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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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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問卷髮放及收集 2024年5月至6月

發放途徑 包括社交媒體、青少年服務單位、中學或大專院校

收集問卷數量 有效問卷為968份

問卷調查對象
(1) 大學本科生（含大專生）

(2) 高中生（含中等職業學校、技工學校的學生）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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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項目 變項 數目 百分比

性別
男 341 35.2%

女 627 64.8%

就讀年級
高中 531 54.9%

大學/大專 437 45.1%

大學大專學科

醫科、牙科和護理科 62 14.3%

理學科 33 7.6%

工程科和科技科 38 8.7%

商科和管理科 65 14.9%

社會科學科 115 26.4%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94 21.6%

教育科 28 6.4%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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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項目 變項 數目 百分比

父親的學歷程度

高中及以下 530 65.2%

大專 122 15.0%

本科 106 13.0%

碩士/博士 55 6.7%

母親的學歷程度

高中及以下 598 71.3%

大專 126 15.0%

本科 72 8.6%

碩士/博士 43 5.2%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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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非常符合

12.6%

比較符合

30.8%

一般

39.0%

不太符合

10.6%

不符合

6.9%

我家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

我家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 N=968
非常符合 122
比較符合 298
一般 378
不太符合 103
不符合 67



較不認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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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認同

27.2%

比較認同

47.9%

一般

21.0%

不太認同

2.7%

不認同

1.2%

（1）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一個人在不得志的時候，就要潔身自好；一個人在得志顯達的時候，就要想著

把善發揚光大）

非常認同

10.3%

比較認同

13.2%

一般

21.9%
不太認同

24.3%

不認同

30.3%

（2）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不孝的表現很多，其中以沒有子孫為最大）

75.1%表示非常
認同/比較認同

23.5%表示非常
認同/比較認同

您對於以下觀點持什麼態度？



您對於以下觀點持什麼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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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認同

20.6%

比較認同

34.5%

一般

29.3%

不太認同

11.1%

不認同

4.5%

（3）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國家的興盛、滅亡，每一個老百姓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非常認同

31.3%

比較認同

46.6%

一般

17.1%

不太認同

3.6%

不認同

1.3%

（4）天下為公、天下大同
（人與人之間、邦國之間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合作共贏）

55.1%表示非常
認同/比較認同 77.9%表示非常

認同/比較認同

您對於以下觀點持什麼態度？



談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第一印象:最多是傳統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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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節日

45.5%

琴棋書畫

20.4%

哲學思想

12.7%

中醫中藥

2.5%

詩詞歌賦

8.8%

古玩器物

5.8%

古建築

3.9%

其他

0.5%

談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您腦海裡的第一印象是？



對於以下的節慶或節日期間的活動，您喜歡參加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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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4%

7.4%

9.6%

10.2%

11.6%

26.2%

30.2%

68.3%

82.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臘八節

盂蘭節/中元節

重陽節

中和節/龍抬頭

七夕節/乞巧節

清明節

元宵節

端午節

中秋節

春節

百分比

節慶（可多
選） N=968

春節 799
中秋節 661
端午節 292
元宵節 254
清明節 112

七夕節/乞巧節 99
中和節/龍抬頭 93

重陽節 72
盂蘭節/中元節 43
臘八節 35



中西文化共融：支持西方節日,但同時認為傳統節日重要及願意參與傳統節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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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44.0%

比較重要

39.2%

沒有特別的感覺

14.5%

不太重要

2.4%

您如何看待傳統節日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

非常支持

45.9%

比較支持

36.4%

中立

15.9%

不太支持

0.9%

完全反對

0.9%

您如何看待耶誕節等西方節日在青少年群體中的流行趨勢？

非常願意參與

30.7%

有時會參與一些

56.2%

不太願意

10.4%

從不參與

2.7%

您是否願意參與傳統節日相關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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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西醫，不看中醫

40.7%

都是優先看中醫

9.9%

有時看中醫

28.1%

偶爾看中醫

21.3%

如果您自己生病了，您會去看中醫的頻率？

60%表示在生病
時有看中醫的習慣

非常願意

26.1%

比較願意

41.8%

一般

27.7%

不太願意

3.3%

不願意

1.0%

您參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意願情況？

平時自己會穿

5.2%

節日、活

動時會穿

16.1%

只喜歡看別人穿

40.4%不喜歡穿也不喜

歡看別人穿

7.4%

無所謂

30.9%

您如何看待近年來人們穿古風漢服的現象？

68%非常/比較願意參與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

20%有穿古風漢服，40%
喜歡看別人穿古風漢服



中國四大名著最廣為學生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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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3.5%

