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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外展隊伍的服務宗旨是透過不同形式

的健康教育活動，增加長者對老年生理、心理健康及護理的

認識，使長者的健康及護理知識普及化，從而提高長者的自

我照顧能力，鼓勵他們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支持和鼓勵家

人照顧長者，以減低長者染病及罹患殘疾的機會，藉以提高

長者的生活質素。此外，更透過護老者訓練的方式，以提昇

及加強他們對長者護理的健康知識及技巧。 

要做到「普及健康資訊，促進長者健康」的目標，除長者健

康服務的努力外，還有賴社會人士或跨部門的合作，不遺餘

力地參與推廣健康的工作。我們相信社會上有很多熱心人

士，正以不同形式進行健康教育的工作。 

有見及此，長者健康服務於 2005 年推出一項「 DIY 自助

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之計劃，這計劃目的在與各界社會

人士如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的同工及社區義工等

的合作，成為推廣健康及預防疾病的工作伙伴，藉着「 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的輔助，鼓勵服務提供者/義

工等積極地推廣健康資訊或作訓練護老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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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介 
「 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是以長者健康服務現有的

健康教育教材精簡改良而成，使用者毋須具備醫學或護理知識亦

可獨立使用。 

 

「自學/教學教材套」內容： 

- 課前及後問卷 
- 課題內容介紹及投影膠片 

- 常見的問題及回應/常見的情况及處理方法 

- 個案分享 

- 社區支援服務介紹 

-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熱線及網址 

- 光碟售賣地點 

-「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 意見調查 

- 參考單張、視像光碟及書目 

 

對象 
 「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使用者： 

熱心推廣健康教育人士，如: 

-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的服務提供者 

- 義工、家務助理員 
- 專業人士，如護士、教師等 

- 家中護老者、退休人士、宗教團體等  

 

  使用者之服務對象： 

- 長者、義工 

- 護老者、家中護老者 

- 有興趣人士 

 

使用形式及場合 
不限形式，如： 

- 正式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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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式長者中心日常活動，例：例會中簡述健康訊息 

- 正式或非正式小組聚會、探訪長者 

- 家中護老者自學作参考 

 

配合其他活動時用，如： 

- 個別輔導 

- 個案討論 

- 角色扮演 

- 擇錄於刊物等 

 

使用方法 
「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內的資料可根據不同場合

及對象的需要，選擇合適資料而靈活地運用，不需局限形式。

夲課題內容在協助長者認識與兒媳關係最常遇到的困難，以及

學習如何協調雙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對事物的不同觀點和處事

方法。 

  

「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提供對有關課題的基本知

識，使用者如欲知道更詳細之解說，或對課題有疑問，歡迎致

電與各區衞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聯絡，安排有關講座予義工。 

 

「自學/教學教材套」均附有課題內容的投影膠片，附件参考單

張、参考視像光碟及書目。如有需要，亦可自行下載或影印單

張作分發之用。部份單張亦可向衞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或長者

健康中心索取，有關目錄可瀏覧中央健康教育組及長者健康服

務之網頁。另外，部份「自學/教學教材套」內的参考視像教材，

可按附錄(六)光碟銷售地點購買。 

 
初次使用者須知： 

- 使用者按照對象需要運用「自學/教學教材套」內的資料，

可依據課題內容與投影膠片互相對照來使用。進行活動

前，須配合活動形式及對象，安排場地及準備使用器材。 
如採用参考視像光碟，可因應環境及時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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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教學教材套」的資料內容豐富，使用者可每次選擇

合適的部份資料使用。亦可利用個案分享或相關課題之視

像光碟內的故事來與長者作討論及分享。 

- 如回答發問或需更多資料，可參考附錄(二)「常見的問題

及回應/常見的情况及處理方法」及附件參考單張等，亦

可使用附錄(五)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熱線及網址。 

- 使用者可自由選擇使用附錄(一)「課前/課後問卷」，以評

估學員對課題內容的認識。 

- 如需跟進個案，亦可參考附錄(四)「社區支援服務介紹」

及附件参考單張作轉介。 

 

 

評估 
為改善日後「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設計，使其更

臻完善，我們誠意邀請閣下中將寶貴意見填寫於附錄(八)「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意見調查表上，傳真至 2121 8628

或郵寄至：“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總部”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35 樓 3502-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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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內容 

