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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学校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学生征的自我和谐

等特影响

梁艳芬专业：发展与教育心理导师：陈俊

摘要

在现今社会，常听闻青少年是叛逆的一代。而青少年期正是人生黄金时段，是人生

发展与成长的关键时刻，心理发展也开始出现了与过去明显不同的一系列变化，他们处

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期，在独立感和成人感日益增强的他们，在主观上要求独立与客观上

难于摆脱依赖的矛盾中，若得不到适当的指导、尊重及关心，不慎走上岐途，将来便会

对社会做成沉重负担，而青少年接受何种教育方式足以决定他们R后将成为怎样的社会

人。在孩子成长中有很多外在因素不断地影响着他们，如学校的教学方式及同渐泛滥的

互联网信息及复习的社会环境，但父母是有绝对权力去干预这些因素，把认为对孩子有

益的教学环境因素选出而加以施行。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和亲密的家庭气氛有利于人格

的健康成长；否则，可能会引发青少年期各种心理行为问题。

本研究是希望探讨现今对物质生活重视的功利社会裹，知识技能的培育是先于德育

的培养，因此精神生活方面的管教方式往往被忽略。通过对有宗教信仰的学习环境与没

有任何宗教信仰背景的学习环境作出比较，，探讨对13岁至15岁的青少年的自我和谐

程度与家人亲密度有那些差异。

研究中采用了自我和谐量表(SCCS)及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II-CV)，对

307名13至15岁的初一至初三的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1)天主教学校的

青少年自我和谐程度、家庭亲密度显著高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 (2)父母关系亲密和

非常亲密的青少年与家人的亲密度比父母关系普通的要高， 其它结果可从以下的分析

显示出来。

关键词：青少年， 天主教信仰， 自我和谐感，家庭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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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f the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of the teenagers who are studying in

the Roman Catholic School and non Roman Catholic SchooL

ABSTRACT

IIl the society nowadays， we often hear that young people are the rebellion generation．

As adolescence is the golden period of life，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of child

development in life which means there will be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They are under the period of self·consciousness，while the feeling of

independence and being an adult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Subjectively they prefer to be

independent but objectively they are very dependent to their parents．If they ale not guided

and cared properly，they will be easily tempted to walk in the wrong path，and then they will

become a heavy burden to the society，what kind of education the youth accept will determine

what kind of citizens they will become．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olescent，there are

SO many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world that will affect their characters such as the school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he global flooding internet knowledge and the complicated social

environment，but parents should have the absolute authority to intervene those factors and

select the most beneficial factors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Warm family atmospher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members will help to form a healthy character of a child，

while too much freedom or indulgence will cause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e youth．

This research would like tO study that in this materialistic society，knowledge and skills

are concerned much more than the moral education，and the spiritual life educmion is often

neglected．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having and not having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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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elf-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and the intimacy

situation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adolescent range from age 1 3 to 1 5．

In this research，we use the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Scale(SCCS)and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Second Edition(FACESII—cv)，307 students from 1 3 to

1 5 years old ofjunior higll school help to do this survey and the conclusions ale as follows：

(1)the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of the adolescent who are studying in the catholic

schools is higher than those who are not studying in the catholic schools．(2)The intimacy of

the adolescent towards the family members is higher when their parents have much closeness

relationship than those parents having fair close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elves．Others

research results would b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s．

Keywords：

Adolescent，The Roman Catholic Faith，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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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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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期是一个充满转变的发展时期，他们必须面对成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心

智尚未成熟，内心充满矛盾与不安的情绪，却又希望父母把他们当成年人看待，自知需

要父母的照顾却又期望有独立的自主空间，因此，青少年期又称为『反叛期j。青少年

的主要接触层面是家庭及学校，若这两个层面能有效配合，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会有很

大的帮助。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不外乎是希望子女成才，在社会上成为有贡献的人，而培

育子女成才是何等艰巨的事，孩子成长受着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这年龄的青少年，朋

辈的影响又是那么显著，幸好父母的管教却又是最有效最牢固的方法。若父母能成为他

们的倾诉对象及指导者，他们误入歧途的机会率将减低。对一些遇上学业问题或同学问

相处问题，若能得到学校老师的了解及指导，青少年人的反叛行为可能会相对减轻。教

育的本意是如何培育出完善人格质量的人，本研究提出在有天主教信仰的学习环境与非

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习环境，对青少年的教育方式有何差异，并藉此引出信仰如何影响

着人的思想行为、如何影响着社会。

八十年代初，新移民不断从中国内地迁入澳门居住，澳门居民

由二十多万人增至现今的五十多万人，人口翻了一倍，尤其在回归祖国怀抱后，澳

门特区政府为发展澳门经济，开放赌权，使澳门从-d,城区变为东方的拉斯韦加斯

赌城，经济发展之极速，没人能料。加上新移民的生活习惯及价值观与原居民不完

全一样，以时下博彩业蓬勃， 所珩生出来的社会问题， 除了通货膨涨外，在种种

功利主义气氛的影响下，青少年不愿钻研学问，亦有一部分人因父母的大力支持下，

投入赌场干活去了，因赌场职工普遍不需高学历，只需初中毕业程度便可入职，而

且收入不差， 比一位刚大学毕业的新入职老师的人工更高，试问，在这种气氛的

带动下，追求学问的原动力及吸引力还有多大。在澳门特区政府库房充裕的同时，

青少年犯罪案续年激增，少年罪犯的年龄跌至新低，按澳门特区政府于2008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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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所公布的最新数字1， 2008年上半年的罪案数字是6，930宗， 即每同约39

