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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和逆境：
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

COVID-19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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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12月以來，COVID-19嚴重影響了世界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2022年6月的感染病例數超過
540,336,065

• 突然發作和高度傳染性 - 世界危機

Shek DTL. COVID-19 and Quality of Life: Twelve 
Reflections. Appl Res Qual Life. 2021;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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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1：數字鴻溝 (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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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城市封鎖，人們越來越依賴在線交流 -
- 通過互聯網購買日用品和在家工作

• 對於學生來說，由於學校封鎖，在線教學已
成為主要的教育形式

• 在線教學有優點; 在線教學也給學生帶來了
一些問題 (WIFI 連接的可用性)

• 諮詢有什麼影響？

反思2：健康不平等 (Health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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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流行給公眾帶來了兩個問題

• 預防:通過戴口罩和使用消毒劑來保持個人衛生 -
- 額外的經濟負擔

• 接受治療: 如果被感染, 接受的醫療存在差異，
例如留在私人病房

• 有研究表明，不同社會群體和地理區域的感染者
和死亡人數並不相等

• 諮詢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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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3：性別不平等 (Gender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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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上，婦女被視為家庭中病人的照顧者

• COVID-19增加了負擔

• 在家學習: 更多的父母監督，這也是女性通常承
擔

• 必須考慮如: 何讓父親更多地參與家庭任務

• 我們必須反思賦予婦女權力，使家庭責任不僅僅
落在她們身上

• 應該發展適當的服務，以支援大流行下的婦女

• 諮詢有什麼影響？

反思4：貧困加劇 (Economic Dis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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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為一些行業創造了越來越多的機會

• COVID-19對全球經濟產生了不利影響，特別是交
通、旅遊、餐飲業

• 失業給失業者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和心理健康問題

• 蔓延到婚姻品質，這將進一步對家庭過程產生不
利影響，例如養育子女和家庭運作過程

• 對於擁有大量低收入家庭的社區來說，社區凝聚
力通常不高，並且存在許多社會問題

• 諮詢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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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5：家庭幸福感 (Family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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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對家庭幸福感產生巨大影響

• 城市封鎖: 家庭成員將有更多的時間呆在家裡，
這可能至少會帶來兩個挑戰

• 如果家庭成員有不同的看法，長期留在家庭中會
產生更多的衝突

• 第二個挑戰與養育子女有關，例如監督孩子使用
電腦，並要求他們遵循健康的日常生活

• 諮詢有什麼影響？

反思6：整體生活品質 (Holistic 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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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身體後果外，需要瞭解大流行的心理後果，
例如抑鬱症和創傷后應激障礙 (PTSD)

• 關注精神健康至關重要

• 社會健康:隨著城市封鎖，社交互動下降。互聯網
技術，與他人保持社交聯繫。然而，互聯網技術
對老年人來說可能是一個挑戰

• 在COVID-19下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 積極的信念（例如對逆境有積極的文化信仰）對
於積極應對非常重要。

• 諮詢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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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7 -反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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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7：經濟增長與拯救生命: 尋求經濟增長還
是通過減少經濟活動來拯救生命?

•反思8：消費與環境保護: COVID-19提供了一個
重新思考消費與環境保護問題的黃金機會。城
市封鎖和航空旅行的大幅減少 …> 環境保護

•反思9：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 有趣但突出的問
題，涉及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如戴口罩和城
市封鎖）的重要性

•諮詢有什麼影響？

反思10：國際合作與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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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全球大流行，鼓勵國際合作是合理的

• 在國際合作中存在政治因素，例如指責受害者

• 雖然武漢的人們遭受了大流行，但他們被指責傳
播了病毒

• 一些國家的政治人物聲稱COVID-19是一種“中國
病毒”，他們甚至要求賠償

• 合作開發疫苗?

• 諮詢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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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11：預防負面福祉 (Prevention of 
Negative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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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公共衛生角度：第一項戰略是盡量減少風險因素

• 第二項戰略: 加強保護因素

• 發展資產: 促進年輕人福祉方面的重要性，如韌性、情感
能力、靈性和自我效能感。

• 經過驗證的積極的青年發展(PYD)計劃，特別是那些培養
年輕人生活技能的計劃，將幫助年輕人應對逆境

• 在大流行之前採取預防舉措,將使人們更好地為與大流行
相關的創傷做好準備，而這些舉措可以挽救生命

• 諮詢有什麼影響？

反思12：在COVID-19下保持積極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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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確理解及如何預防（如保持個人衛生）

• 保持希望

• 保持社會聯繫，特別是家庭資本 (family 
capital)

• 找到痛苦的意義

• 少批評多欣賞,學習如何感恩

• 擁有堅韌的心態,將大流行視為成長和發展的機會

• 接受挑戰並將其視為成長的機會

• 諮詢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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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1: Shek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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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系統研究 —— 縱向研
究、大樣本、理論機制，如積極
的青年發展視角（PYD)

Editorial 2: Shek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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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系統研究 —— 縱向研
究、大樣本、理論機制，如積極
的青年發展視角（P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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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3: Shek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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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系統研究 —— 縱向研
究、大樣本、理論機制，如積極
的青年發展視角（PYD)

「青少年正面發展」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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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情緒能力學習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自我意識

識別情緒，認清優勢

社會意識

換位思考，欣賞差异

自我管理

管理情緒，設定目標

理性决定

分析形勢，清楚責任，尊重他人，解决問題

關係處理

積極溝通，建立關係，協商解决，學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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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ano et al. (2002): 北美25個成
功推行的青少年培育計劃