長者與兒媳的關係 教材 

長者與兒媳的關係 

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助促進身心健康，令生理、心理、和社交生

活保持良好的狀態。長者與兒媳的關係是人際關係中一個重要

的環節，要如何做到彼此「互相協調」、「互相溝通」及「互

相尊重及體諒」，是需要學習與實踐。以下列舉了一些長者與

兒媳在相處中常遇到的困難，並且提供了一些建議，以協助建

立彼此之間良好的關係。 

*講者可利用附錄三：個案分享提供的故事來引述下文，並可

與長者一起討論。 

 

*講者亦可參考視像光碟「靈活溝通顯關懷」，內容有一個講述

婆媳溝通的短劇，使用者可選擇播放作個案討論。購買地

點，可参照附錄六。 

 

  

 

 

 

投影膠片 (T1) 

 

 

投影膠片 (T2) 

 

 

 

個案分享 

 

 

視像光碟: 

「靈活溝通顯

關懷」 

相處上的困難： 

1.人生階段的轉變 

身份及角色的轉變 

進入晚年，長者的身份及家庭角色逐漸轉變，例如: 子女長大

成人，開始另有家室，在日常生活中，較少照顧父母的時間；

加上長者開展其退休生活，閒餘時間較多，容易令長者覺得子

女不再需要自己，容易造成焦慮，甚至令長者有被遺棄的感

覺，從而影響與兒媳的關係。 

「自主權」的矛盾衝突 

長者往往為子女的事務而操心 (例如：工作的態度、財務的安

排、伴侶的選擇等)。部分長者可能會因子女沒有採取自己的

意見而感到不被重視和尊重，甚至產生不滿。同樣地，兒媳若

干涉長者的生活和選擇，亦可能會導致彼此的不和。 

 
 
 
 
 
 
 
投影膠片 (T3) 
 
 
 
 
投影膠片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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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份承擔責任 
長者幫子女承擔責任 (例如：做家務、照顧孫兒、還債、付交

物業的供款等等)，有時超越了自己的能力範圍，便導致沉重

的生活壓力，造成身心疲累。 

 
投影膠片 (T5) 

2. 人際相處的不協調 

生活習慣及處事方法上的差別 

由於媳婿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下成長，難免會跟長者有不同的生

活習慣、思想、觀念及處事的方法 (如飲食習慣、持家之道

等)，便容易引致誤會和衝突。 

期望上的分歧 

若長者和兒媳之間的期望未能得到協調 (例如：不同住的兒媳

下班後想多爭取時間休息，而長者則期望兒媳多抽時間回家相

聚)，而雙方面缺乏溝通，便可能對彼此間的關係造成不良的

影響。 

 

 
 
 
 
投影膠片 (T6) 
 
 
 
 
投影膠片 (T7) 

建立良好關係的方法： 

1. 適當的承擔責任 

子女既已長大成人，便要為自己的生活及行為承擔責任。長者

不宜過份地替子女負上責任，更要鼓勵他們獨立自主。(例如：

長者毋需勉強自己替子女照顧孫兒、或替子女償還債務。)長

者只要在適當的時候提出意見，以供子女、媳、婿參考，並給

予適當的支持。 

 

 
 
 
 
 
投影膠片 (T8) 

2. 開創自己的生活領域 

長者不宜以照顧子女作為生活的唯一目標、及得到滿足的唯一

途徑。長者可參加各類型的社區活動，以擴闊社交圈子、增廣

見聞，並可發展個人興趣。此外，學習一些新事物，避免與時

代脫節，可加強與年輕一輩的溝通。 

 

 
 
投影膠片 (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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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相的尊重 

假若長者和兒媳在處事方法上有所不同 (如不同的育兒方

法)，大家必須尊重對方，不要過份干涉對方的生活模式，並

以開放的態度加強溝通，以達至共識。 

 

 
 
投影膠片 
(T10) 

4. 體諒、包容和欣賞 

長者和兒媳要互相體諒對方的立場及難處，彼此包容，嘗試「設

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和處境好好想一想，例如：媳婦在外

工作了一整天，吃過飯希望可以休息多一會而未能即時洗碗，

作為奶奶或家公便多體諒。此外，長者和兒媳宜多學習欣賞對

方的優點，不要只留意對方的缺點，並且對大家所付出的努力

要多加欣賞和肯定。 

 