16.7%

25.0%

25.4%

26.2%

32.2%

50.3%

53.0%

58.3%

85.1%

88.3%

89.5%

93.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官場現形記

鏡花緣

東周列國志

儒林外史

西廂記

牡丹亭

離騷

封神演義

金瓶梅

聊齋志異

紅樓夢

水滸傳

三國演義

西遊記

以下古典文學名著，您有聽說過哪些？（可多選）



同學傾向認為到訪相關地點為最好學習中華傳統文化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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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25.0%

27.3%

30.2%

35.0%

38.5%

39.3%

48.9%

50.5%

57.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參加專題論壇、會議

參加學校主題社團

動手實踐、社會實踐

聽老師講授

互聯網學習、看視頻

參加重大節日慶典、歷史事件等的紀念活動

自己閱讀書籍、漫畫

研學旅行

參加學校主題活動

參觀博物館等中華傳統文化基地、場所

您認為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最好方式是？（可多選）

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最好方式 N=968
參觀博物館等中華傳統文化基地、場所 555
參加學校主題活動 489
研學旅行 473
自己閱讀書籍、漫畫 380
參加重大節日慶典、歷史事件等的紀念活動 373
互聯網學習、看視頻 339
聽老師講授 292
動手實踐、社會實踐 264
參加學校主題社團 242
參加專題論壇、會議 123



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的家庭的受訪者比不重視
的家庭的受訪者更認同中國文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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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認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認

同%)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認

同%)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認

同%)

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 (n=798) 77.800% 26.700% 60% 79%

不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 (n=170) 62% 9% 34% 74%

77.800%

26.700%

60%

79%

62%

9%

34%

7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家庭 vs 不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家庭

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

(n=798)

不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

化 (n=170)



重視家規、家風、家訓文化的家庭的受訪者比不重視的
家庭的受訪者更認同中國文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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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家規、家風、家訓
文化 (n=798)

不重視家規、家風、家訓
文化 (n=170) t p

您如何看待傳統節日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 平均值 (SD) 2.32 (0.75) 1.92 (0.87) 6.1 <0.001

非常重要, N (%) 380 (47.6%) 46 (27.1%)

比較重要, N (%) 304 (38.1%) 75 (44.1%)

沒有特別的感覺, N (%) 102 (12.8%) 38 (22.4%)

不太重要, N (%) 12 (1.5%) 11 (6.5%)

您是否願意參與傳統節日相關的儀式? , 平均值 (SD) 2.20 (0.67) 1.92 (0.82) 4.8 <0.001

非常願意參與, N (%) 259 (32.5%) 38 (22.4%)

有時會參與一些, N (%) 452 (56.6%) 92 (54.1%)

不太願意, N (%) 73 (9.1%) 28 (16.5%)

從不參與, N (%) 14 (1.8%) 12 (7.1%)

如果您自己生病了，您會去看中醫的頻率？, 平均值 (SD) 2.1 (1.04) 1.86 (1.00) 2.9 0.004

都是優先看中醫, N (%) 84 (10.5%) 12 (7.1%)

有時看中醫, N (%) 233 (29.2%) 39 (22.9%)

偶爾看中醫, N (%) 173 (21.7%) 33 (19.4%)

看西醫，不看中醫, N (%) 308 (38.6%) 86 (50.6%)

您參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意願情況？, 平均值 (SD) 2.93 (0.83) 2.69 (1.01) 2.9 0.004

非常願意, N (%) 210 (26.3%) 43 (25.3%)

比較願意, N (%) 354 (44.4%) 51 (30.0%)

一般, N (%) 207 (25.9%) 61 (35.9%)

不太願意, N (%) 22 (2.8%) 10 (5.9%)

不願意, N (%) 5 (0.6%) 5 (2.9%)



分析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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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傳宗接代為己任的價值觀，現時學生普遍認同和支援中
國文化的價值 /傳統。

• 學生對中國文化第一印象為傳統節目，以春節為首。

• 古典文學名著中，中國四大名著最廣為學生認識。



分析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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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文化共融：受訪者普遍表示支持西方節日的流行趨勢, 同時也超過
80%認為傳統節日在現代社會中是非常/比較重要，近90%表示願意參
與傳統節日相關儀式以及68%表示願意參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

• 60%表示在生病時有看中醫的習慣；

• 20%有穿漢服習慣，40%喜歡看別人穿漢服。

• 同學傾向認為到訪相關地點為最好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方式。

• 家庭教育對青少年的是否認同中國文化的價值也同樣重要。



青年會中學：跨學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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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中學：茶藝學會 (歷史文化館進行)以及粵
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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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小學：常識課堂內認識四大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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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文學及歷史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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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國際及內地事工科：廣州歷史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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