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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是甚麼？快樂，可以是一種由心而發的感覺；快樂，可以是一種滿足感；

快樂，可以是一種推動力。快樂沒有一套標準定義，但我們能肯定快樂帶給我們正

面的影響，更有效地扶助小孩子的個人成長，讓他們自小找出夢想，有目標引領他

們走過漫長的人生路。 

 

對小孩子而言，維持快樂的心態讓他們減少學習上的壓力，自由地發展個人

潛能和興趣，從中訂立人生目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 2013年曾發表一份報告，

29個先進國家凡兒童快樂排名，首五名均來自歐洲，其中荷蘭的小朋友，被譽為

全球最快樂。與此同時，評估全球學生學習能力的指標 PISA 也指出荷蘭的學生表

現名列前茅。原來，荷蘭的學生在上中學前都沒有功課，而所有考試均不公佈成績

先後。學生無須在比較中成長，他們上學的日常練習，是從玩樂中探究，從探索中

摸索出自己的興趣，並努力把興趣發展成夢想或職業，由目標導向人生。相反，香

港，甚至整個中國均有成績、成就大於一切的想法，忽視孩子的身心感受。以香港

教育制度為例，所有小三及小六學生都需要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以了解整體香港

學生在中、英、數三科的學習水平。可是，學校為求確保學生考獲佳績，讓學校排

名維持一定水平，不惜向學生添加無窮無盡的額外練習，勤加操練全港性系統評估

的題型。有小學生直言，多不勝數的練習使他們喘不過氣，連三十分鐘的運動時間

也抽不出，每天只感覺辛苦勞累。愛因斯坦說：「真正的快樂，是對生活樂觀，對

工作愉快，對事物興奮。」孩子的世界沒有成人的複雜，只有單純的開心、失落。

香港孩子被學習推至壓力邊緣，幾乎失去正常孩子的快樂童年。相比起荷蘭的孩子，

在考試主導的制度下學習非但讓香港孩子失去笑臉，更損失發展個人長處的機會，

只能被灌輸有利考試的知識，豈不是剝奪他們對生活的樂觀，扼殺他們對事物的興

趣？失去快樂，我們還有動力積極地生活，甚或追尋那遙遠的夢想嗎？ 

 

香港除了是享譽全球的東方之珠、國際都會，也是眾所周知擁有全世界最急

速、最緊張的生活節奏的小城市。根據聯合國 2015「世界快樂調查」，香港人的

快樂程度不斷下跌，從 2012年的第 46位大幅降至本年的第 72位。香港人，走在

晴空萬里下，你可曾在意頭上一片雲輕如棉？香港人，走在晴空萬里下，你可曾抬

頭欣賞滿天星斗？生活於只有忙碌的世界，你記得上一次真誠地大笑是甚麼時候嗎？ 

 



現時香港的父母對孩子的成長異常著緊，過份執著於「贏在起跑線」的觀念，

使家長與孩子一同受壓。大人有理所當然的工作，但即使小孩也要埋首於堆積如山

的功課、練習，每天完成課業還要進行複習和預習，鮮有空閒時間。然而，中國傳

統父母流傳望子成龍的心態，造就不少怪獸家長為了讓孩子勝人一籌，仍在孩子密

密麻麻的行程中安排一連串課外活動，催谷他們的其他學習經歷，以求獲取名校的

一席學位。可是，難道他們真的會因此而感到開心、滿足？我認為讓小孩有更多選

擇自由不失為一個雙贏的做法。家長無非為子女著想，期望他們將來過上安逸生活，

才會緊張子女的成長，為子女鋪路。但這不單只令父母日夜苦惱，更令孩子身受其

害，毫無放鬆的空間。其實適當的玩樂對孩子的成長有益，家長應放手讓子女自由

選擇有興趣的活動，使他們定期在課餘有輕鬆的時間，減輕壓力，平日更能專注學

習。 

 

不少人誤會快樂與成就劃上等號，拼命追求成功，以為成就感能為他們帶來

快樂，到頭來這場盲目的追逐遊戲反倒令他們與快樂愈走愈遠。我希望人能明白活

在當下的道理，珍惜眼前的一切，滿足於刻下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