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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海洋上的安全航
行

我們需要陪伴年輕人，讓他們
培養一個正直的良心，並幫助
他們準備應對日常生活的挑
戰。這樣他們才會成熟，和學
會在各種環境中自然而然地以
基督徒的信念為依歸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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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海洋上的安全航行

現今教育所面對的挑戰，包括學習並
教授他人如何運用新的通訊方式，以
幫助我們在運用它對能夠成為更成熟
的人，不損害，反而改善家庭生活的
質素。因此，單是禁止新技術的使用
是適得其反的──禁用並非一定是教育
的最佳方式。相反，更有益的是學習
如何善加利用這些新事物，從它們中
抽取出最大的價值。正如教宗所忠告
的：「良好的傳播幫助我們更靠近，



更了解彼此，並且最終在合一中成
長。」[1]

我們需要陪伴年輕人，讓他們培養一
個正直的良心，並幫助他們準備應對
日常生活的挑戰。這樣他們才會成
熟，和學會在各種環境中自然而然地
以基督徒的信念為依歸行事。有效的
教育需要建立穩固的德行和堅定的個
人原則。只有這樣，孩子們才能過上
良好的生活，調整自己本性上的衝
動，控制自己的行為，並充滿喜樂地
克服各種障礙以追求真善，包括在數
碼世界中。

由於每個人都各有不同，我們需要思
索接觸每個孩子的最好方法。夫妻應
該花時間一起討論他們子女的各種需
求以及如何最好地幫助他們每一個
人。討論的其中一個主題應該是如何
使用新科技。要進行良好而有效的教
育，無論在哪一方面，都需要時間、
投入和有序的方法。



教育孩子的目標是幫助他們掌握自我
支配的能力。這個目標是通過教導他
們如何在具體的小戰役中奮鬥並得勝
來實現的。他們需要學會按時作息，
尊重他人的安寧時間，並按既定的時
間表來玩電子遊戲和使用互聯網。正
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說：「必須
進行奮鬥和個人努力，這樣可以使身
體節制，更重要的是整個人可以體驗
到自我約束和克服障礙和困難的喜
悅。這確實是標誌著青春的時光的、
成熟的一個元素。」[2]

《天主教教理》教導我們：「節德是
倫理的德行，它調節感性樂趣的吸
引，並使人在運用世物時，保持平
衡。節德確保意志對本能的自主能
力，使人的慾望維持在合乎正理的範
圍之內。有節德的人調節情慾以善作
為取向，並保持著一種健全的審慎態
度」（1809條）。節德讓人在使用各
種受造物方面，通過把本性的傾好導
向真正的美善而達到自我控制。「因
此，生命再次變得五彩繽紛，儘管之



前的放縱曾使它黯淡無光。我們發現
自己能夠照顧他人的需要，與眾人分
享我們所擁有的，並將我們的精力投
入到偉大的事業中。」[3]

在數碼界中舉止得宜

「對數位聯繫的渴望，也會產生使我
們與最靠近的鄰人隔離的作用。」[4]
一個永遠存在的挑戰就是如何促進與
他人的互動。例如，人對於較為重要
的事情，最好透過面對面的交談來溝
通。重要的事不能透過短訊或虛擬世
界來解決。在家裡實行這個家庭政策
會是非常有益的。在傷害了別人後向
對方道歉，或是商量家庭的一些特殊
計劃的最佳方式就是人與人直接對
話。

同時，給人解釋為什麼不要為了近在
眼前和過眼雲煙的事而忘形的重要性
也是有幫助的。例如，急躁可能會導
致人對鄰居的不禮貌或失禮。其他有
用的「在數碼界中舉止得宜」可以包
括：不要在與人交談時接聽電話，用