 
 
投影膠片 
(T11, T12) 

5. 互相協調 

長者和兒媳可調整個人的期望及要求，互相的協調及達致共

識，例如當涉及有關共同生活的事務(如經濟開支，照顧孩子

起居的安排)可考慮共同商議，至於個人私事(如衣着打扮，朋

友選擇)，則盡量避免干涉對方。雙方面主動及積極的態度，

是維繫兩代之間良好的關係的基礎。 

 

 
 
投影膠片 
(T13) 

總結 

要有良好的兩代關係，長者與兒媳雙方面需要不斷學習，互相

體諒和尊重對方，以協調長者與兒媳間微妙關係，並在生活上

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來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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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對於不少長期受到兒媳關係困擾的長者而言，經常處於不快

和緊張的狀態容易令長者身心疲累、肌肉繃緊，甚至情緒低

落。自我鬆弛練習是幫助調節緊張的身心狀態，從而令到身

體肌肉放鬆、身心舒暢，對身處緊張狀態的人士尤其適合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1990)。故此，如場地環境寧

靜，時間足夠及器材配合，使用者可選擇播放視像光碟「自

我鬆弛練習」，同時與長者一起練習。 

*「靈活溝通顯關懷」視像光碟內有使用手冊，以供參考。內

容內有三個短劇適合不同對象，使用者可選擇合適者播放。

購買地點，可参照附錄六。 

 

 

 

 
 
 
視像光碟「自

我鬆弛練習」  
(約需時     
30 分鐘) 
 
視像光碟: 
「靈活溝通顯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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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課前/課後問卷 

 贊成 反對 

1. 長者與兒媳的關係問題是無法處理的。  √ 

2. 兒媳決定搬開不與長者同住便表示對

長者的遺棄。 

 √ 

3. 長者與兒媳只要不同住便沒有相處上

的問題。 

 √ 

4. 長者與兒媳是可以融洽相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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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常見的問題及回應/常見的情况及處理方法 

 
當長者與子女、媳婿相處上遇到以下情況，講者可參考下列方法處理： 
1. 黃婆婆訴說女兒唔生性，欠下一大筆賭債要她償還，她感到十分吃力和情緒低落 

 令黃婆婆明白子女亦需要為自己的債務負上責任，而黃婆婆必須顧及自己的意願和能

力，切勿勉強自己 
 鼓勵與女兒，甚至與其他子女商討償還債務事宜，以尋求家人的支持，從而減少因壓

力而引起的情緒困擾  
 若女兒仍沉迷賭博，除了鼓勵女兒接受心理輔導外，還要鼓勵她積極面對困難 
 若經常受到財務公司騷擾，可考慮自己是否需要搬遷或向電話公司申請加裝密碼，並

交由警方處理 
 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醫生、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等)的協助，以紓緩長者的精神壓力

和疏導情緒 
 定時進行自我鬆弛練習 

 
2. 兒子不理會張伯的反對，在數年前買下現時所居住的單位，結果在經濟不景下成了負資產

業主，張伯覺得當初的意見不被重視和尊重  
 令張伯明白兒子需為自己買樓決定負上責任，而毋需為兒子的情況過份擔心 
 張伯既然已經提出有關買樓意見供兒子參考，無論兒子最後的決定如何，張伯亦要尊

重和體諒對方當日的決定，而非勉強對方接受自己意見 
 鼓勵關心兒子現時供樓情況，並予以支持和鼓勵 

 
3. 新抱不容許梁伯夫婦倆湊孫兒，怕會寵壞他們，令梁伯夫婦感到十分無奈和不快 

 既然兒子和新抱毋需梁伯夫婦協助湊孫，梁伯夫婦便不要勉強對方，並尊重兒子和新

抱的決定 
 夫婦倆可向兒子和新抱提出他們可隨時提供協助 
 可以透過開展自己的生活(例如參加長者中心活動、建立個人興趣等)，充實自己，避免

單靠子女為生活滿足的唯一來源  
 

4. 子女們每星期都探望獨居的林婆婆，可是她仍感到子女們的關心不足 
 了解林婆婆為何感到子女們的關心不足 
 令林婆婆體諒子女有自己的生活和需要(如忙於工作或家庭生活等)，並欣賞子女能每星