宗， 原有的囚舍已不应负荷， 需要招标扩建。澳门由～纯朴渔村， 转眼已变成一

纸醉金迷的乐园，澳门居民连安居乐业的生活基本需要，也不容易达到，澳门经

济起飞的代价实在是沉重的。本论文希望透过探讨天主教信仰如何可帮助一些父母
‘

反思在教育方面如何能带领孩子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使孩子们认识如何在他们的生

命旅途上走一条康庄大道。

1．1文献综述

1．1．1青少年

青少年就是介于儿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年龄层的人。他们一般都对注重自己的外

表， 自尊心较强， 有时却自信心不足，容易产生自卑心态，在寻求自我成长中，很容

易祟拜某一类人或祟拜偶像。对父母的权威开始产生怀疑，有反叛心态，希望建立自已

独特的一套。重视朋辈的认同为求得到同学朋友的认刚，往往不自觉地追随潮i赢．有时

会放弃或改变一些原有的看法、行为和标准，改为与朋辈相似的性质，如追求物质、崇

尚名牌、崇拜偶像等。对新事物感到好奇，勇于副硷尝试，兴趣广泛、求知欲强、有

冒险精神，但有时会过于好胜和冲动，充满理想和幻想，感情丰富，有正义感。容易受

外界事物的感染，较情绪化，时而亢奋激昂，时而消沉抑郁。对。|】，|二感到网惑，对各样性

生理的变化感到不知所措，对恋爱与异性产生憧憬。由于青少年期除了受到生理因素影

响之外，还受到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因此青少年期成了一个不确定范围的时期。

1．1．2天主教信仰

天主教信仰是按照继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所编订的『天主教教理J 3内的信条

’摘臼澳门日报澳门保安．J发布资料。
2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内的一座教堂，亦是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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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生活，而信理的总纲是遵守天主十诫、祈祷生活及生活福音内的话语。天主教信仰全

部的总纲是寻求天主及回应天主的爱， 而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创造的、因此人的行

为亦应反影出天主的美善。

天主派遣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宣报天国的福音，让世人有机会认识天主。耶

稣基督在世上创立教会， 使福音得以延续并圣化人类， 脱免罪恶的劳役， 使人从罪

恶中释放出来，而罪过的定义， 就是相反爱德的行为。因此教会所创立的规条， 全是

为人的益处。天主教信仰可分四个部分-(一)信仰的宣认，(二)基督奥迹的庆典，(三)

在基督内的生活及(四)基督徒的祈祷等。对信仰的宣认，可从信徒每天念的“天主经一

内了解。而经文的头几句是“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祢所创造的⋯⋯⋯"，从这裹已看到首先是信德的皈依。在基督奥迹的庆典中，最

基本有七件圣事：圣洗圣事、坚振圣事、感恩圣事、忏悔与和好圣事、临终圣事、圣秩

圣事及婚姻圣事。每件圣事都有其特别的功效及恩宠。在基督内的生活意即按照基督的

言行去生活，而天主所颁布的十减，有助人类避免作出那些伤害别人及违反爱德的事。

、天主十诫1是(一)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二)无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瞻礼主

日，(四)孝敬父母，(五)无杀人，(六)无行邪淫，(七)无偷盗，(八)无妄证，(九)

无贪他人妻，(十)无贪他人财物。即使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若能做到第四诫至第十诫

的行为， 也不失是一位好公民。基督徒的祈祷生活是表达出信徒与天主的关系， 祈祷

的形式可分在礼仪中共祷或个人祈祷， 祈祷的主要目的是感恩、朝拜、祈求宽恕及求

恩典。若人人心中充满爱，常抱有利他主义及自我牺牲精神，人人互助互爱，社会的和

谐度将不断提升。

1．1．3自我和谐感

自我和谐感是一种心理状况， 是自我知觉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协调自我与经验之

间的机能。如果个体经验到自我与经验之间存在差距，就会出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即

3由拉辛格枢机主教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经历6年所编成，于1992年12月8日所颁布的新编天主教教理。
·在旧约圣经中记载梅瑟在西乃山上天主亲自颁布并刻在石版上的十条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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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和谐的状态。

1．2问题提出及研究假设

荤南师筋大犟教育硕士喜棠孥位输文

1．2．1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想要探讨的问题如下：

1、拥有天主教信仰背景与没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校，对青少年成长的自我和谐

感的情况。

2、拥有天主教信仰背景与没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校，对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状

况的探讨。

1．2．2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的综述，本研究假设是：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校，对青少年成长培育的

影响。正因青少年期是一动荡阶段，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 很多因素影响着他们， 一

般而言， 学校是他们逗留时间最长的场所， 而同学又是与他们相处最长时间的伙伴，

而学校的教育宗旨与气纷对青少的健康成长， 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 若教师们与校

方办学宗旨一致，即以无私的爱去培育及关怀学生，以耶稣基督的爱去对待学生，这

样， 培养出来的孩子将会是一群有爱心及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 他们拥有高度的自我

和谐感及良好的人际关系， 亦是社会的栋梁。因此类背景的学校会以信仰教育法去培

养学生， 校内课程均有一节为修身课， 是必修科目，。在课余时间亦设立小组研读或

分享圣经，在教会指定的庆典中， 会举行感恩祭及在教会的大节日中，如圣诞节、复

活节及追思节等，均全校休假庆祝。教师们会以身作则， 教导学生学生儿事感恩及爱

护别人，多作爱德行为， 以光荣天主，因此，孩子的成长环境较有浓厚的宗教意识，

校内环境及摆设会以和谐，纯朴及简单为主， 到处反影出天主的美善， 而当父母在接

触学校的同时， 也感受到天主的美善， 从而达到福传的效果， 这些都是天主教学校

7办学的宗旨。不竟， 教育是育人的大事， 人必须有良好品格才能贡献社会， 若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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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没有良心， 也不是全面的教育方针。现今社会只讲求效率及满足人类各项的要求，

