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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時代的青年服務
「第19區」青年工作初探



社工為何要進入網絡世界?

1.關注網絡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

2.感到下一代的生活習慣和需要有所變化。

3.認為傳統的工作模式和手法已不合時宜。

4.大勢所趨，不希望自己落後於人。

5.以上四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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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青年工作的起源

「社署透過獎券基金撥款，由2011年8月起
推行三個為期三年的網上青年外展試驗計劃
及一項評估研究。試驗計劃透過互聯網接觸
有需要的青少年，特别是被識別為邊緣或隱
蔽青少年，並針對他們各種與互聯網有關的
偏差行為，向他們提供適時的介入及支援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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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有關的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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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交

網絡欺凌

沉迷上網

自殺與自殘 毒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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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帶來的社會風險

網絡時代 = 風險時代?
喜歡暴力

比上一代蠢
上網成癮

工作態度欠佳

網絡欺凌

唯我獨尊

Don Tapscott (2009).“Grown Up Digital”.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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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與風險管理

• 現代社會的穩定性透過專家和法定機構對
有關風險的知識建構與管理來鞏固 (風險的
制度化)

• 以互聯網相關偏差行為為例，從病理學觀
點解釋上網行為的論說興起，網絡成癮的
治療服務大行其道，網絡輔導的理論和指
引亦需求甚殷

• 風險制度化的結果，卻是帶來新的風險(制
度化風險)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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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青年工作的挑戰

• 青年網絡使用者的私隱敏感度增加，更傾
向避免留下網絡足跡

• 對所謂「互聯網相關偏差行為」的不滿及
反擊

• 對社工、教師或其他助人專業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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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青年工作的挑戰

• 網絡成癮症（英語：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縮寫作IAD），亦作上網成癮症、網
絡依存症或病態電腦使用等各種名稱，泛指各種
對網際網路的過度使用，致影響正常作息的情況
。這些其他名稱主要為了迴避比較負面的「成癮
症」稱謂，亦不止於單一因由。有時，網癮會被
歸類至精神疾病。需要注意的是，「網路成癮症
」的理論一直存在著爭議，目前為止，「網路成
癮症」的真實存在性尚未被醫學界證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BB%9C%E6%88%90

%E7%98%BE%E7%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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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9A%9B%E7%B6%B2%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7%99%AE%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BE%E7%A5%9E%E7%96%BE%E7%97%85


網絡青年工作的挑戰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92

5/s00004/14747710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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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青年工作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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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青年工作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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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網絡青年工作

• 對互聯網(及其使用者)的恐懼與污名化

上網與積極人生、健康生活及人際和諧對立

• 著重工具理性的社會工作

互聯網如同眾多輔導技巧一樣只是介入的

工具(means)，漠視背後的價值判斷

• 忽略互聯網的生態系統

上網是個人行為，儘管可能受到家庭及社

會因素影響，仍以個人轉變為介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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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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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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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第19區

網絡空間(Cyberspace)

的青年工作

網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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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並非功能

齊全的社區，人

們卻在其中呈現

與現實不同的行

為模式

自主

去標籤

匿名

網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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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互聯網相關的偏差行為
到受社會排斥影響的危機

網絡社群

http://hooper.pixnet.net/blog/post/30002106-

%E6%AC%BA%E3%80%8C%E8%9D%A6%E3%80%8D%E5%

A4%AA%E7%94%9A%E7%9A%84%E3%80%8E%E7%AC%AC

%E4%B9%9D%E7%A6%81%E5%8D%80%E3%80%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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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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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接納

自我

實踐

尊重

肯定

真

善美

時代改變、溝通模式改變

人所追求的本質並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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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公民

發揮潛能 改變未來!
速度

度身訂造
自由

協同工作

誠信

查證

Don Tapscott (2009).“Grown Up Digital”.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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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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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應用

O2O的社區服務

社會改變

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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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例子：夜貓格仔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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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貓格仔舖是青年人的網上創藝空間，
除了展示個人作品及與其他舖主交流，
亦有不同的獎賞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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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提供創意藝術活動鼓勵舖主提
升創作能力，亦會邀請舖主擔任導師，
及參與３場創意藝術作品展

• 製作實體格仔舖，以成長故事和
心目中的網絡世界為主題，透過
作品與公眾對話。

服務例子：夜貓格仔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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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例子：狩遊攻略組
25

• 透過網吧廣告、網絡
或手機遊戲聚會和比
賽，以及直接在遊戲
當中接觸活躍於網絡
世界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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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網絡及手機遊戲開發商
合辦職業導向活動，包括
參觀遊戲公司及遊戲測試
員體驗

服務例子：狩遊攻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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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年青人主導的社會創
新小組「狩遊攻略組」，
訓練被認為是只識打機的
年青人成為遊戲專員，為
本地遊戲公司提供遊戲測
試服務，並獲得報酬

服務例子：狩遊攻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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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創作自己的遊戲，這
是小組參與香港遊戲創作
大賽2016的作品

服務例子：狩遊攻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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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耐心傾聽

您的意見可讓我們做得更好！

分享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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