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學校外，有哪些方法可以認識
新朋友？



網絡交友平台及傳訊軟件



• 請列出最常使用的網絡交友平台及傳訊軟件
(可多於一個)

• 有否透過這些途徑結交新朋友？

• 用甚麼準則選擇網友？

• 與網友交談內容圍繞甚麼方面？

• 試過跟網友單獨見面嗎？為甚麼？



追蹤網絡騙案現場





測試一

請回答以下問題 (是或否)

1. 覺得身邊缺少關心和親近自己的人。
2. 覺得戲劇、漫畫及幻想中的愛情比現實的更美好。
3. 有時會覺得心靈空虛，缺乏滿足感。
4. 假如有外表吸引的陌生異性上前搭訕，會感到沾沾自喜。
5. 通常很快相信朋友的說話或傳來的資訊，甚少加以查證。
6. 當有人對自己示好，馬上樂於接受，甚少思考對方的動機。
7. 與新相識的朋友聊天時，很快便推心置腹，談論個人生活、

心事與透露私人資料(如電話、住處、經濟狀況等)。
8. 對個人智慧與警覺性充滿信心，相信倒楣事情不會發生在自

己身上。

如果有4題或以上回答「是」，代表你受騙指數頗高，屬於在網上或現
實中受騙的高危族群，請多加留意！



測試二
你在街上迷路，GPS剛好失靈。此時以下幾
名路人在眼前經過，你會向誰求助？

E‧貌似模特兒的型男/美少女

A‧穿著保安人員制服的大叔

B‧看來和藹可親的大姐姐

D‧穿著光鮮的上班族

C‧年紀相仿的學生



測試二

分組討論：以下人物可以如何誘騙大家：

A‧穿著保安人員制服的大叔
B‧看來和藹可親的大姐姐
C‧年紀相仿的學生
D‧穿著光鮮的上班族
E‧貌似模特兒的型男/美少女



真實結局

無論多精明的人也有機會上當受騙！



A‧穿著保安人員制服的大叔

你注重安全感，會小心挑選朋友及交往對象，
但有機會被偽裝成權威及可靠的人所騙。

25歲廚房工人涉嫌
假冒警員侵犯3名女網友

資料來源：《頭條日報》2018年5月3日



B‧看來和藹可親的大姐姐

你不輕易與人交心，外表陽光、氣質溫和
友善、會主動關心及對你噓寒問暖的人，
較易令你卸下心房。

美容院施「暖男計」以
顧家孝順形象於網上騙
單身女性購買療程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2017年6月12日



C‧年紀相仿的學生

你容易受年齡與興趣接近的人吸引，當對方
背景與你相似，同時表現得與你志趣相投，
較能獲得你的信任。

青年冒認女子結識男網友，藉詞
相約看「五月天」演唱會騙取購
票款項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2018年3月30日



D‧穿著光鮮的專業人士
你重視精神交流，會不自覺受學識豐富及有
社會地位的人吸引，覺得「人家那麼成功，
應該值得信賴吧？」扮作專業人士、「高富
帥」或「白富美」的騙子較易取得你的信任。

無業男扮富二代手機交友騙財色

資料來源：《橙新聞》2016年11月3日

外國犯罪集團假扮專才網上行騙
女醫生律師也中伏

資料來源：《香港01》2017年11月2日



E‧貌似模特兒的型男/美少女

你著重視覺享受，在交朋結友時，亮麗的外
表能迅速吸引你的注意力。騙徒若是(或偽裝
成)俊男美女，有機會讓你掉進陷阱。

嫩模社交網釣宅男 騙財騙感情

資料來源：《東方日報》2015年11月19日

「美女」誘炒倫敦金騙64男2600萬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2018年7月13日



想一想

他們為何受騙？

青協接觸236青年 四分一曾墮網絡陷阱
經濟日報 2018/07/17



思考題

• 你認為他們為何受騙？



短片劇場
假如你是片中的男同學，
你會如何抉擇？
為甚麼？

短片一

2) 拒絕要求
(短片三)

1) 聽從網絡情人的話
(短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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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橋唔怕舊，
最緊要受



常見網上騙案例子
1. 騙徒花時間檢視受害人資料，再設計詐騙劇
本，投其所好

2. 使用假照片和偽造身分(包括性別、背景、經
濟狀況等)，吸引受害人

3. 誘使受害人裸露身體和拍照/影片，然後勒索
對方

4. 約會受害人外出或上自己家中後，伺機侵犯
對方

5. 約受害人外出時，藉詞電話缺電借用智能手
提電話，趁機逃去無蹤

6. 與受害人交心後，自稱遇到突發經濟問題，
要求受害人匯款到指定户口

有辦法避
免這些情
況發生嗎？



網友約會守則

1.初次見面盡量安排群體活動，或與

熟悉的朋友一起赴約

2. 知會家人約會地點，留下聯絡方

法作不時之需

3. 到人多熱鬧及安全的公眾地方

約會



網友約會守則

4. 不隨便坐網友的車或到其他
你不熟悉的地方

6. 當對方有過分親密的接觸或
要求，堅決拒絕，並離開現場

5. 不喝對方提供的飲品；如曾
離開座位，不再飲用桌上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