1. 與健康成人和益友的聯繫 (Bonding)

2. 抗逆能力 (Resilience)

3. 社交能力 (Social Competence)

4. 情緒控制和表達能力 (Emotional Competence)

5. 認知能力 (Cognitive Competence)

20

6. 採取行動能力 (Behavioral   Competence)

7. 分辨是非能力 (Moral Competence)

8. 自決能力 (Self-Determination)

9. 心靈質素 (Spirituality)

10.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11/10/2022

11

21

11.明確及正面的身份 (Clear & Positive 
Identity)

12.建立目標和抉擇能力 (Beliefs in the Future)

13.認同參加者的正面行為 (Recognition for 
Positive Behavior)

14.參與公益活動 (Pro-social Involvement)

15.利他信念 (Pro-social Norms)

研究1:香港大學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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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生在COVID-19發生一年後心理健康問題
（抑鬱、焦慮和壓力）的患病率和相關性

• 心理健康問題與社會人口因素（包括年齡，性別，
本地/國際學生，生活狀況和經濟壓力），需求滿
意度和遇到的困難之間的關係

Daniel T.L. Shek, Diya Dou & Xiaoqin Zhu (2022).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mental health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What happened one year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COVID-
19?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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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香港大學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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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名大學生調查
• 心理健康（包括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
DASS）

• 社會心理資源
• 社會支援
• 需求滿意度
• 困難和挑戰
• 他們所接受服務的評估

研究1:香港大學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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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S指數的中度及以上抑鬱（40.0%），焦慮

（50.7%）和壓力（22.2%）的學生比例值得關注

• 獨居和經歷的經濟劣勢是負面情緒狀態的危險因

素

• 需求滿足(need satisfaction) 和生活挑戰

(life challenges)與消極的情緒狀態有關

• 需求滿足和困難導致壓力，進一步影響了焦慮和

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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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COVID-19下中國青少年創傷后應激障礙癥
狀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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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四川成都的五所學校參與了這項研究

• 在學校封鎖（第1波: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之間）
和放學后恢復（第2波:2020年6月至2020年7月）
之前收集了兩波數據

• 共有4，981名11歲以上的青少年在兩波中完成了
問卷調查

• 學生對兩波的PYD質量測量以及第2波的感知威脅
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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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COVID-19下中國青少年創傷后應激障礙癥
狀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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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下中國青少年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

31

• 517名青少年（10.4%）可被視為患有PTSD

• 感知到的威脅和第一波PYD品質對創傷后應激障礙
癥狀(PTSD)有顯著的獨特影響

• PYD質量在減輕感知威脅對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的
負面影響方面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 (moderating 
effect)。

• 結果強調了通過有效的PYD計劃促進中國大陸青少
年PYD品質的重要性

32

研究2:COVID-19下中國青少年創傷后應激障礙癥
狀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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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COVID-19下中國青少年創傷后應激障礙癥
狀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研究3:香港大學生的需要滿足感和抑鬱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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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研究問題

• 大學生抑鬱癥狀的患病率是多少？

• 香港大學生抑鬱癥狀的社會人口相關性是什麼？

• 需求滿足和積極的青年發展（PYD）屬性，包括對逆境，
心理社會能力（彈性和情感能力）和家庭功能的信念是否
預示著抑鬱症？

• PYD屬性會緩和需求滿足對抑鬱症的預測作用?

Shek DTL, Dou D, Zhu X, Wong T and Tan L (2022) Need Satisfa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oder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ttributes.Front. Psychiatry 13:931404. doi: 

10.3389/fpsyt.2022.9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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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3:香港大學生的需要滿足感和抑鬱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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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D-R-20: 1,648名大學生

• PYD屬性: 逆境信念，心理社會能力（逆境和情感
能力）和家庭功能

• 需求滿意度: 使用了一項來自兩次焦點小組訪談
的衡量標準，涉及22名大學生。

• 48.4%的受訪者（95%CI 45.9-51.1）得分為16分
或以上（即臨床抑鬱症“風險”）。

• 人口相關性: 年齡，性別，學生身份（本地與國
際）和家庭經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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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3:香港大學生的需要滿足感和抑鬱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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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滿意度和所有PYD屬性都負預測了CESD分數

• 基於5，000個以性別，年齡和學生身份為協變數
的自舉樣本的多元回歸和PROCESS分析:PYD屬性
（對逆境，心理社會能力和家庭功能的信念）緩
和了需求滿足對抑鬱症的影響

• 這些發現強化並拓寬了PYD屬性作為COVID-19下大
學生心理健康的保護因素的理論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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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3:香港大學生的需要滿足感和抑鬱癥狀

40



11/10/2022

21

研究3:香港大學生的需要滿足感和抑鬱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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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3:香港大學生的需要滿足感和抑鬱癥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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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43

•COVID-19對兒童和年輕人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要瞭解COVID-19下學生的心理健康, 早期治療很重
要 (三級預防）

• 學生心理的相關性：早期識別高危病例（二級預
防）

•滿足現實生活需求與心理健康問題呈負相關，壓力
是一個中介因素

•積極的青年發展屬性與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負相關

•積極青年發展屬性可以減少COVID-19相關壓力源對
學生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促進積極的青年發展屬
性（如情緒管理）有助於減少學生心理健康問題

(初級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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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