期抽時間到訪 
 鼓勵與子女們協調聯絡時間、方式和頻密程度 
 可主動與子女溝通聯絡(包括用電話聯絡或相約他們見面)，以表達自己的關心，毋需太

過介意誰做主動或被動 
 鼓勵建立自己的社交生活 

 
 
5. 女婿要求何婆婆在家湊孩子和做家務，令何婆婆感到十分吃力 

 假若何婆婆未能應付湊孩子和做家務的工作，便要儘快與家人商討處理方法，切勿勉

強自己 
 處理方法包括尋求襯家的幫忙、聘用家務助理或外地傭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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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馬婆婆與兒子和新抱同住，馬婆婆經常為著衣服的晾曬問題和清潔用品的擺放問題與新抱

引起爭執 
 令馬婆婆明白由於自己與新抱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下成長，以致大家的生活習慣不大相

同 
 鼓勵與新抱商議衣服的晾曬問題和清潔用品的擺放方式，切忌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對

方身上 
 鼓勵盡量與新抱取得初步共識，並以不影響他人為大前題 

 
7. 女兒和女婿為免劉婆婆辛勞預備晚飯，於是邀請她一起出外吃晚飯，可是劉婆婆卻認為他

們嫌棄自己所煮的飯菜，因而拒絕外出 
 令劉婆婆明白女兒和女婿提出出外吃晚飯是基於一番好意，而非嫌棄她所煮的飯菜 
 多欣賞女兒和女婿的好意 
 可與女兒和女婿協調回家吃飯和出外吃飯的時間和頻密程度 

 
8. 新抱經常大聲呼喝文婆婆，令文婆婆不願留在家中，她每天經常由早上八時至黃昏六時均

在樓下公園遊蕩 
 先了解文婆婆與新抱因何事產生爭執 
 鼓勵文婆婆多參加長者中心活動，以充實自己 
 與可信任的朋友傾訴，以紓緩壓力 
 可考慮申請入住長者屋或老人宿舍，以減少與新抱經常爭執 
 若懷疑文婆婆的情況為虐老個案，應儘早通知有關機構，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醫生、

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等)的協助，以防演變成家庭悲劇 

 
9. 兒子和新抱對陳伯夫婦不瞅不睬，又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令夫婦倆感到被孤立，以致經常

留在房內，甚少出外 
 先了解兒子和新抱為何對陳伯夫婦毫不理瞅 
 鼓勵夫婦倆參加長者中心活動或建立自己興趣，以充實自己 
 與可信任的朋友傾訴 
 可考慮申請入住長者屋或老人宿舍，以紓緩精神壓力 
 可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醫生、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等)的協助，接受心理輔導 
 若懷疑陳伯夫婦的情況為虐老個案，應儘早通知有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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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分享 

 
藉着故事中譚師奶和何師奶的對話，令長者明白與兒媳相處不和諧可能與雙方不

同的觀點或生活模式有關。    

 

故事人物 : 譚師奶 (65 歲，與兒媳同住) 

  何師奶 (67 歲，與兒媳非同住) 

 

譚 : 何師奶，好耐無見你嚟中心玩喎？見你面色唔多好，呢排心情麻麻地呀？ 

 

何 : 唉，唔好提啦……個仔叫我得閒上去佢屋企幫手執屋，順便睇埋個孫仔，煮

餐飯俾佢食，唔知點解個仔同個新抱成日俾面色 我睇。 

 

譚 : 佢哋為咩事俾面色你睇呀？ 

 

何 : 有時去到個仔度，見到佢哋趕住返工，成張梳妝台都係唇膏、化妝品，咪好

心幫佢哋執拾下，點知佢哋唔鍾意。以前個仔 好孝順，依家個仔就淨係 聽

個老婆話！ 

 

譚 : 不過，假如換轉頭係佢去你屋企幫你執廚房，你都未必高興啦！你知啦， 有

時我哋會收埋的嚮屋企度，唔想人哋搞亂㗎嘛，你話係唔係？ 

 

何 : 咁又係既。 

 

譚 : 呀，聽講你個新抱一直對你都唔錯㗎？ 

 

何 : 總之依家就……唉。依家個孫仔先得果五歲，梗係鍾意玩啦，我咪俾佢玩陣

先做功課囉。啊，個新抱居然話我縱壞佢，個仔 又唔出聲。你話依家做人

奶奶幾慘呀，成日要受氣！ 

 