致使热带森林的面积减少了， 冰岛的冰川溶化，这些现象是人类对上天所赐的大自然

不懂珍惜， 认为地球的～切只供人类享用， 但过度的耗尽， 人类便要承受恶果， 如

海啸及全球天气变暖等现象。若青少年学会爱慕天主也同样懂得爱护上天所赐的礼物，

那样， 天主教信仰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2．1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澳门6间学校，3所为天主教团体所创办的学校及3所为非信仰背景的团

体所创办的学校，以分层随机抽取样方式抽出本澳由初一至初三的初中生作为研究对

象，此三类学校分别为名校、中等学校及普通学校，共派出350份问卷，收回问卷330

份，回收率94％，经整理后，剔除无效问卷23份(信息不全或答案连续15个重复的)，

保留有效问卷307份。被试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被试人口统计学变数的描述性统计(N=307)

项目 水平 人数 百分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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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频数分析方法统计，在表l中可以看出，受访的307位学生中，来自天主教

信仰背景的学校的学生有172人(56％)，而来自非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校的学生有135

人(44％)，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校的受访学生回收的有效问卷较多，虽则大多数受访学

生不是天主教徒，但因其所读的学校校风严谨，亦因其所读学校是有宗教信仰背景，校

内有较浓的宗教气氛及其校长大部分是神职人员，故反映这类背景的学校在品德培育方

面较注重，因此大部分在该等学校回收的问卷较完整及较小无效问卷。在性别方面分布

相当平均，在年级分布上也很平均。在学生自己信仰方面，大部分学生均没有宗教信仰，

有231人(75．2％)，拥有天主教信仰有37人(12．1％)，反映学生父父母亦赞同学生受

洗，接受天主教道理的培育。在父母信仰方面，大部分家长没有宗教信仰，有173人

(56．4％)，但拥有天主教信仰有27人(8．8％)，反映出学生拥有尹主教信仰较其父母拥

有天主教信仰人数多10人(27％)，大部分父母愿意子女入读有天主教背景的学校。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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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育程度普遍为初中及高中。初中有137人(44．6％)及高中96人(31．3％)，而小学

程度有50人(16．3％)及大专或以上水平有24人(7．8％)，显示澳门普遍教育程度中等，

反映在70代的澳门，因仍未有专上学院及大学学府，故一般市民教育程度不高，一般

只完成初中及高中课程。而澳门的第一所大学在80年代初才设立。在父亲职业方面，

工人有135人(44％)，其次是管理层有82人(26．7％)，文职有48人(15．6％)。而在母

亲职业方面，工人有119人(38．8％)，其次是文职有93人(30．3％)跟着是管理层及专

业人士，分别为47人(15．3％)及31人(10．1％)，而待业者有17人(5．5％)，反映出

父母职业性质较稳定，与子女沟通时间较多，故亲子关系也较融洽，表示不完整家庭只

占小数，这数据显示澳门家庭模式较稳定，对子女成长是一有利因素。有关子女与父母

的亲密度表也做了调查统计(单亲学生只调查目前抚养人)，非常亲密有61人(19．9％)，

亲密有125人(40．7％)，普通有111人(36．2％)及疏离的有lO人(3．3％)，非常亲密

与亲密共有186人(60．6％)，显示澳门家庭子女与父母的亲密度较理想，也显示澳门青

少年因与家人关系疏离而误入岐途的个案仍未算严重，但家长仍要有警觉醒性去预防不

幸的事件发生。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讨有天主教信仰的家庭背景与非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家庭对子女管教

方式及家庭成员的亲密度与青少年自我和谐度的相关研究。研究架构包括初中生的个人

背景资料、被试的自我和谐感及与家庭成员的亲密度及适应性等四部分，如下所示。

2．2．1问卷编制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由三部分问卷所组成，共75个项目，将以上3个问卷钉成册，一

次性发给被试，在征得校长同意及学生本人tl愿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测试

前，主试向被试宣读统一的指导语及测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指导语，保证每

个被试了解测试的要求在课堂上完成问卷。原则上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要求被试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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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自编问卷

此问卷就初一至初三学生的性别、年龄、年级、自己信仰背景、父母信仰背景、父

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及与父母的亲密度等作测量。

自编问卷测量项目：

1．姓别： (1)男 (2)女

2．年级： (1)初一 (2)初二 (3)初三

3．年龄： (1)13岁 (2)14岁 (3)15岁

4．自己信仰：(1)天主教 (2)基督教 (3)佛教 (4)没有信仰

5．父母信仰：(1)天主教 (2)基督教。． (3)佛教，(4)没有信仰

6．父母文化水平：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4)大专或以上

7．父职业： (1)工人(2)文职(3)管理阶层(4)专业人士(5)待业

8．母职业： (1)工人(2)文职(3)管理阶层 (4)专业人士(5)待业

9．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 (1)是 (2)否

10．与父母关系：(1)非常亲密 (2)亲密 (3)普通 (4)疏离

2．2．1．2自我和谐量表(sccs)

自我和谐(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是C．Rogers人格理论中最重要的

概念之一。个体有着维持各种自我知觉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协调自我与经验之间的机能。

如果个体经验到自我与经验之间存在差距，就会出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即一种不和谐

的状态。根据Rogers的量表由七个项目组成，描述了人们的感觉及如何去经验这些感

觉。这套量表根据Rogers提出的七个维度设计，经因素分别得到三个分量表：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得分)；；r高，自我与经验越不和谐)反映对能力和情感的

