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SUHK President’s Forum 2020.06.19 – Report (chi) 

 

Page 1 of 7 

 

恒大校長論壇： 

社會變了 – 人呢 ?  

線上研討會 - 2020 年 6 月 19 日, 下午 5 時 

主持：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教授 

嘉賓：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休教授程介明教授 

 

在 2020 年 6 月 19 日的恒大校長論壇上，何順文教授邀請了程介明教授討論有

關教育的未來以及如何協助人們面對一個不一樣且變幻莫測的世界。 

社會變了 ﹗ 到底什麼變了? 

現今人們對職業持有不同的看法，一個人在求學時所修讀的學科可能與他/她的

未來職業沒有關係，而在個人的事業流程中，頻繁地轉工轉行，失業創業也屬

常見。個體工作、斜槓一族、間歇工作、無業宅家等不同的就業形態，如今愈

趨普遍。 對許多人而言，職業不再是一條線性的、漸進式的路。 社會出現了形

態上的轉變： 

- 經濟生產：滿足需求 → 營造慾望 

- 產品/服務：大量生產 → 少量多款 

- 企業架構：大型金字塔 → 一站式單位 

- 僱主與僱員關係：重視僱員 → 短期/合約關係 

- 工作忠誠度： 高 → 低 

這變化就像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過程，疫情前的宏觀社會經濟變化正

帶領人類進入一個碎片化的新時代。 以下的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 

- 學歷 與 收入 

- 工資 與 年資 

- 資歷 與 晉升 

- 經驗 與 未來 

- 聘用 與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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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的社會已變得變幻莫測、複雜和模糊。 它對職業形態的改變及人們對職

業的看法有着重大的影響。 個人的思想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人們追求突破、

掙脫、釋放和自為。 隨著 21 世紀的個人變得越來越孤立，他們必須要更加堅強

才能生存。 

 

疫情後：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疫情加劇了社會經濟的變化，包括失業、減薪、停薪、購買力減弱、市場萎縮、

資本匱乏、投資意慾不振、供應鏈隔斷和減少生產等。 在後疫症時代，這些變

化將帶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後物質世代，年青人追求的更多是關於價值、公義

和環境的可持續性。 

 

科技：瘋狂了！ 

科技已不由分說地進入並瘋狂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人工智能將在多大程度上

取代人類的工作？ 我們在大數據的世界中仍擁有多少隱私？ 在社交媒體中會有

真相嗎？ 隨著科技的進步席捲全球，人類正在經歷一個後真相社會，特點在於

其虛擬性和圍爐式的思想自封。 人們選擇性地接受信息，並將其編織成自圓其

說的故事。 在一個愈趨碎片化的社會中，面對面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少，個人比

以往更加孤單。 

 

不一樣的世界。不一樣的教育 

美國教育界於《21 世紀能力框架》中提出的關鍵能力 (即掌握核心課程和 21 世

紀主題、生活和工作技能、學習與創新能力，及運用信息、媒體與科技能力) 是

否足夠讓下一代應付這個變幻莫測、瞬息萬變的世界？ 面對社會的大改造，下

一代必須要更堅強。 社會變了， 教育也必須要改變，以裝備下一代在這個完全

不一樣的世界中具備生存、適應、成功、領導和變革的能力。 

只要想一想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 — 氣候變化、貿易戰、經濟危機、貧窮和失業、

軍事衝突、難民危機、貪污詐騙、公共衛生危機、社會動亂、恐怖主義、網絡

安全威脅等，你就可以看見世界正陷入混亂。 

因此，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社會和人類的需要。 現在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教育？

它如何迎接人類的未來？ 儘管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但重要的是，

我們在這個多變和碎片化的世界中有明確的教育使命。    

 



HSUHK President’s Forum 2020.06.19 – Report (chi) 

 

Page 3 of 7 

對話 

(程 = 程介明教授;  何 = 何順文教授) 

