們將會於未來計劃中對此活動作出新的調整，例如設計不同版

本的建議問題供帶領討論環節的工作人員按情況而使用，希望能夠透過深淺程

度不同的問題，吸引擁有不同性格或來自不同家庭背景或年齡層的人士報名參

與活動。同時，我們亦會透過不同方式加強活動的宣傳力度，令更多人從不同

的渠道知道我們的計劃和活動，從而報名參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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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三： 

你們現時工作坊的舉辦形式為以家庭為單位，分為不同的獨立場次。可是，由

於你們組員只有 5 人，而往後如果你們團體的發展規模越發壯大，你們會如何

與工作坊素質與參與人數或者舉辦場次中取得平衡？ 

相關回應： 

就聲聲相惜工作坊而言，第一次活動時是集齊 5 個家庭一齊進行，已有朋友作

為義工，工作人員問題已解決。第二次改進就主要是總負責人及另一位組員負

責。往後會於教會、老人院以及學校合作。 

 

就猜猜我是誰工作坊而言，活動設計以便利參加者為目標，往後亦會繼續沿用

獨立場次的做法。如規模擴大，我們會嘗試招攬曾經參加過活動的參加者或其

他有興趣的人作為義工。我們將以工作坊質素為優先考慮，再與參加者作時間

和安排上的協調。如果不勝負荷，則會暫停接受報名，完成已接受報名的家庭

後再重新開放報名。 

 

就親心直說工作坊而言，由於活動設計初衷希望以家庭為單位，親子雙方能夠

一同參與此體驗式教育活動，透過互相討論環節引發反思，進而作出行為上的

改變。於未來計劃中，此活動將保留此設計原意，同樣以一個家庭為每場工作

坊的單位，希望能夠保持此活動的有關成效。至於人手安排方面，由於暫時我

們組裡只有 5 名成員，而且均沒有家庭、親子輔導方面的專業知識與相關資

格，未來計劃中我們可能會招攬更多人手幫助我們帶領活動的分組討論環節，

希望為我們計劃引入新血外，能夠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期望能夠維持活動素

質的同時，保留活動給予參加者於選擇舉辦時間日期的高度彈性做法，因此我

們希望能夠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計劃，尤其歡迎就讀相關專業（例如社會工作

學系）的同學加入我們，使更多家庭能夠體驗式教育活動。 

 

疑問四： 

你們於未來計劃中會與相關 NGO 或者邀請專業人士擔任活動嘉賓，為你們活動

提供專業意見，以及即場解答參加者問題，提升你們計劃的整體專業程度? 

相關回應： 

其實於先導計劃中，我們成員曾經透過電郵、電話等方式，主動聯絡相關

NGO，希望能夠協助宣傳計劃和活動外，並答應我們採訪前線社工的邀請。可

惜，成員直到 11 月下旬也沒有收到任何回覆，令我們萌生放棄尋求與 NGO 合

作的目標。 

 

可是，當成員轉而透過電郵方式聯絡中大有關學系的教授、學者，邀請他們接

受我們的網上訪談，其中兩位教授於一星期內給予了我們回覆，並答應了我們

的邀請。這使我們反思若能於未來計劃中，主動聯絡更多相關研究興趣的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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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或教授，對我們計劃的發展可能更為有效。由於教授可能更願意跟學生分

享、傾談自己的研究興趣和相關話題，而且他們也同時具備相關專業知識，所

以於未來計劃的活動中，我們希望能夠邀請一些相關學者及大學教授擔任活動

嘉賓。他們除了可以於活動中分享相關專業意見、親子相處的技巧外，也可以

從旁協助工作人員進行更為深入的親子討論環節，並且於最後回答在場參加者

的疑問，提升了我們計劃的整體專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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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錄 

附錄一：Comment 每週一讚彈 Google Form  

(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WFEUA_7SxUXkm8v1OLCPTRBEPDI5l

mi4g9odr2y9acN8k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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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Comment 每週一讚彈 精選大眾留言及回覆 

 

Facebook 

留言一 

 

留言二 

 

留言三 

 

留言四 

 

留言五 

 

留言六 

 

留言七 

 

留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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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留言一 

 
(reply by Lee Wing Yin) 

留言二 

 
(reply by Woo Siu Laam) 

留言三 

 

(reply by Lam Ching Hei) 

留言四 

 
(reply by Lam Ching Hei) 

留言五 

 

(reply by Lam Ching Hei) 

留言六 

 

(reply by Lam Ching Hei) 

留言七 

 

(reply by Lam Wing) 

留言八 

 

 

(reply by Lam Wing) 

留言九 

 

(reply by Lam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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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Identity 猜猜我是誰 問卷分析 

 

工作坊結束後，工作人員邀請參加者填寫活動問卷。第一次活動試驗的所有參

加者均有完成問卷，共收得 12 份，當中 7 人為父母，餘下 5 人為子女。 

 