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无助感等，即人的经验和自我开始疏远，不和谐。它包含： 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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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感方面：内心的不和谐，常感到紧张及不安。个人能力方面：不能清楚地表达

自己感受及缺乏自信心。同侪方面：害怕被孤立、被误解及不受欢迎。

“自我的灵活性’’(得分愈高，自我概念愈灵活)，与敌对和恐怖的有相关显著。它

包含：个人情感方面：充满自信及拥有主见。个人能力方面：有分析能力及改变环境

的信心。同侪方面：对别人包容及体谅。

“自我的刻板性”(得分愈高，自我越刻板)可能预示了自我概念的刻板和僵化，

而且仅与偏执有显著相关。它包含：个人情，，感方面：固执及死板。个人能力方面：

没有周详计划及不憧变通。同侪方面：不信任别人及孤立自己。

本量表共有35个项目，要求被试做五级评定。自我和谐量表是参照Rogers自我与

经验之间关系的评估量表编制的，然而因素分析的结果却只得到了三个稳定的维度，而

不是Rogers提出的七个维度。本量表中的“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和“自我的灵活性”

两个维度已经反映了Rogers所有七维度的内容，只是在Rogers的评估量表中为了评定．

的方便才人为地把它们分开。J下因为如此，自我和谐量表比Rogers的评估量表有着更

大的实用性和一般性。另外，“自我的刻板性’’不仅同颊型信度较低，而且仅与偏执有

着显著的相关，说明这一份量表的含意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应用时也应小心。在计分方

面，各分量表的得分为其所包含的项目分直接相加。三个量表包含的项目分别为：。(1)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2)自我的灵活性，(3)自我的刻板性。此外，也可以计算总分，

方法是将。自我的灵活性”反向计分，再与其它两个量表得分相加。得分愈高，自我和

谐程度越低。低于74分为低分组1，75—102分为中间组，103分以上为高分组。

2．2．1．3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 II—CV)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第二版(FACES II)由Olsonl982年编制。该量表为自

评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共30个项目，大约需25分钟完成。(FACES II)主要评价

两方面的家庭功能；(1)亲密度(Cohesion)，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2)适应性

(Adaptability)，即家庭体系随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

能力。每个项目的答案分为五个等级，对这三十个项目的每个项目参试者要求回答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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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对自己家庭现状的实际感受，另一次是自己所希望的理想家庭状况。目前，(FACES

II)在美国已广泛应用于(1)对不同的家庭类型进行比较，(2)找出在家庭治疗中需要解

决的各种问题，(3)评价家庭干预的效果。亲密度与适应性的实际感受和理想状况得分

是分开计算的。实际感受和理想状况的得分之差的绝对值表示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

不满程度。差异越大，不满的程度越大。如一参试者适应性得41分，亲密度得65分，

其家庭即为“僵硬一亲密型”，而适应性得53分，亲密度得58分的参试家庭类型则

为“灵活一自由型’’，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问卷收回后，先进行数据整理与计算橇登录工作，’再依据本研究之假设，

应用科学软件(SPSS for WINDOWS 10．5版)来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的选择，是根据

研究目的，考虑研究问题性质和变项的测量尺度而定，其使用方法及步骤说明如下：以

次数分配来了解父母信仰与子女亲密度的相关及自己信仰与自我和谐度的相关。以相关

分析来了解那些变项之间具有相关存在，并且以回归分析找出那一些变项是具有较大之

影响力或具有相对重要性。

3结果与分析

3．1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状况

我们分别从被试的不同特征描述了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的状况。

不同性别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的状况见表2。

表2青少年自我和谐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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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表明，不同性别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程度没有差异，p>O．05。

不同年龄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的状况见表3。

表3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年龄差异

表3表明，不同年龄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程度没有差异，p)O．05。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天主教学校和非天主教学校，他们的自我和谐程度见表4。

表4天主教学校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差异

表4表明，天主教学校的青少年期自我和谐程度显著高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

p(o．01。
。

不同的自我宗教信仰的青少年，其自我和谐的状况见表5。

表5青少年自我和谐与自我信仰差异

我们对青少年的自我信仰与其自我和谐程度之问的状况进行的差异检验，方差分析

表明，不同自我信仰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程度之间没有差异。

我们对不同的自我宗教信仰的青少年，其自我信仰类型的自我和谐程度进行了两两

比较。t检验发现，佛教与其它宗教(t=2．44，P-O．021<0．05)，没有信仰与其它宗教

(t=2．466，P=O．014(0．05)差异显著。其中信仰佛教的人的自我和谐度比信仰其它宗教

的人高，没有宗教的人的自我和谐度比信仰其它宗教的人高，具体数据见表6及表7。

表6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自我和谐程度t检验结果

．16—



注：，lc表示P<O．05

荤南断箍大早教育硕士鼻檠罩位输文

表7其它宗教和没有宗教的自我和谐程度t检验结果

人数 自我和谐程度t检验

其它宗教

没有宗教

b

231

103·00±7·746
t：2．466木

114．17±10．053

注：宰表示P<O．05

青少年父母具有不同的信仰，我们考察了父母的信仰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影响，结

果见表8。

表8父母的信仰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影响

表8表明，父母信仰对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程度之I'日J的状况进行的差异检验，方差分

析表明，不同父母信仰对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程度之间没有差异。

、青少年父亲从事不同的职业，我们考察了父亲的职业类型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影

响，结果见表9。

表9父亲的职业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影响

青少年母亲从事不同的职业，我们考察了母亲的职业类型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影

响，结果见表10。

表10母亲的职业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影响

母职业 人数 自我和谐程度 F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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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与父母亲具有不同的亲密程度，我们考察了母亲的职业类型对青少年自我和