譚 : 我以前咪又係好似你咁激氣。不過過我依家覺得既然個仔同新 抱都咁大個

人，佢哋有自己既一套睇法同生活習慣好平常。譬如湊孫咁，我通常會同仔、

新抱講我自己既心得，唔會硬性 要佢哋跟我果套做，仲會尊重佢哋既決定

同欣賞佢哋所付出既努力。 

 

何 : 聽落又係既，之但係我個仔同新抱的態度真係搞到我好激氣， 咁係咪我做得

唔啱先？ 

 

譚 : 上次中心阿黃姑娘話兒媳關係無啱定錯，好多時係需要大家既 遷就、體諒同

埋接納，而唔係單憑長者單方面既努力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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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都可以發展自己既私人空間，多的參加活動，發掘自己既興趣，等自

己開心。依家我多咗去中心參加活動，又朝朝 早去做運動，間唔中跟埋

個仔、新抱去飲茶，生活不知幾充實，仲同佢哋既關係好咗添！   

  

討論一 : 究竟何師奶遇到邊幾方面同兒媳相處既困難？ 

 

建議答案 (1) : 

 

1. 兒媳覺得何師奶干涉他們的生活習慣(如執拾化妝品)感到不滿 

2. 兩代教養孩子的方法不同 

3. 期望兒媳接納她的意見，但不獲接受而感到失望和不受尊重。 

 

 

 

討論二：究竟有何方法可以改善大家既關係呢？ 

 

建議答案 (2) : 

 

1. 建立個人生活空間、發展個人興趣、參與長者中心活動、做運動等 

2. 兒媳需為自己生活負責 

3. 尊重兒媳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4. 與兒媳互相協調 

5. 協調自己與兒媳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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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社區支援服務介紹 
 
  
 
 

服務項目 服務性質  機構查詢電話 

1. 輔導及 

經濟援助 

提供輔導、日間或住宿

暫託服務、經濟援助、

家務助理等服務 

社會福利署 
 2343 2255 

伸手助人協會 
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2640 8810 
聖雅各福群會 
護老者資源中心 

 2805 1250 

2. 復康訓練及 

互助小組 

提供長期病患者 

活動資料及活動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2794 1122 
 2794 3010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 
 2304 6371 

3. 長者心理健康

資訊 

提供長者心理健康 

資訊及圖文傳真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

 2121 8080 
網址：www.elderly.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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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 

   

 

歡迎收聽健康資訊及索取圖文傳真 

 

 
長者健康服務網址： 
http：//www.elderly.gov.hk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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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衞生署 長者健康服務 
 