問題一：「吸引您參加是次活動的原因（可選擇多於一個）：」 

 
數據顯示最多參加者之參加原因為朋友推薦，反映活動暫時接觸到的主要為我

組組員之朋友，較難接觸到其他受眾。此外改善親子關係的意欲為吸引參加者

參與的第二大因素，反映參與活動的參加者大多較重視親子關係，有改善關係

的意識。 

 

問題二：活動安排 

此部分問及參加者對活動各方面安排的滿意程度。 

問題/人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活動場地/形式令人滿意 5 7 0 0 

時間長度恰當 2 9 1 0 

活動過程流暢 5 7 0 0 

使用網上視訊平臺進行活動過程順利 5 7 0 0 

活動整體安排令人滿意 5 7 0 0 

工作人員的表現令人滿意 4 8 0 0 

工作人員能妥善解決電腦技術問題 3 8 0 1 

數據反映大部分參加者對活動安排的滿意度高，只有個別對活動時長及工作人

員對電腦技術問題處理感到不滿意。據了解，一位參加者認為活動時間過長，

另一個參加者認為當天沒有出現電腦技術問題故於最後一欄填寫非常不同意以

代表不適用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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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活動內容 

此部分問及參加者對活動內容的滿意程度。 

問題/人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我認爲工作坊的主題吸引我 2 8 2 0 

我認爲工作坊的內容與主題相當切合 5 7 0 0 

透過工作坊，我對家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5 7 0 0 

工作坊增進了我和家人的感情 5 6 1 0 

工作坊讓我和家人能談到平時不會談及

的話題 

8 4 0 0 

工作坊讓我更了解家人對我的看法 7 4 1 0 

工作坊讓我更了解家人對我的期望 5 7 0 0 

工作坊讓我更了解家人性格的不同面向 6 5 1 0 

工作坊讓我舒服地向家人表達對他們的

期望 

5 7 0 0 

工作坊讓我更想維繫好家庭關係 6 6 0 0 

我能投入「猜猜我是誰」活動 5 7 0 0 

整體上，我滿意這次工作坊的活動內容 4 8 0 0 

我日後會再參加這類型的親子活動 2 7 3 0 

我願意向親戚朋友介紹這個遊戲 4 7 1 0 

 

數據反映大部分參加者滿意活動內容。在內容吸引度和個人投入度兩方面都獲

得頗大滿意度，分別得到過八成及十成的滿意度。數據以反映活動能夠讓參加

者加深對家人的認識、從新角度了解家人、舒服地向家人表達期望以及提高參

加者維繫親子關係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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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此活動之舉辦時間由報名者決定，此安排在多大程度上鼓勵您參加此

類工作坊？ 

 

由於工作坊使用參加者自決模式來安排活動日期和時間，故我們希望了解更多

參加者的使用感想。 

 

數據顯示 75%參加者認為此模式在大程度上鼓勵其參與此類工作坊，反映此模

式有效吸引參加者參與家庭活動。 

 

問題五：本次工作坊讓您最有收穫的是（可選擇多於一個）： 

 

最後兩項回應為參加者自由填寫之答案。 

最多參加者認為最有收穫的是透過工作坊能和家人談起平時甚少談及的自我認

同話題，其次是加深對家人的了解，再次是喚醒了與家人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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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短答）：本次工作坊對我最大的影響/印象深刻的是： 

共收集到 12 則回應如下： 

1. 真的能互動地喚起家人之間感覺，意見，問題，籍著這平台去相互了解

而作進一步改善或加強彼此的關係和關愛。 

2. 能夠像朋友一樣和父母聊一些關於自己的話題 

3. 可以自己決定時間，很方便我下班忙完後和小朋友玩 

4. 兒子用檸檬茶來形容我，很有趣 

5. 一直驚阿媽覺得我學壞咗，但講期望嘅時候同佢解釋咗自己嘅睇法，雖

然佢未係好理解不過至少講咗出口，希望佢可以明白我 

6. 媽咪同老豆嘅互動好有趣，冇見過佢地咁樣互動 

7. 可以遙距控制很有趣！ 

8. 是個不錯的機會重新思考自己是怎樣的人，也重新思考孩子現在是怎樣

的人 

9. 和兒子聊我是個怎樣的人很新鮮有趣 

10. mum be like a child when playing the game and writing points about me and 

herself haha. i think mums and dads loves these game as it is new and lively to 

them. 

11. mum and dad enjoyed the workshop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15 more minutes 

afterward. Discussing self-identity among family member is fun. 

12. 女女對我們的期望都是關心的言辭，幾感動。 

 

問題七（短答）：其他意見及建議： 

共收集到 8 則回應如下： 

1. 想各与各的感覺或印象應分為以前及現在，從而可看到每人隨著時間的

变化而改變 

2. 關鍵詞寫三個有點太多了 

3. 最初不太理解用物件來形容人是怎麼樣，玩完後才明白，早前可以多解

釋一點 

4. 氣氛唔錯 

5. 起初有啲尷尬，但聽完 breifing 同一啲理論嘢之後就比較投入到 

6. 辛苦你們了！ 

7. 對孩子的印象會隨時間改變，可以問得具體一些，反映到對比 

8. wanna get back all the 印象表 filled by other members. can pm us ?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