谐的影响，结果见表11。

表11 青少年自我和谐与父母亲密度之间的差异比较

青少年与父母是否同住， 其自我和谐程度见表12。

表12 青少年自我和谐与父母一起生活状况的差异比较

结果：分别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程度与性别、年龄、自我信仰、父母信仰、父职业、母职

业、与父母亲密度等七个统计变量进行蹴验得出检验结果不显著，具体数据见表2、表
3、表4、表5等。表5表明，天主教学校的青少年其自我和谐程度显著高于非天主教学

校青少年，p<o．Ol。在自我和谐程度与自己信仰的t检验中，佛教与其它宗教(t=2．44，

P=O．021<0．05)，没有信仰与其它宗教(t=2．466，P=O．014<0．05)差异显著。其中信仰

佛教的人的自我和谐度比信仰其它宗教的人高，没有宗教的人的自我和谐度比信仰其它

宗教的人高，具体数据见表2和表3。与父母一起生活的青少年，其自我和谐程度高于与

父母不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差异检验的显著性达到边缘水平，p=O．058。

3．2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状况

不同性别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状况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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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不同性别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差异比较

不同年龄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状况见表14。

表14不同年龄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影响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天主教学校和非天主教学校，他们与家人亲密度状况见表15。

表15天主教学校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差异

表15表明，天主教学校的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显著高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

仄O．Ol。

不同的自我宗教信仰的青少年，其与家人亲密度状况见表16。

表16 自我信仰与青少年家人亲密度的影响

青少年父母具有不同的信仰，我们考察了父母的信仰对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影

响，结果见表17。

’j

表17父母信仰对青少年家人亲密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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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信仰 人数 与家人亲密度 F检验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其它宗教

没有宗教

27

5

96

6

173

62．22±4．742

61．20±3．271

61．79±4．659 F=O．533

59．50±3．834

61．90±4．065

青少年父亲具有不同的职业，我们考察了父亲的职业类型对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

影响，结果见表18。

表18父亲职业对青少年家人亲密度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父亲的职业类型对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没有影响。

青少年母亲具有不同的职业，我们考察了母亲的职业类型对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

影响，结果见表19。

表19母亲职业对青少年家人亲密度的影响

方差分析表明，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在其母亲的不同职业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母亲的类别有全职母亲和非全职母亲，其子女与家人亲密度的状况兑表20。

经统计检验，结果发现，母亲职业为非全职母亲和全职母亲，青少年与家人的亲密

度有显著差异，t一2．’121，P=O．036<0．05。

表20母职业为工人和待业的青少年的家人亲密度t检验结果

人数 与家人亲密度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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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木表示P<O．05

青少年与父母具有不同的亲密程度，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密程度对对家人亲密度的影

响，见表21。

表21青少年与父母亲密程度对与家人亲密度的影响

进行F检验得出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和父母亲密度有显著差异。父母

亲密与普通的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有显著差异，t一3．227，P=O．OOl<O．05；父母非常亲

密与普通的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也呈显著差异，t=2．009，P--O．046(0．05。父母关系亲

密和非常亲密的青少年与家人的亲密度比父母关系普通的要高。具体数据见表22和表

23。

表22父母关系为亲密与普通的家人亲密度t检验结果

注：料表示P<O．01

表23父母关系为非常亲密与普通的家人亲密度t检验结果

注：水表示P<O．05

青少年是否与父母同住，对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影响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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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与父母一起生活状况的差异

对各变量进行事后检验，发现在母亲职业为工人和待业的青少年与家人的亲密度有

显著差异，t一2．121，P=O．036<0．05；父母亲密与普通的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有显著

差异，t=-3．227，P=O．001<0．05；父母非常亲密与普通的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也呈显着

差异，t=2．009，P=O．046<0．05。父母关系亲密和非常亲密的青少年与家人的亲密度比

父母关系普通的要高。具体数据见表2l、表22和表23。

3．3青少年自我和谐量表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对自我和谐量表中三个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得出自我不和谐性与自我灵活性呈显著

正相关，与自我刻板性呈显著负相关。具体数据见表25

表25自我和谐量表三因子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料表示P<O．01

3．4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两个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家庭亲密度与家庭适应

性呈显著正相关具体数据见表26。

表26家庭亲密度与家庭适应性的相关分析结果

3．5青少年自我和谐量感的回归分析

以自我灵活性和刻板性自变量，自我不和谐性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分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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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时，才将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得

出以自我不和谐性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为：Y=48．822+0．404X厂0．746X：。

3．6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的回归分析

以家庭亲密度为自变量，家庭适应性因变量做一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7：

表27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的一元回归分析结果

在分析时，以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时，才将自变量引入回

归方程。得出以家庭适应性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为：／+-33．593+0．174Xo

4讨论

4．1现代科技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随着网络信息的普及发达，互联网及报章传媒的讯息传播得很快及广泛，对于一

些负面及不良的信息，青少年也很容易便获得，愈来愈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

是基于缺乏父母亲适当引导，不良的讯息荼毒他们的心灵，阻碍他们身心健康成长。很

多青少年因沉迷网络世界而变成“隐敝少年”，即不愿与人接触只透过网络世界认识朋

友， 常隐敝在家中不愿外出。青少年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段，是人生发展与成长的关键

时刻，故必须认真对待及引导， 应利用科技去发展潜能而不是成为科技的奴隶。

4．2宗教信仰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关于如何培育青少年成畏已有很多文献探讨过此类题目，但用天主教信仰角度去