餐時關上電子設備，在家中使用電腦
時遵守已設定的時間等。

也很有用的是，給孩子們解釋為什麼
在生氣或懊惱時回覆訊息不是一個好
主意，尤其是在有很多人參與其中的
情況下，例如社交媒體或Whatsapp
群組等。在這些情況下，急躁可能會
導致一個人說或寫一些他後來可能會
後悔的話。如果父母留意和觀察到孩
子正在因憤怒或匆忙而行事，這可以
是一個機會和他深入傾談和認識到自
我約束的必要性，並鼓勵他保持冷
靜，不要因為一時的情緒波動而過度
反應。

學習控制好奇心

為了讓父母贏得孩子的信任和信心，
一個好方法就是當他們出於好奇心而
提問時盡量回答他們，即使他們還很
年幼，開始每事問「為什麼」時。當
孩子們發現父母願意傾聽他們所關心
的事物時，會向父母坦白誠懇。讓他
們容易自由地暢談自然而然產生的所



有問題和疑惑是好的。有時候，父母
可能不知道問題的答案。但他們可以
明確地告訴孩子：「我不知道，但我
會試著找出答案。」之後他們可以再
來解釋問題。

如果孩子們信任父母去解釋他們的疑
惑和問題，他們就不需要總是求助於
互聯網了。許多家長擔心孩子可以輕
易地接觸到色情或其他有害的內容，
例如促進仇恨的訊息或教人如何製造
武器的手冊等等。有時候，人可以在
不知不覺中接觸到這樣的材料。只需
幾個點擊，一個好奇的男孩或女孩就
可以接駁到一個充滿暴力和仇恨、 情
色和穢語等的世界。有時這些資訊會
在一些看似無害的網站上出現。因
此，教導孩子要在使用互聯網時有明
確的目標，永不只是為了消閒，是非
常重要的。如果有害的內容不請自來
地在螢幕上出現，他們必須立即刪掉
它，實踐著聖施禮華的建議：「我再
講一遍：要鼓起勇氣掉頭跑開；要鼓
足道義的力量，絕不拿自己的弱點當



兒戲；絕不要試探自己能走多遠。」
[5]

有時候，父母叫孩子協助他們設置個
人社交網絡的隱私選項，或談論父母
其中一個收到的「惡意」電子郵件，
這樣會是好的。父母可以藉此逐漸向
孩子灌輸堅實可靠的標準。歸根結
底，必須自由地行事的是孩子。父母
需要有「帶有冒險的信任」，讓每個
孩子按其不同的年齡在責任上成長。

學習專注

今天，一個常見的怨訴是數碼科技導
致人變得敷淺。然而往往沒有提到的
是，問題的根源在於人試圖同一時間
做三、四件事情，導致精神分散和缺
乏專注。有些年輕人在嘗試閱讀一本
書時，不僅又聽音樂，而且還不斷地
查閱社交媒體和手機上的新訊息。一
個活動與另一個活動之間的分界變得
模糊不清了。當然，有些工作可以同
時做而大體而言可以有效地完成，而
其他的，例如學習，則需要更大的專



注力。一個同時做幾件事情的腦袋是
無法維持同一的精密度的。因此，必
須教導孩子每次只專注於一項任務，
這也是幫助他們日後成為優秀專業人
士的最佳忠告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家長需要幫助孩子們
掌握規則背後的原因。當孩子問為什
麼現在不能看一段3分鐘的視頻時，
應該告訴他們這不僅僅是時間的問
題，還包括要對抗在周圍出現的每一
個刺激的事物立即回應的衝動，它會
使我們分心，從而分散我們當前的工
作：「做你該做的事，聚精會神地去
做。」[6]

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舉例來說，
我們需要找回一種審慎和冷靜的態
度。這樣的態度需要時間，需要聆聽
與靜默的能力。」[7] 我們必須提防注
意力的分散。教導孩子避免分散注意
力有助於他們在學習時集中精力，也
讓他們更容易祈禱。否則，他們會發
現，做任何有價值的事情都是困難



