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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靜思 

註冊心理學家 

打開「隱蔽」的心 

在一個講求高質素、高效能的都市裡，有一群足不出戶、長期躲在

家中房裡打機、上網、看電視的青少年，他們選擇以自我隔離的方式

斷絕校園生活、勞工市場、甚至所有社交及家庭生活。他們的隱蔽時

間介乎 4 個月至 5 年不等，而日本更出現長達 15 年的個案。據有關資

料估計 1，香港約有 2 萬名「隱蔽青年」，他們大多來自低下階層，

屬低學歷及低技術的人士。究竟這群隱蔽青年何以長期留在家中上網

打機，不願意與人接觸？ 

有關方面的學者及社工發現不少隱蔽青年為了躲避社會的排斥 2，

所以斷絕與外界接觸。有很多隱蔽青年曾經經歷學業失敗，或遭同學

欺負、排擠，亦有一些面臨就業困難。他們在這個競爭劇烈，鼓吹精

英制度的社會中，覺得自己失敗、無用，故選擇逃避以減少外間加在

自己身上的壓力。 

怎樣才可以打開「隱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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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工作是很重要的，社工透過多次家訪，逐漸與當事人建立關係。

良好的輔導關係及當事人對社工的信任取決於社工對當事人的態度。

很多社工在治療初段會多次吃「閉門羹」，這是因為隱蔽者大多是為

了保護心靈免受打擊而「隱蔽」起來，所以社工需要很多耐性及時間，

慢慢地打開「隱蔽」的心，讓他們有足夠空間和時間去接受治療。有

一種名為「Nidotherapy」的輔導模式 3，是透過改善當事人的周圍環

境，以緩和當事人所面對的壓力。過程包括改善家人與當事人的溝通，

減少他們對當事人的指責、怒罵、以及期望，並鼓勵家人盡量配合當

事人的需要，藉此減輕他所面對的壓力，以誘發他們與個別家庭成員

接觸。家長可學習如何表達多一分欣賞，少一分指責，重建當事人的

自我形象。當事人開始願意與家中一位成員出外吃飯、看電影，而這

些經驗逐漸積少成多，當事人就能慢慢破繭而出。 

由於很多隱蔽青年對壓力及挫折極為敏感，所以治療過程不宜過急，

過早要求當事人重返校園或找工作可能會令他們經歷失敗，重回「隱

蔽」狀態。其實社工能夠維持與當事人的聯繫己經很成功。 

 

有關學者認為社區支援對這群「隱蔽」青年相當重要 4。用興趣來

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專長，累積成功的經驗後，

隱蔽者可以體驗到自我價值，這有助他們重投社會。由於很多隱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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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著極負面的自我價值，社工需要持久及耐性地去協助他們逐步打

開自己的心，重建對自己及外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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