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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的話
社會在走、世界在變，在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之下，青少年使用手

機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手機可提供少年聊天、社交、遊戲、追劇、
資訊蒐集等，許多青少年的流行文化都在這裡交流進行。因智慧型手
機普及，少年的生活型態、流行文化價值觀及事物、次文化等，都深
受手機影響；少年與同學、友伴交談對話，幾乎是流行文化內容，故
了解少年目前生活的流行文化及產生的外顯行為，甚至是因流行文化
而發生的觸法行為之背後原因是重要的。

社群網站及 Youtube 的興起，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每天用手機上
FACEBOOK、INSTAGRAM、LINE、WE CHAT…等已是每天必需做的
事；而少年也彼此傳遞 youtube 影片分享，以做為聊天話題，流行文
化資訊就在手掌之間串流。處於青春期階段的少年，特別需要與友伴
談論流行話題來得到認同，但若是過度依賴、沉迷、濫用，可能就會
引發人際問題、親子互動問題，甚至是觸法問題。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邱子珍隊長在此呼籲家長，平時需
了解青少年現今流行文化資訊，知悉孩子當前生活的樣貌。若孩子與
人發生衝突事件時，可思考是否與現在流行文化、次文化或價值觀有
相關聯性，並帶領孩子思考流行文化的優缺點，提倡青少年流行文化
的正面價值，避免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最後需引導孩子思考，如何
在現今流行文化下，保有自己的想法，以增進孩子自我保護能力。

現代青少年不僅出生在一個 3C 時代，更成長在一個觸控、音控、遠端、高
速兼具的時代，自第一代智慧手機於 2007 年出現，帶來科技革新，成人們承受
這波衝擊，或積極追趕、或消極以對，但對於當年還是幼童時期的青少年，這波
驚天巨浪反而像是搖籃，孕育著他們長大，所有的資訊傳遞與科技應用顯得理所
當然而得心應手，青少年透過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所獲得的資訊和人際網絡，是
有著既定價值觀和教養態度的成人比較難以理解的。

青少年的日常生活，除了上學、補習及實體的活動外，更常沉浸在網路世
界，也透過虛擬媒體來認識世界，經由 IG、YOUTUBE、抖音或電競社群等管道
悠遊四海、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 沒錯，沒有臉書，抱歉，在年輕人看來臉書已
經成為中老年人用相片寫日記的地方！ )，同樣的，網路媒體也運用影像技術、
電子運算及人工智慧的發展，來集結人氣、蒐集資訊，判斷使用者的特性與喜好，
把經過精密分析的資訊精準地送到目標對象眼前，這樣百來百往的過程，既快速
又充滿高度匿名性，再加上學校教育內容及升學管道的變革，青少年所面對的世
界，更是父母及師長難以想像的。

因此，受教育是否必然連結到日後職涯的規劃？或反過來問，是否配合職
業需求而選擇學習的內容？這個問題必須以更廣闊的視野及更開放的態度來思
考，舉電競活動為例，看似為父母師長所深惡痛絕的消遣，會使學子們日夜顛
倒、成績退步，但電競正在形成一個產業鏈，電競遊戲的開發需要程式設計與媒
體美編人才，更需要故事與創意，電競基地的設置需要建築設計與企管人才，電
競推廣需要行銷企劃與執行人才，電競戰隊需要選手、教練與輔導人才，再往上
往下及往內往外延伸，有更多的需求角色與產業鏈結，傳統「打電動」的觀念已
經跟不上新興產業的腳步。又如臺灣完全自主研發的福衛五號於 2017 年升空、
2018 年商轉，臺美合作的衛星計畫「福衛七號」也將在今年升空，喜好天文、
電機、機械、材料等領域的同學，可以一圓太空夢，足見青少年學習基礎學識與
技能，同時結合到興趣與職涯發展，在現代社會是更多樣性，臺灣的自由、民主、
開放，加上天涯若比鄰的資訊科技與交通工具發達，讓青年學子們有更多探索自
我的機會。

因應新時代的來臨，教育部自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
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期望帶給莘莘學子們既能
適應現在生活又能面對未來挑戰的「核心素養」，提倡綜合知識、能力 ( 技能 )