這些社會變化中，有沒有一些是香港獨有的？ 

程 : 香港是一個獨特的地方，是東方與西方文化交匯之地。 香港人非常國際化

和靈活，對不同文化的適應力很強。 因此，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香港

具備擁抱東方與西方價值的優勢，但在面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香

港便可能較難發揮其靈活性。 

何 : 在香港，很多人認為本港資本主義經濟和偏袒大地產商和金融集團的經濟結

構，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因而感到失望。 此外，許多年青人重視公平

和社會公義多於經濟利益。 在碎片化的社會中，年青人努力追求更多的自

由和平等，對階級制度和權威則較為輕視。  

 

年青人對財富、事業、成就和一些生活享受的追求，與他們追求價值和理想之

間有否存在衝突？ 

程 : 香港的年青人似乎可同時擁抱兩者。 或許我們再不能以舊一套的框架來解

釋現今年青人的思想行為。 過去一年（2019），香港社會處於對立的狀態，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時期。 

何 : 怨怒的情緒可能之後會消退。 然而，無可否認，如沒有公平公正的社會，

年青人很難在財富，事業和整體生活質素上取得進步。 現在與過去的世界

有很大的差異。 

 

你對成年人應如何處理與年青人的關係有何建議？ 對於一些他們未必認同的行

為，成年人應如何在包容與督導年青人之間取得平衡？ 

程 : 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 現時全球很多反對不公的示威似

乎既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也沒有大台，其規模更超乎何人的想像；因此，

社會很難在短時間內可解決問題。 我們或可將 2019 年視為怨怒的非常時期，

但我們不知道社會何時會恢復正常。 為了避免局勢惡化，我們必須守住底

線—暴力、蓄意破壞和仇恨都是社會所不容的。 如果大家都帶着仇恨，任

何問題都很難解決。 

何 : 社會上每個人都需要時間去消化所有發生的事情。 只有願意聆聽並嘗試理

解這些事情的根本原因，我們才能找到出路。 畢竟，人權、自由和尊重多

元仍是社會中，持不同立場的群體所共同維護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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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人工智能 (AI)可能會在許多工作中取代人類，並在日常生活中操控人類的

行為。 教育在這些轉變中能做什麼？ 

程 : 過去，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教育也隨着時間而變得過時。 在這發展步伐

急速的時代，教育如何與時並進或至少不會拖着社會的後腿？ 現在的學生

大部分時間都仍在學校裏渡過，學校的制度為學生提供了什麼？ 在工業時

代，年輕人透過學校的制度獲得學歷以進入勞動力市場；如今，學歷僅能滿

足職業所需的一部分。 因此，學校的制度或需包含更多讓學生投入社會的

元素。 

程 : 此外，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由該領域的人員主導。 他們可能只著重開

發可流行的科技產品而忽略社會的實際需求。 例如，科技在中國教育領域

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專家們使用語言識別技術開發了口試練習的軟件，預

計將會大受歡迎。 但是，除了語言的準確性，還可能需要考慮其他方面，

如講者的態度、對話內容等，以及究竟那看似大家都認可的考試操練，會否

只鞏固了陳舊。 

何 : 疫情期間，我們觀察到教師們積極地研究在教學中使用科技軟件和裝置。 

教師們帶頭去發展更多線上教學的可能性是好事。 但是，如果 AI 能支配很

多人類的決定和行為，那麼其應用就令人擔憂。 如果人類習慣減少使用大

腦的功能，他們將面臨退化的危機。 在 AI 系統代替他們去學習和作出很多

選擇之前，大學生必須確立其個人價值觀，並且注意掌控自己的決策過程。 

 

評論員的回應 

四位評論員為先前的討論作出回應。 

香港中文大學博群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伍慧明女士 

成年人應主動了解年青人追求的夢想和渴望的未來。 面對社會這些根本變化，

年青人需具備適應能力和靈活性，以面對挑戰和應對困難。 個人可按自己的步

調去成長和復原，但我們必須信任和支持年青人去追求他們美好的信念和普世

價值。 

 

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  賴炳華先生 

關懷的態度非常重要，我們希望成年人和老師能幫助年青人從盛怒和躁動中走

出來。 年青人需要老師的鼓勵和指導，還有一些冷靜的時間去思考他們的處境

及堅守他們相信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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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社會研究院創辦人及主席  陳國賁教授 

