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是由男女两性组合成的，大家一同

受教育，一起工作，也共同参与社交活动。

因此，我们应培养正确与异性交往的观念，

了解两性的特质与异同，学习与异性相处，

从而建立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 

 

 

自我检阅 
 

1. 两性交往是否等于拍拖、恋爱？ 
• 踏入青春期后，青少年对异性开始产生兴

趣，亦对爱情充满浪漫的憧憬。然而与异

性交往，非限于拍拖、恋爱；结交异性朋

友是社交生活的正常发展，两性之间也可

建立友谊。 

• 青少年与异性交往，可以是抱着诚恳自然

的态度和真挚的友谊观念，而没有想与对

方拍拖的想法。健康的友谊能使人生更充

实，更能学习分享、分担、互谅和互助。 

 

 

 

 

 

 

 

 

 

 

 

2. 反思两性交往的意义 

青少年必须反思两性交往的意义，与异性建立健

康的人际关系，为适应未来在社会的生活而作好

准备。其实与异性相处，可以抱着以下态度： 

• 透过异性朋友，进一步了解自己 

• 拓展视野，促进个人成长 

• 认识异性的特质，以助沟通 

• 了解两性的异同，学习与异性相处 

• 增进人际关系，充实社交生活 

 
3. 友情和爱情的分别 
 

友情 爱情 

以投契、合拍的友谊为目

标取向。 

以恋爱、婚姻为目标取向。

友情是开放的，大家都欢

迎更多的朋友加入。 

爱情要专一，而且是排外

的，不容第三者介入。 

朋友可分深浅程度，有单

独及集体的活动。 

男女在感情上逐渐深入发

展，多数是单独约会。 

可理智地选择及取舍朋

友，表达友善的方式较轻

松自然。 

爱情难作因果、逻辑的分

析，以致局中人有患得患失

的表现。 

友谊发展顺其自然，会在不同

情况下与不同的朋友交往，不

特别需要安全感。 

会对对方有倾慕之心，也愿

意为对方效劳，体贴对方，

彼此都需要安全感 

 

 

 
 
 
 

 

两性相处之道 

 

1. 了解异性 

在传统观念中，认为男性是刚强、独立、冷静和

理智的强者，而女性是温柔、顺服、细心和感性

的弱者。然而社会现象及价值观一直在改变，现

代男女的形象、角色和职份已倾向较弹性的模

式，因此不要为异性制造身分定型，反要清楚认

识异性的个别特质及深入了解其心理特征，以促

进沟通。 

 

2. 接纳对方 

首先要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大家不一定

有相同的个性、背景或思想。若能了解男性与女

性的基本差异，然后学习欣赏对方的优点，并接

纳其缺点，在交往中定可和谐共处和增添乐趣。 

 

3. 找寻相似之处 

与异性相处，可以找寻彼此相似之处，如兴趣、

嗜好、性格等。志趣相投的人可以共同参与有兴

趣的活动，分享乐趣和感受。在交往中，若果大

家所持的意见和看法一致时，会容易产生共鸣，

慢慢地建立珍贵的友谊。 

 

 

 

 

 

 



4. 互相学习 
青少年可以从异性身上，学习对方的特质和优

点，做个现代男性和女性。例如男女双方都可做

到刚柔并济，男性不必要求自己表现极端的男性

特质，女性则不必要求自己表现极端的女性特

质。男性、女性皆可有刚强自信的一面，亦可有

关怀体贴、顾家负责的一面。 

 

 

 

 

 

 

 

 

 

 

5. 互补不足 
男性、女性都有个别的特质和弱项，与异性相处，

可以靠互补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以对方的长处来

补足自己的弱项。在适当的时候，双方可以表现

各自的特质，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发挥最大的

成就。 

 

6. 谨慎选择 

要选择可以尊敬、信任的异性做朋友，不应只凭

外表，反而要着重内在的人格，有了良友才能使

自己的心智更成长；可从异性的谈吐、举止去辨

别益友或损友，然后再进一步交往或疏远。 

 

7. 坦诚相待 
与异性交往时，应付上真诚及恳切待人，赞赏别

人的长处及尊重其权利，亦可大方坦然地相处，

表达关怀，留心别人的反应和对事物的看法，并

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互相扶持。 

 

8. 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 
两性在社会上的角色、地位是平等的，彼此要抱

着互相尊重的态度，而且要有良好的沟通，互谅

互让，共同协进。双方亦可和谐共处，培养以男

女平等为基础的态度与行为，使双方能充分发挥

各自的长处和潜能。 

 

 

 

 

 

 

 

 

 

 

 

 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对异性存有一种特

别的新感受，他们渴望结识异性，但与异性

交往，应抱着真挚的友谊态度。透过正常的

社交活动，认识不同类型的异性朋友，了解

异性的特质和两性的异同，彼此接纳，互相

学习，互补不足，坦诚相待，建立和谐、平

等的关系及发挥互相协调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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