與態度等多元面向的學習方式，並透過實踐力來達到「全人發展」；在這個思維
架構下，臺北市政府也在 103 年首開全臺創舉，於教育局下成立第一也是唯一
的「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以下簡稱青發處 )，揭示「成就每一位青少年」的
努力目標；為了落實培養學生實踐力及創造力等「核心素養」，臺北市教育局
致力於推動創客 (Maker) 教育，自 105 年開始展開一系列有規劃的實務行動，
以鼓勵學生動手展現創意，在青發處 9 樓成立「創新學習基地 (Youth Creative 
Space 簡稱 YCS)」，提供青少年接觸科技與創新發想的學習空間，最特別的是
一群對實作數位教案充滿熱情的老師，組成「天龍特供隊」教師共備課程社群，
自主合作學習創作並設計教學模組，再以校外教學、體驗課程或數位競賽等形
式，讓青少年學子實際接觸創客科技，推廣自造者教育「Learning by Doing」
的理念，鼓勵學生自我學習、自我成長，培養解決問題與團體思考的知能。

中正紀念堂附近，靠近仁愛路及林森南路口，有一棟外觀及地面彩繪著綠
色 YY 圖案的建築，你可能常常來，也可能沒來過，但，它一直在向青少年朋友
們招手，這裡就是青發處，有著複合型式的場館，包括運動類型的舞蹈教室、攀
岩及直排輪場，及知能類型的創新學習基地、Live Band 體驗中心、藝文沙龍、
流行廣場、演藝廳及國際會議廳等場地，除了各機關學校單位可租借使用，也提
供青少年學子展現自我的舞台，同學們可以在公益時段借用場館舉辦個人才藝或
社團成果發表，也可以免費登記綜合教室與朋友們討論互動，還有各種免費或
價格少少的體驗課程或營隊活動，讓青少年發展多元潛能，另外還有深度的青少
年職涯探索、服務學習、壯遊體驗及國際志工服務等計畫，歡迎同學們來參與或
申請補助，培養自己的現代公民意識與知能，強化擴展社會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能
力。

在街舞、熱舞、戲劇、肢體律動、爵士鼓、熱音、詞曲創作、化妝、指甲彩繪、
模特走秀、髮型設計、服裝設計、烹飪、調酒、咖啡師、植栽、攀樹、攀岩、直
排輪、魔術、插畫、動畫、桌遊、定向運動、攝影、相機攝影、手機攝影、拼布、
木作手作、創客競賽、公民記者、日韓文化研究、志工服務等種種青少年喜愛的
活動背後，體現的是青少年參與社會的多元導向與發展，年輕世代種下的一顆顆
苗子，將在繁花盛開時節成就為未來的一處處森林，來吧！青少年朋友們，不要
畏懼伸出你的雙手、踏出你的步伐，擁抱這個世界、探索這個世界，不要害怕失
敗、不要畏懼阻礙，因為未來你們就是世界！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李淑貞課長

成就每一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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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現在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本期小編透過網路問卷做了一些趣味調查，

來看看現在青少年現在都怎麼使用手機、喜歡那些網紅、偶像藝人。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調查結果吧！

一、不可逆的網路世代：

　　現在的青少年使用網路已是普遍現象，更是生活及社交不可或缺的工具。面對資訊世代的衝擊，以
及其背後帶來的風險，身為家長的我們應以開放的態度，了解並認識孩子們所接觸的事物。唯有透過認
識與接納，我們才能知道如何陪著孩子分辨網路上的是非對錯，避免陷入危機。

二、務必以理說之，避免威權壓迫：

　　青少年時期正值自我認同建立的重要階段，渴求同儕認同，因此易受周遭環境影響，對於威權易有
反抗對立的情緒。看似大小孩的身體，但心理狀態依然像個小孩，因此身為家長，我們需要與他們討論，
了解他們的想法，並花多一些時間與孩子解釋，才能克服孩子的反彈。一昧的禁止只會造成反效果。

三、重視孩子的需求，教導時間管理的重要：

　　正如上述所言，重視朋友是青少年的特性，透過與友伴的互動，進而了解個人的定位，因此我們要
尊重孩子對青少年文化的認同的看法，並陪伴其一同討論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滿足個人需要，同時也完
成自己應盡的義務，諸如寫作業、做家事…等。順帶一提，家長的以身作則是最好的教育範本 !

如在子女教養上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至少輔組做諮詢呦 !

手機使用類

親愛的家長，面對次世代的孩子，

我們有三點提醒提供您參考，讓您在教養子女上可以更加有力：

FB

IG

微信

最常使用的社交軟體

87%

79%

36%

IG Direct

Messenger

Line

最常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

75%

74%

63%

Youtube

抖音

愛奇藝

最常使用的影音視頻軟體

89%

25%

46%

傳說對決

神魔之塔

荒野行動

最常使用的遊戲軟體

53%

25%

18%

待在自家

待在朋友家

夜市

閒暇時打發時間的去處

56%

3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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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現在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本期小編透過網路問卷做了一些趣味調查，