儘管科技的進步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但我們也應考慮其好的一面以及它為社

會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香港的年青人嘗試創造自己的虛擬社區，並在過程中形

成次文化。 年青人還利用科技平台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聯繫，從而創造了他們

全球社群的理想國度。 面對現時所有變化和挑戰，年青人發揮其創造力去追求

和建立自己相信的東西。 研究年青人的次文化是了解他們思想世界的一個好方

法。 

 

勵志教育青年基金創辦人兼主席  李子楓先生 

年青人有時會發現他們從學校學到的東西與職場和日常生活脫節。 現今社會的

氛圍令很多年青人偏愛「即食」文化，追求快速和立竿見影的結果。 他們更專

注於短期和日常生活的事，而很少關心生活或世界的宏觀前景。 如果教育可以

包含更多「應用」元素，那將會對年青人有幫助。 另一方面，在上位者也應該

走進年青人的生活，以真正了解他們的需要，從而化解衝突。 

 

何教授和程教授感謝四位評論員的不同意見。 他們都了解到，無論個人還是社

會，都有各自的步調，只要我們和年青人一起前進和面對挑戰，就會有希望。 

至於「社區」的概念，成員之間的互信和持開放態度很重要。 他們相信，總有

方法能讓大家一起面對挑戰和解決問題。 

 

問答環節 

(程 = 程介明教授;  何 = 何順文教授) 

你如何理解香港目前的政治局勢？ 教育應如何定位？ 

程 : 教育不僅是在課室裏學習。 在這種紛亂的政治局勢下，教師有責任對學生

作出回應並給予必要的指導。 但是，教師應如何處理相關討論，目前尚未

有共識和指引。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例如，在加拿大，教師僅就一

些已發展到較成熟階段的政治議題進行討論。 學生在激烈的討論中免不了

要站邊，這對學生是不公平的，作為教師的基本原則是要保護學生。另一方

面，學生也需注意一些底線，以免令老師陷入困境。 

何 : 空喊太多口號而沒有實質和可行的建議或許並不是一個有建設性的方法去實

現目標。由於學校堅守政治中立，維護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及其他共享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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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師可引導學生放開思維，傾聽和專重不同意見，及追求共識與具建

設性的方案。 

程 :老師對年輕學生是有一定的權威。 即使老師有自己的立場，也應保持中立。 

在大學層面，教師有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 而大多數學生都超過 18 歲，應有

能力自己做判斷。 然而，教師和學生都應留意其政治行動的後果，而政治

行動是會受到法律約束。   

何 : 香港的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 堅守人文價值將有助於增加人與人之間

的互信和減少對抗。 在政治以外，香港還有很多事情值得我們關注。 在這

個紛亂的時代，我們需要有智慧地生活。 

 

作為成年人/教育工作者，怎樣有效地與年青人溝通？ 

程 : 需放低偏見去聆聽。 溝通非常重要，不一定要說服對方，但溝通會使對方

感到被平等對待。 最理想是人們把不同意見視爲分歧，而不是對抗。 

何 : 作為父母，以提問的方式去引導年青人會比較容易。 應賦權予年青人在沒

有任何先入之見下去找自己的答案。  

 

你的教育願景是什麼？尤其在這充滿挑戰的時刻？ 

程 : 教育是爲了下一代的未來。 教育的核心業務是學生的學習。 這也是學習的

科學， 我們希望它會對社會福祉有所貢獻。 

程 : 我們需要信任年青人並意識到在所有混亂和變化中，他們有自己的時間表。 

他們正經歷許多不同的事件和情緒。 根據我們的經驗，如果成年人/老師願

意多聆聽那些比較激進的孩子，你會發現他們其實是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

者和自由主義者。 當中有很多因素促成他們的行爲，但成年人要明白年青

人都有著他們的理想和自己的天地。 

何 : 教育是以人為本和用心的事業。 我們需了解社會的變化並裝備年青人具備

能力以應付瞬息萬變的世界。 重要的是，在這充滿挑戰的時期，教育工作

者必須堅守人文價值並繼續按專業操守作應做的事。 

 

- 完結 – 

2020 年 7 月  由香港恒生大學校長室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