探讨分析并不广泛，皆因天主教信仰是西方传来的，而中国的本土原教则是道教，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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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希望探讨一下在有信仰的家庭背景与没有任何信仰背景的家庭作出比较，研究子女

成长的差异性。本研究只选择了天主教信仰，没有触及其它信仰如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等是基于本人的成长环境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葡萄牙人管治j的四百多年中，天主

教对澳门的影响十分深远，天主教团体在澳门办学，为澳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过往，非天主教的办学团体只属极小数。因葡萄牙是个天主教国家，故澳门有很多天主

教堂，每步行约十多分钟便有一座教堂，供人祈祷及朝拜之用，因此过往的澳门十分宁

静优雅，再加上一点神圣气氛，故人与人的关系也很简单和谐。青少年的活动大多数由

神职人员组织， 一般是做义工服务及奉献爱心的慈善活动，对青少年成长是一很好的

磨练， 虽则一般市民教育程度不高，但整体社会环境是和谐及宁静， 因此很小发生像

现今社会那种不尊重生命及伤害他人生命而无悔意的事， 因此宗教信仰对青少年成长

是有所裨益。

4．3功利主义对青少年成长的的负面影响

时至今R，赌业蓬勃，外来人口的激增及经济的极速发展，换来却是市民的生活素

质不断下降。物质生活提升了，澳门出现了很多高级酒店、赌场及高级消费品来配合那

些高消费的游客，但一般市民便要尾随这种消费模式，不断拼命工作赚钱，但却要赔上

精神生活的失落及下一代误入岐途的风险，一瞬间大部区民都承受着物价高企的压力生

活。更甚者，更变成在职贫穷，即使有收入，但抵不上租金及生活上的各项支出。父母

在各种生活压力下，对子女的管教可能会变得过份严厉或放任自流，在这两种的管教方

式下的青少年，大部份行青少年会出现负面的社会行为，加上青少年在应试教育下，稍

有不适合这种学习模式、或因初中学位不足或政府推行小班制教育的政策下被拒于校门

外；他们很快便联群结党去作出一些违法行为，虽知嫖赌毒这三行业是孑子生兄弟，因此，

澳门的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很容易便接触到这些行业，因此家长要格外小心去引导

他们的子女，尽量预防青少年被这些行业所沾污。而如何防止子女被不当社会现象所吞

5
1572年，葡人通事贡萨尔维斯(PedroCrongalres)前来向海道副使送礼，谈及葡人又带500两来交纳地租。由于当时有

其他官员在座。海道副使便说，这笔款是交国库的，从此开始J，葡萄牙人公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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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 首要及必需的事是先培养他们有正确思想。

4．4综合讨论

摹南师箭大挈教育硕士粤棠罩位输文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在有“天主教信仰背景”和“非天主教信仰背景”受教育的

青少年，其自我和谐度显示显著差异， 探究其原因， 是基于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内涵，

因其教义主张，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创造的，因此人的行为亦应反映出天主的美善，

若以爱人如己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去培育学生的品格，这些教义有助青少年避免作出那些

违反社会道德行为的事。反观现今社会现象，以功利及效率挂帅， 青少年的成长问题

已是世界性问题， 性观念开放及自由主意， 加上很多学校的办学宗旨也忽略了品格培

育的环节， 在家长教育不得法的情况下， 青少年的品德得不到正确的培育， 因此青

少年犯罪率不断升高， 他们甚至做出藐视他人生命的行为， 因此本文研究青少年自我

和谐感与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 目的是带出若在“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校环境学

习，其自我和谐感是否比“非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校环境学习较高，而得出的数据

正好反映此假设是正确的。在西方社会里， 自由主意的澎湃， 单亲及破碎家庭普遍，

即意味着家庭功能变得薄弱， 若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中不抓紧去培育青少年良好品德的

机会， 那么， 即使社会极度繁荣及进步， 人在精神层面上将会变得极度空虚， 由人

的精神层面所i{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将会是更加复杂， 单看每年全球人口在精神病方面

的发病率数据， 足以印正人生活需要平衡， 即在物质及精神方面， 而天主教信仰的

教义正好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而按照此信仰生活并落实在生活层面上的表表者首推

印度的德兰修女及在2005年逝世的教宗保禄若望二世， 看他们丰盛的一生，才明白到

在天主教信理培育下的人， 会有甚么益处。当然， 其它导人向善的宗教， 虽则表达

方式各异， 但对培育人精神方面的供献， 也必不可缺。

天主教道理是天主的话语，是导人向善的明灯，虽则其它宗教如佛教及伊斯兰教

也有这种导人向善的特点，但因在葡萄牙人管治澳门的四百多年中，天主教信仰在澳门

扎根，在生活文化及教育上影响着澳门社会，故本研究以此为题，希望透过剖析天主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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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的道理中，让家长们可了解到身边竟有一法则，可令子女避免陷入诱惑中，让平安与

喜乐常伴一生。天主教道理的十诫，是天主的话语，而圣经是由圣徒由圣神默感下所写

成的，是为人的益处而创立的，而圣经上的每句说话，都可生活出来，圣言在流传的数

千年间，孕育了无数圣善的人。要子女认识天主，首先父母已认识天主并实行天主的话，

父母应是个常感恩及和善的人，以助人为快乐之本，拥有牺牲及忍耐的精神，以身作则，

让子女耳目濡染，效法榜样。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是子女最佳的吸引力，父母的爱已足