來看看現在青少年現在都怎麼使用手機、喜歡那些網紅、偶像藝人。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調查結果吧！
 文 /松山及中山少輔組　圖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許竣勝

問卷由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張貴傑協助指導

一、要當心：使用臉書要當心
在台灣，臉書是最多人使用的社群網站，但也是「網路霸凌」、「網路詐騙」、「散布假消息」的溫床，
請遵循「發文留言懂尊重、不隨意分享、小心查證」的三大原則，避免造成自己與他人的損害喔！

二、要休息：讓眼睛多休息
近年來到眼科看診的病患年齡逐年下降，多與長期使用 3C 產品有關，記得使用 30 分鐘就要讓眼睛稍
作休息，避免眼睛過度疲勞，放下手機、到戶外從事其他休閒活動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三、不要爆料洩個資：
自行照片錄影、上網爆料的行為頗為盛行，但小心在爆料的過程中可能會透露他人的個人資料，例如他
人的姓名、生日及聯絡方式等，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恐需負擔相關法律責任喔！

四、不要學網紅罵人：
網紅多透過搞笑、誇大的言論來吸引網友觀看，故網紅遭提告「公然侮辱」、及「誹謗」的新聞案件層
出不窮，網路上等同於是公開的場所，辱罵他人、毀損他人名譽，都需要負擔刑事責任，再者有些網紅
會透過「腥羶色」的字眼提升知名度，但我們對網友說類似的話，恐有「性騷擾」的意味喔！

流行偶像類 網路流行類

鄧紫琪 58%
蔡依林 31%
A-LIN 31%

林俊傑 36%
周興哲 31%

頑童 35%
兄弟本色 35%

玖壹壹 37%
茄子蛋 3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最喜歡的
男偶像歌手

最喜歡的
女偶像歌手

最喜歡的
偶像團體

周杰倫 38%

0 10 20 30 40 50 60

最受歡迎的
網路紅人

最愛看的
臉書專頁

告白 OO 學校 26%

黑色豪門企業 39%

爆料公社 48%

這群人 23%

反骨男孩 26%
館長 26%

◆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最受青少年喜愛的偶像團體，由近期竄紅的台語獨立樂

團「茄子蛋」奪冠，接續為本土樂團「玖壹壹」及嘻哈饒舌團體「兄弟本色」及「頑

童」；最受喜愛的女歌手，由香港鐵肺歌手「鄧紫琪」遙遙領先蔡依林及A-LIN；

而男歌手的部分，走紅多年的創作天王「周杰倫」仍保有一席之地，接續分別為

擅長抒情曲風的林俊傑及周興哲。

◆青少年最喜歡滑的臉書專頁為以接受匿名爆料為主軸的「爆料公社」

及「黑色豪門企業」佔據 1、2 名，第 3 名則是由各校學生所創立的

匿名告白社團「告白 OO 學校」，由此可見青少年對於匿名爆料與八

卦具強烈好奇心。

◆最受青少年喜愛的網紅，由經營健身房，經常犀利評論時事，臉書粉

絲近百萬的直播主「館長」以及影片風格無俚頭又不時充滿性暗示

的「反骨男孩」並列第一，而接下來則是以推出各行各業經典語錄

短片爆紅的「這群人」。

2不要網路使用  2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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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考驗
看完本期內容後，你是否對於青少年流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呢 ?

讓我們看看自己能答對幾題吧！ Go ！ ( 答案在本版的右上角喲 ~)

(   ) 1. 在網路上匿名謾罵或發表不實言論，並不會有刑責。

(   ) 2. 孩子放假時經常玩手機遊戲，家長需注意避免過度沉迷。

(   ) 3. 在網路上爆料、開副本等洩漏他人個資的行為是會觸法的。

(   ) 4. 孩子很崇拜網紅，家長須注意其現象帶給孩子的影響。

(   ) 5. 家長要適時注意孩子使用網路的狀況，避免其接觸不當內容。

答案：1.(Χ)  2.(○ )  3.(○ )  4.(○ )  5.(○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為提供少年參與正向休閒活動機會，於寒假期間舉辦多場少年團體活動，藉由帶領少年從事健康休閒活動，強化反毒、
反暴力等法律觀念及自我保護知能，達到預防犯罪之成效。