光碟銷售地點 

 部門名稱 地址 電話 
香港區 中央健康教育組 灣仔軒尼詩道１３０號 

修頓中心７樓 
２５７２ １４７６

 灣仔長者健康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１３０號 
修頓中心貝夫人診所２字樓 

２５９１ ４８４７

 香港仔長者健康中心 香港仔水塘近１０號香港仔

賽馬會診療所Ｂ座地下 
２５８０ ３５５４

 筲箕灣長者健康中心 香港筲箕灣柴灣道 
筲箕灣賽馬會診療所地下 

２５６９ ４３３３

 堅尼地城長者健康中心 堅尼地城域多利道４５號 
堅尼地城賽馬會診療所地下 

２８１７ ３４１８

九龍區 南山長者健康中心 九龍石硤尾南山邨 
南堯樓地下 

２７７９ ５５９６

 油麻地長者健康中心 九龍油麻地炮台街１４５號

油麻地賽馬會分科診所１樓 
２７８２ ５５７７

 觀塘長者健康中心 藍田德田邨 
藍田社區綜合大樓地下 

２７２７ ５６１６

 中九龍長者健康中心 九龍亞皆老街１４７號Ａ 
中九龍健康中心 

２７６２ ８９１１

新界區 荃灣健康教育組 荃灣西樓角路３８號 
荃灣政府合署１３樓 

２４１７ ６５０５

 荃灣長者健康中心 荃灣沙咀道２１３號 
戴麟趾夫人分科診療所地下 

２４０８ ２２６７

 東涌長者健康中心 大嶼山東涌富東街６號 
東涌健康中心１字樓 

２１０９ ４７１１

 大埔長者健康中心 新界大埔寶湖道１號 
王少清診所地下 

２６５７ ２３２９

 下葵涌長者健康中心 葵涌麗祖路７７號 
下葵涌分科診所地下 

２７４１ ２０６９

 屯門長者健康中心 屯門湖康街２號 
屯門湖康診所１字樓 

２４３０ ７６３４

 元朗長者健康中心 元朗西菁街２６號 
元朗容鳳書健康中心地下 

２４７０ ５９８２

 石湖墟長者健康中心 上水石湖墟馬會道１０８號

石湖墟賽馬會診療所１字樓 
２６７２ ５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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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八 ：       衞 生 署 長 者 健 康 服 務  

“ D I Y 自 助 式 健 康 自 學 / 教 學 教 材 套 ” 意 見 調 查  
 

多 謝 閣 下 購 買 「 D I Y 自 助 式 健 康 自 學 / 教 材 套 」， 希 望 閣 下 能 夠 在 使 用 此
教 材 後 完 成 以 下 的 調 查 ， 以 提 供 寶 貴 意 見 作 日 後 我 們 檢 討 及 改 善 教 材 時
使 用 ， 多 謝 合 作 。  
 
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內 加 上 「 」 號                         
                                                 

1 . 教 材 名 稱 及 編 號 ：  長 者 與 兒 媳 關 係  ( P S 0 5 1 )  

 
2 . 你 的 性 別 是 ：  男  女  
 
3.你 的 年 齡 是 ：  ≤ 3 5  3 6 - 5 0  5 1 - 6 5  6 6 - 7 5  ≥ 7 6  

 
4 . 本 人 之 教 育 程 度 ： 大專或以上  中學  小學 

沒有正規教育，但可閱讀報紙 
 

* 5 . 你 是 從 那 種 途 徑 知 道 本 教 材 公 開 發 售 ：  
      電台／電視節目     報章、刊物  長者鄰舍中心／地區中心 
     圖書館   生署長者健康中心 衞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親友介紹 
     其他（請註明）：                             
 

*6.你購買此健康教材之目的是： 
   自己學習    給親友學習 工作需要（請註明工作質         ） 
   健康講座輔助教材（請註明上次使用此教材的地點和參加人數） 

地點：              人數：        
   其他（請註明）：                     
 

7 . 經 使 用 後 ， 你 覺 得 此 教 材 對 你 是 否 有 幫 助 呢 ？  
少許幫助  一般   非常有幫助 

 
8.你預計未來一年內再次使用此教材的機會： 

０次      １-５次  多過５次 
9.其他意見： 

                                              
    

1 0 請 列 出 其 他 你 希 望 能 夠 製 成 為「 D I Y 自 助 式 健 康 自 學 / 教 學 教 材 套 」

的 題 目 :  
                                                   
                                                   

- - - - - 問 卷 完 ， 謝 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 選 擇 多 於 一 項  
交 回 問 卷 方 法 ：  
１ . 傳 真 至 2 1 2 1 8 6 2 8 或  
２ . 郵 寄 至 ： “ 衞 生 署 長 者 健 康 服 務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1 8 3 號 ，  
         合 和 中 心 3 5 樓 3 5 0 2 - 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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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意見調查表 

*機構使用者適用 

為改善日後「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設計，使其更臻完善，我們誠意

地邀請各機構使用者將寶貴意見填寫於下列「DIY 自助式健康自學/教學教材套」

意見調查表上，衞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護士將定期到貴機構收集意見調查表，

以便跟進。 

 

教材名稱及編號： 長 者 與 兒 媳 關 係   

 
使用者 
姓名 

職位 日期 場地 用途 學員 
種類 

學員 
人數 

其他意見 

 

 

 

       

 

 

 

       

 

 

 

       

 

 



T1



「互相協調」

「互相溝通」

「互相尊重及體諒」

T2



長者與兒媳關係所遇到的困難
1.人生階段轉變的不適應

角色/身份轉變

T3



「自主權」的矛盾衝突

T4



過份承擔子女應有責任

T5



生活習慣及處事方法上的差別

T6



期望上的分歧

T7



適當的承擔責任

T8



開創自己的生活領域

T9



互相尊重

T10



T11



T12



互相協調及溝通

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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