可令子女培养出正面的行为思想，若加上一点超性的爱，即以耶稣的方式6去做一切的事，

即第一个去爱及喜乐地去爱，凡事包容，凡事感恩。因子女不是父母的财产，而是上天

的恩赐，故要好好保护上天的礼物，若父母能教导子女恭敬天主，恒守十诫，他的一生

将捷有燕限的恩瘫及平安。天主十诫是：第一诫是恭敬天主，在作一切事情上，先寻求

天主的旨意，第二诫是做个不以天主的名发假誓的人，第三诫是严守瞻礼主日，参与教

会的感恩祭，第四诫是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第五诫是无杀人及不伤害别人，无论在言

语间或行为上，第六诫是不作害羞的事，在言语上或思想上，第七诫无偷盗，第八诫是

不作虚假证明，。第九诫是无贪他人妻，即他人配偶，第十诫是无贪他人财物；若能恒守

十诫，常热心祈祷，在家中彼此同心合意，互助互爱地生活，家庭将是个充满天主爱情

的地方，若人人能仿效基督的言行，以爱的生活作兄遥7，常怀有一份慈悲心及牺牲精神，

以这种教育方式去教育下一代，世界将充满和谐美善，而天主的平安及恩宠常伴身边，

人间也可变成乐土，很多暴戾之事也可静化。

4．5研究的不足

本人对此研究感到不足的地方是研究样本的覆盖面不够全面，虽然当中亦可分为

“天主教信仰背景"和“非天主教信仰背景”，而且从两者收集来的样本数据亦接近，

不致出现单向的研究。但始终不能全面性去探讨澳门青少年在博彩业兴旺背景下的影响

及其成长的状况。可幸的是，全澳的学校总数大约是100间，其中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学

6卢嘉勒著，(一条崭新的道路)，2006年·第89页。

7卢嘉勒著，(一条崭新的道路)，2006年t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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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约有3l间，当中非天主教信仰背景学校大约占了69％，虽然把实际的学校的数目

与本研究的取样资料相比，有关非天主教信仰背景的资料看来有点不足。就以上的学校

比率来看，希望本研究仍存有一定的有效性。

5．结论

本研究尝试从不同方向去探讨青少年的自我和谐感， 从性别差异、年龄差异、

自我信仰、父母信仰、父亲职业、母亲职业、与父母亲密度及与父母一起生活等方面

去看(表2、3、5、8、9、10、11、12)， 发现，在这些方面均没有差异。但在天主

教学校学习的青少年(表4)， 他们的自我和谐程度显著高于非天主教学校学习的青

少年，同时， 若拥有佛教信仰(表6)， 自我和谐程度又高于没有信仰或其它宗教

(表7)。因天主教与佛教均有一些相同的金科玉律， 就是善待别人就正如善待看己

一样，助人为快乐之本、淡薄名利及不依恋世物，追求精神方面的富足，在这些教

义的熏陶下， 人的心境自然平和， 而这些都能促进自我和谐感的提升。在探讨青少

年的与家人亲密度的状况，本文从性别差异、年龄差异、自我信仰、父母信仰、父亲

职业、母亲职业、与父母一起生活等方面去看(表13、14、16、17、18、19及24)，

发现，在上述这些方面均没有差异。但在母职业为全职与非全职工人的青少年的家人

亲密度中(表20)，其差异颇为显著， 这样便可看出青少年的成长有母亲全职照顾跟

母亲没有足够时间照顾的分别， 母亲与子女经常接触， 其亲密度也相对提高。另一

项发现，父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也直接影响到青少年与家人亲密度(表22及23)，父

母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与普通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是亲密与普通，其检验结果差

异显著。原因很易理解，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身教重于言教，父母亲关系亲密，

青少年自然与家人关系亲密，这是最自然的事，若父母亲关系普通，青少年与家人

关系亲密度， 也相对减低。因此， 若希望青少年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父母间关系

是影响最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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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您好!在现今社会，对物质生活的重视，精神生活方面可能被忽略。社会上各种各

样的不幸事件，每天不断重演，人类应如何才能活得快乐一点?信仰是代表人类生存价

值的生命取向，自古有之：在这电子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状态如何昵?我们希望通过

本研究，找出一些端倪。请阁下给予支持及协助，本人在此谨致以衷心感谢!

第一部分：

这裹有lO题关于一些个人背景的陈述。请你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回答看，并在所选的

答案上打圈。

1．姓别： 男 女：

2．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

3．年龄： 13岁 14岁 15岁

4．自己的信仰：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其它宗教 没有信仰

5．父母信仰：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其它宗教 没有信仰

6．父母文化水平：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或以上

7．父职业：工人 文职 管理阶层 专业人士

8．母职业：工人 文职 管理阶层 专业人士

9．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 是 否

10．与父母关系： 非常亲密 亲密 普通 疏离

在研究架构中，主要变量分别是性别、年级、年龄、自己信仰、父母信仰、父母文化程

度、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与父母亲密关系，以下就有关变量遂一作出操作说明：

1．性别：分为男生和女生。

2．年级：分为初一、初二及初三级学生。

3．年龄：主要由13岁至15岁，以未足16周岁为准。
二

4．自己信仰：被试所拥有的信念，其中分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及没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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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父母信仰：被试父母所拥有的信念，其中分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及没有信仰。

6．父母文化程度：以五个程度划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或以上。

7．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分为是或否， “是”定义是跟父或母或父母一起生活。

8．与父母亲密关系：学生的个人感受，共分五个等级，非常亲密、亲密、普通、疏离。

第二部分：

这裹有35题关于一些个人对自己的看法的陈述。请你看清楚每句话的意思，并在所选

的答案上打圈。答案是没有对错的，你只要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自我和谐量表(SCCS)测量项目：

l=完全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不确定 4=比较符合 5=完全符合

1．我周围的人往往觉得我对自己的看法有些矛盾。 1 2 3 4 5

2．有时我会对自己在某方面的表现不满意。 1 2 3 4 5

3．每当遇到困难，我总是首先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 1 2 3 4 5

4．我很难适当地表达我对别人的情感反应。 1 2 3 4 5

5．我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并不要求别人也与我一样。 l 2 3 4 5

6．我一旦形成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会再改变。 l 2 3 4 5

7．我经常对自己的行为不满意。 1 2 3 4 5

8．尽管有时得做一些不愿做的事，但我基本上是按自己的愿望办事的。 l 2 3 4 5

9．一件事情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什么可以含糊的。 1 2 3 4 5

10．如果我在某件事上不顺利，我就往往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l 2 3 4 5