松山少輔組：「寒假瘋戲院」，透
過院線電影賞析暨定向尋寶活動，
讓少年累積自然且正向的人際互動
經驗。

國中時，因為竊盜案的關係，松山少輔組的社工主動聯絡我，約我到少
輔組聊聊，起初我覺得少輔組就是「垃圾」去的地方；當然，我也是「垃圾」。

國中時期的我，常常蹺課、不回家、抽菸喝酒、騎機車，是學校的
頭痛人物，我在學校其實很孤單，沒什麼朋友；爸媽忙著工作，沒時間理

我。自從我認識松山少輔組後，三不五時，我就去那聊天，因為那裡
有人陪我，社工雖然很忙，但願意接納我坐在旁邊，

聽我講些我想講的話，並這種有人陪的感覺。國
中畢業後，我還是過著無照騎車、有時不回家
的日子，但特別的是，我逐漸開始敢把我心裡
面的話說出來，我的自信心增加了，雖然我的

行為還是很「垃圾」，但少輔組的社工們仍持續
陪伴在我身旁。高一時，我在校表現不佳，書差

點念不下去，要被退學了，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就來少輔組晃晃，社工會
關心我的心情、近況，雖然社工好像沒做些什麼，但被接納、被關心的感
覺真的很棒，我就有力量能繼續走下去。

高一升高二的暑假，為了在學校讀下去，我開始去學校罰站、做勞動
服務銷過，就是為了要繼續留在學校，我要為我自己努力，而少輔組的社
工不斷地鼓勵我，有時還會幫我準備吃的，關心我的狀態，這過程好像是
在餵養我的心靈，我慢慢地茁壯，現在我已順利的讀到高三下學期。

少輔組在寒暑假會辦一些活動，我有參與過鐳射槍及烤肉活動，其實
我已忘記活動內容了，但我記得與社工們一起玩的過程，大家一起歡樂的
回憶已刻劃在我心中。我想謝謝松山少輔組，感謝你們在我孤單、脆弱的
時候陪伴著我，填補我心中的寂寞感，使我慢慢有力量長出自己的自信，
你們的陪伴成就了現在的我。

我因為操性成績太低、經常遲到違規被學校記了 4 支大過，眼看著

剩下一學期就畢業了，還是無法達到畢業標準，想到這就壓力如山倒，

在一次與社工會談下訴說了這個煩惱，社工與學校討論後同意以擔任反

毒宣導志工來銷過，所以我跟我朋友組個團一起過去幫忙了。

一開始，其實我不知道反毒宣導的活動是什麼，所以我們抱持著「耍

廢」的態度去幫忙，到了會場讓人意想不到，我們印象中的反毒宣導是

幾個不太清楚要做什麼的人站在台上背稿唸臺詞，沒想到場地居然是在

非常吵雜的校慶攤位。當時我心想這樣會不會很奇怪？這麼吵難道我們

要用喇叭來宣導嗎？抱持著這個疑問我們接下了來自社工的任務。一接

下任務，我大吃一驚，今天的活動居然不是我講你聽的無趣上課模式，

而是一種以籃球遊戲協助民眾學習反毒知識的活動，是讓人耐人尋味的

引導式學習。但在遊戲之前，必須讓民眾有興趣來這裡體驗這個遊戲，

所以我跟朋友負責把人群吸引進來並協助民眾進行法令闖關遊戲。

在不知道過了多久、被當怪人拒絕、引導問答以後我們終於結束了

一天的活動了。那一天我卻感覺一點也不累，而是有一種滿足感與成就

感，我突然發現這個活動不是懲罰而是一種另類的學習。

在這之前其實我還不太知道有哪些毒品種類及其危害性，更不用說

更惡毒的興新毒品了。活動一開始也因為不太了解而有點吃力，但在這

次反毒宣導中，我不僅自己學會了保護自己不接觸毒品，也知道幫助他

人遠離毒品的危害。

陪伴就是力量

一日反毒小志工

北 投 少 輔 組：「 青 輔 藝 起 歌 唱 大
賞」，透過歌唱同樂、歌曲團體遊
戲等活動，增進少年正向人際互
動、團隊合作能力，以及約會防暴
自我保護觀念和相關法令知能。

南港少輔組：「翻滾青春，暴力滾
蛋」，透過泡泡足球活動與反暴力
競賽活動，增進法令常識與自我保
護觀念，也讓少年藉由休閒活動習
得正向休閒娛樂、情緒宣洩方式。

士林少輔組 :「籃球訓練營」，透過
專業教練帶領暖身活動、基本動作
及進行趣味競賽，讓少年獲得良性
競爭與正向陪伴，並鼓勵少年達成
目標、提升其自我效能感。

少年 /樂高

文 /少年北村小馬達

春季少年團體活動花絮

248 期簡訊預告：解毒，遠離毒品

新型態毒品層出不窮，想了解孩子

為何會接觸到毒品？

現今台灣有哪些戒毒資源可

供使用？孩子對於毒品有那些

不正確的迷思？

敬請鎖定下一期 ，我們將

帶領家長及孩子一起來解毒，

千萬別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