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心理壓力 

現今社會將入大學視為成功人生的第一步，以致副學位學生背負著沉重的心理包

袱。他們大多在公開考試成績未如理想，未能入讀政府資助學士或心儀課程，形

成因成績差只能讀副學位的心態，不少學生更會因此而產生強烈的自卑感，並自

我矮化。 

 

但現實裏，我們常在校園內遇到聰明優秀的同學，他們有些是不適應公開考試制

度、有些是在文憑試失手、有些在個別科目成績優異但未能在所有科目達標、有

些擁有過人技能並表現出眾。以下是某同學的描述： 

 

「班上有個男同學，十分低調，因此同班一年多，大家對該男生的印象並不深。

可是這個男同學卻有極度優秀的寫作功力，連老師都贊不絕口，想把他的文章收

錄在自己編輯的雜誌上。在職業規劃其中一課時，大家需要用三分鐘向全班同學

展示自己的長處。原來身邊看似普通的同學，已經是人氣店主，月入數萬元。亦

有同學是兼職舞蹈老師、有同學是港隊運動員、有同學在某某比賽獲得優異的獎

項……」 

 

我們不能用一把尺（即一個標準）去量度所有人，因人有多個面向，而能力亦是

多元化的。公開試的制度並不適合所有人，它只是基礎教育的一部分。只要學生

朝著自己的志向努力，成功便指日可待。 

 

適應問題 

中學時代有固定的作息要求，但上了大專後，學生可能會有點不知所措，因為再

也沒有一套制式的規範，他們連上不上課也可以自己決定！另外，大專的上課形

式、教學語言、科目內容、課業要求、考核模式、師生相處等也與中學不同，需

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 

 

 

升學壓力 

部分學生視副學位為升讀大學的最後機會，所以十分緊張每一科的表現，希望每

學期都取得優秀的成績。其次，為了在履歷表加分，他們亦要參加各樣活動，例

如實習、成為學會幹事、或者參與和自己學科相關的比賽、出席講座等。 

 

每年的十至十二月，學生便要開始部署下學年的大學入學申請，盤算自己的實力

去選擇心儀的院校及科目，再按照這些學科撰寫不同的申請書，最後還要邀請老



師為自己寫推薦信。在邀請老師寫推薦信的問題上，也會為學生帶來煩惱和壓

力，因他們必須確定自己在該科取得優秀成績，和老師有良好關係等，否則可能

會遭拒絕或只取得平平無奇的推薦信。在準備上述各樣繁複的手續和預備資料

時，學生還需面對繁重的課業及考試，這是學生最忙、最辛苦、壓力最大的時期。 

 

到了二、三月，學生將陸續收到報考大學的入學面試通知。當知道其他同學收到

面試通知，而自己還未有消息時，學生要承受著極大的心理壓力。到自己收到面

試通知，又要面對另一輪的壓力，因為即使成績好，若面試表現不佳，期望亦會

落空。在準備面試時，學生必須要熟知該大學、該學系的特色，還需要參考過往

面試的題目，因每間大學或學系的要求都不同，所以準備功夫也相當繁重。 

 

到了四、五月開始，大學陸續向學生發出取錄通知書。能夠順利升學的固然十分

高興，但遲遲未收到通知的學生，就要經歷一段時間失落和沮喪。雖然升學的過

程充滿挑戰，但當學生能夠完成這些挑戰，無論結果如何，他們經已具備更堅實

的能力。 

 

同儕競爭 – 競爭難免，應怎樣看待？ 

由於升學的競爭大，學生往往將其他同學視為競爭對手，拼個你死我活。這種想

法會影響人際關係，特別是因比較而產生的自卑感。 

 

競爭是難以避免的，但若果學生視所有同學為「競爭對手」，會為自己增添壓力，

同時變得孤立。相反，若有同伴的支持，在面對挑戰時，我們將有更大的力量克

服困難。 

 

每個人要走的路都不盡相同，目標、路徑不一樣、節奏也各異。大家都是往前走，

有的人步伐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在這段旅途中，同學是同行的夥伴，大家應

該正面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差異，不要把他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失敗。因為各人的

跑道不盡相同，每個人要做的就是找到屬於自己的跑道，並在自己的跑道上努力

前進。 

 

作為社會性動物，人類不可能離群索居，歸屬感是我們的基本需要。我們需要在

團體中獲得他人接納；如果游離於團體之外，我們會缺乏歸屬感和價值感。 

 

家長期望 

外界不少人將副學位與升不上大學的失敗者掛鈎，讀副學位課程彷彿是一件讓人

羞恥的事。對於學生來說，連父母也看不起自己是最難受的事。網絡上流傳一篇

副學士學生的文章，講述家人與親戚聚會時，父母隱瞞自己讀副學士的事實，而

訛稱他讀的是學士課程。這令子女覺得讀副學士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甚至是人生



污點。 

 

「父母知我要讀副學士時，看得出他們的情緒很低落，比我自己更低落。那兩年

間，他們對我學業不聞不問；對外也不會跟親戚說我讀副學士，有時甚至會說謊，

說我讀學士課程，無形中又令我感到更大壓力。」 

 

父母本應是子女最親近、最信任的人，得不到父母的接納會增加子女的心理壓

力，令他們難於接納自己。 

 

有些學生在入讀副學位前，並未清楚自己的志向，又或是為了滿足父母的要求，

而揀選了某個課程，但入讀後發現並不適合自己，結果事倍功半，成績未如理想，

亦不能從學習中獲得樂趣。一、兩個學期後，他們會陷入應否申請轉科的痛苦掙

扎之中，轉科意味著延遲畢業，若不轉科就要繼續面對自己沒興趣、成績又不理

想的學習生活。 

 

在選擇大專學科時，父母切忌只從自己的角度為子女作決定，就算子女未能清楚

自己的志向，父母應與他們一起探索，引導他們了解自己的志趣，而不是為他們

作決定。 

 

人際相處 

大專是社交技巧訓練的場所，無論在課業上或是活動上，大專生都需要與人合

作。差不多所有大專的課程都有小組習作 (Group Project) ，幾個同學一起經歷

由擬定題目、大綱，分工，以至搜集資料，整合分析，預備講稿等工作。合作的

過程中與不同背景的人擦出火花，這些火花可能有助燃燒起大家的熱情與鬥志，

但也可能燃燒出不滿與憎恨的怒火。期間少不免會遇到帶著虛偽面具或是不負責

任的同學，甚至出現猜忌和被利用的情況，有些人會在過程中受到傷害。 

 

這些不負責任的學生，並不是副學位院校獨有，他們在大學校園裏也比比皆是。

在現實社會中，我們無法避免遇上這樣的人，我們需要學習該如何面對，其實這

些經驗對日後出來社會工作會很有幫助。在過程中青年人學會開放與包容、尊重

與寬容，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這過程中，他們學習到人際相處技巧，同時塑造

出自己的價值觀及獨立的人格。 

 

父母在協助子女面對人際關係的煩惱時切忌說教，先要讓他們知道你明白他們的

感受和困境，再慢慢去開解他們，幫他們找出處理問題的理想方法。 

 

 

 



學院的支援及服務 

 

大專生需要面對來自成長、學習、升學、就業、朋輩、家庭、生活、理財等的困

擾和擔憂。輔導主任為同學提供專業的個人輔導及諮詢，一同探討解決問題的方

法，助同學投入學習生活，認識自我，增強解難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