11．我至少有几个知心的朋友。 1 2 3 4 5

12．我觉得我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该做的。 1 2 3 4 5

13．不论别人怎样说，我的观点决不改变。 1 2 3 4 5

14．别人常常会误解我对他们的好恶。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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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很多情况下我不得不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 l 2 3 4 5

16．我朋友中有些是与我截然不同的人，这并不影向我们的关系。 1 2 3 4 5

17．与别人交往过多容易暴露自己的隐私。 1 2 3 4 5

18．我很了解自己对周围人的情感。 1 2 3 4 5

1

19．我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与我的要求相距太远。 1 2 3 4 5

20．我很少去想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应该。 1 2 3 4 5

21．我所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无法自己解决。 1 2 3 4 5

22．我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l 2 3 4 5

23．我能很自如地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 l 2 3 4 5

24．如果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 1 2 3 4 5

25．我很少考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l 2 3 4 5

26．把心里话告诉别人不仅得不到帮助，还可能招致麻烦。 1 2 3 4 5

27．在遇到问题时，我总觉得别人都离我很远。 l 2 3 4 5

28．我觉得很难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1 2 3 4 5

29．我很担心自己的所做所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 1 2 3 4 5

30．如果我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表现不佳，总希望尽快弥补。 1 2 3 4 5

31．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很难与他们沟通。 1 2 3 4 5

32．我认为能力再强的人也可能会遇上难题。 1 2 3 4 5

33．我经常感觉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 1 2 3 4 5

34．一旦遇到麻烦，无论怎样做都无济于事。 1 2 3 4 5

35．我总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感受。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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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这裹有30题关于家庭关系和活动的问题。请按家庭目前的实际情况来回答，回答时请

在右侧五个不同的答案中选一个你认为适当的答案，并在所选的答案上打圈。请认真按

你自己的意见回答每一个问题，并不要参考其它人的意见。请务必回答每一个问题，不

要漏项。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 II-CV)测量项目：

1=不是 2=偶尔 3=有时 4=经常 5=总是

1．在有难处的时候， 家庭成员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互相支持。 1 2 3 4 5

2．在我们的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可以随便发表自己意见。 1 2 3 4 5

3．我们家的成员比教愿意与朋友商讨个人问题而不太愿意与家人 1 2 3 4 5

商讨。

4．每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做出重大的家庭决策。
1 2 3 4 5

5．所有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进行活动。 l 2 3 4 5

6．晚辈对长辈的教导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2 3 4 5

7．在家裹，有事大家一起做。 l 2 3 4 5

8．家庭成员一起讨论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感到满意。 l 2 3 4 5

9．家庭成员与朋友的关系比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l 2 3 4 5

10．在家庭中，我们轮流分担不同的家务。 l 2 3 4 5

11．家庭成员之间都熟悉每个成员的亲密朋友。 l 2 3 4 5

12．家庭状况有变化时，家庭平常的生活规律和家规很容易有相应 1 2 3 4 5

的改变。

13．家庭成员自己要作决策时，喜欢与家人一起商量。
1 2 3 4 5

14．当家庭中出现矛盾时，成员间相互谦让取得妥协。 l 2 3 4 5

15．在我们家，娱乐活动都是全家一起去做的。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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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解决问题时，孩子们的建议能够被接纳。 l 2 3 4 5

17．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2 3 4 5

18．我们家的家教是合理的。 1 2 3 4 5

19．在家中，每个成员习惯单独活动。 l 2 3 4 5

■

20．我们家喜欢用新方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 l 2 3 4 5

21．家庭成员都能按家庭所作的决定去做事。，
1 2 3 4 5

22．在我们家，每个成员都分担家庭义务。 l 2 3 4 5

23．家庭成员喜欢在一起渡过业余时间。 1 2 3 4 5

24．尽管家裹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家庭的生活规律和家规还是难以
1 2 3 4 5

改变。 ，

25．家庭成员都很主动向家裹其仔人谈自己的要求。 l 2 3 4 5

26．在家裹，家庭成员可以随便提出自己的要求。 1 2 3 4 5

27．在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的朋友都会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 1 2 3 4 5

28．当家庭产生矛盾时，家庭成员会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裹。 1 2 3 4 5

29．在家裹，我们愿意分开做事，‘而不太愿意和全家人一起做。
l 2 3 4 5

30．家庭成员可以分享彼此的兴趣和爱好。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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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终于写完，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陈俊教授!感谢陈教授在过去给予我悉心指导

与严格要求及一直给予我无私的关怀及鼓励，使我在撰写论文期间受益匪浅。同时感

谢曾协助填写问卷的学校及所有参与被试的学生。感谢他们的合作。感谢我的丈夫及

女儿的体谅，让我能专心一致去写作。在此亦特别感谢卢嘉勒女士，在过去的二十多

年期间对我灵性上的启迪，使我明白人生活应凡事先感恩及交托给天主，结果便不再

忧虑，只管努力去做。回顾学习期间，在教授们的指导下，让我获得了很多自信、乐

观及豁达的人生观及扎实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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