的。「你讓你的感官和機能飢不擇
食。之後，你體會到：漫無目的，思
想無法集中，意志消沉，情慾蠢蠢欲
動。」[8]

膚淺與虛榮

現今的科技進步，若運用不善，則可
能會導致個人主義的增加以及個人只
顧專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這都
是膚淺的心態的特徵。「年輕人對周
遭充斥著空洞的、無意義的價值觀特
別敏感。不幸的是，再者，承受其結
果的正是他們。」[9]

一個明顯的虛榮的徵兆是著迷於增加
個人在數碼世界中積累到的聯繫人數
（朋友和追隨者）。在社交網絡上，
那些經常發布有趣或惹笑或非常個人
化的資訊的人通常會獲得更多的追隨
者。「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
渴望分享的真理並不是從它的『流行
度』或它所獲得的注意力有幾多來決
定其價值。我們必須將其完整地使人
認識它，而不是尋求使其可被人接受



或稀釋它。它必須成為日常的滋養，
而不是短暫的吸引。」[10]

一個可能的誘惑是意欲公開一些較為
私人或親密的、會引人關注和好奇的
事物。如果年輕人通過細小的美德行
為和自我掌控的具體勝利而進行樂觀
的奮鬥，他們將學會避免這些危險。

在家庭內，良好的溝通有助於年輕人
理解問題的根源，並創造一種信任的
氛圍，在這種氛圍中，他們可以自由
地提出疑惑和不確定的事。聖施禮華
鼓勵父母與孩子們以高尚的方式交
談，並樂於看到他們逐漸成熟，逐步
消除對他們的限制，和容許他們的自
由和個性得以增強。

社群性

人類天生是社群性的。我們個人的成
長大部分是牽涉與他人的聯繫和向他
人溝通我是誰。青春期是個人的社會
關係開始成形和深化的階段。與他人
作社交溝通的需求，與感覺到自己是



一個群體中的一員是密切相關的。數
碼技術為年輕人提供了強化其朋友圈
子的資源。事實上，為了只是與朋友
分享一些事物而建立虛擬團體，是非
常普遍的（雖然有時會接受朋友的朋
友加入該團體，因而所分享的信息結
果會有更多人可以存取）。

有時候，對群體歸屬感的強烈認同，
會讓年輕人過度關注朋友和新聯繫人
的新狀態。也可以出現的是，在社交
聚會或派對中，他們更加關心拍照和
盡快上傳到社交媒體，而不是真正地
享受與在場的人相聚。挑戰就在於如
何善意地利用這些機會，教導年輕人
要尊重他人和要有風度。

勇氣和自由

教人如何說「不」，就等同教他如何
說出一個慷慨的「是」，在於向他們
展示各種德行的美善，並將其視為通
往幸福人生的道路。因此，給人解釋
要懂得在有需要時明確和堅定地說
「不」的價值是非常有幫助的。說



「不」會是自我掌控的一個具體表
現，同時不會失去個人的冷靜或風
度。

孩子應當在父母身上找到他們的個人
自由的最大維護者。當談到私人使用
電子設備時，自由應當和責任結合，
其程度按孩子的年齡而定。當孩子擁
有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時，不適宜拒
絕讓他們使用密碼；雖然在一些家庭
中，父母可能也會鼓勵他們不時與兄
弟姐妹分享他們的電子設備，從而他
們的私人信息將會他人也可看見。這
樣，年輕人將學會坦誠，因為他們的
兄弟姐妹可能會在其預料不到的情況
下使用他們的電子設備。這樣做不應
該是為了要窺探他們的活動，而是為
了在家庭生活中創造一種輕看世物和
與他人分享的氛圍。

歸根結底，我們不能忘記家庭幸福的
秘訣就在於最平凡的日常事件，「在
於善加利用文明帶來的所有好處，為



了使家庭生活愉快，生活更加簡單，
和教育更加有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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