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幼兒家長及教師要求改善入學、師資及學費制度 

「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承擔」民意調查 

2015 年 5 月 26 日 

 

教育局「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將於本星期發表報告，預料談及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可

行性，當中包括改善幼稚園教育的方案。為了解幼兒家長及幼稚園教師對免費幼稚園教育政

策的期望，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於今年五月進行「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承擔」民意調查，

委託民調機構「政策 21」以電話訪問 522 位育有 2-6 歲幼兒的家長，其後社聯利用問卷方式

了解 701 位幼稚園教師的意見。 

 

受訪家長以母親居多，而近七成為雙職家庭。幼稚園教師方面，超過八成於非牟利幼稚園任

教，六成受訪教師有六年或以上的教學經驗。再者，超過六成教師擁有幼兒教育學士或文憑

資格。 

 

調查結果顯示，不論家長或教師，他們認為優質幼兒教育必須具備三項重要元素，包括關愛

和信任的師生關係、以全人發展為目標，以及教師具備專業資歷和水平。然而，受訪家長表

示，並非所有幼稚園能達到這些要求。 

 

家長認為最重要的三個項目  家長評分（平均分） 

(1 分為最不重要，5分為最重要。) 

 幼稚園教師能與幼兒建立信任和關愛的關係 4.67 

 幼稚園以培養「德智體群美」全人發展為教育目標 4.66 

 幼稚園教師具備專業資歷和水平提供適切幼兒發展 4.48 

 

超過八成受訪家長對政府即將推出的免費幼兒教育政策期望甚殷，而基於學位難求，約六成

受訪家長，尤其是雙職家庭、以及子女課後由其他近親或家傭照顧的家長，期望當局能夠提

供全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或長全日制（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幼稚園教育。但期望長

全日幼稚園學位的家長，卻只約一成能如願以償。  

 

社聯總主任（兒童及青年服務）姚潔玲指出，由於全日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學額不足，現時許

多雙職家庭在沒有選擇下讓子女入讀半日制學校，一方家長需放棄工作，或安排子女課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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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或媬姆照顧，但此並非家長認為最理想的教育及照顧模式。 

 

 

家長認為政府最需要處理師資、入學制度及學費的問題。至於老師方面，則期望免費幼兒教

育政策能訂定師資薪酬表、並加強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社聯業務總監（公眾參與及夥伴）蔡劍華先生強調，無論從幼兒全面成長發展、家庭所需支

援、釋放婦女勞動力方面考慮，幼稚園教育政策必須全面規劃，尤其要處理全日制及長全日

制學額供求問題。  

 

社聯促請政府： 

 

 增加全日及長全日學額供應，根據調查結果提出的初步建議每 1000名三至五歲幼童，設

400 個半日制學額、450 個全日制學額和 150個長全日制學額。 

 就幼稚園教育如何促進幼兒全人發展有更清晰建議。 

 訂定全面的學前特殊教育政策，並諮詢前線人員，以幼兒的利益為依歸。 

 加入師資培育政策，發展及認可機制。 

 回應教師對薪酬架構及專業資歷的訴求，吸引優秀人才投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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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社聯企業傳訊高級經理 曾志康先生 

Tel: 28642982 



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承擔 

民意調查結果發布會 

 
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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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1. 探討幼兒家長及幼稚園教師對優質幼稚園教育的看法 

2. 探討幼兒家長及幼稚園教師對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期望 

3. 就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發展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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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背景： 

家長部份 教師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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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研究機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委託
「政策21有限公司」進行 

 研究時期 
 2015年5月1日至13日 

 訪問對象 
 2至6歲幼兒家長 

 調查方式 
 電話訪問 

 調查取樣總數：16000 

 合資格的樣本：872 

 完成訪問的總數：522 

 回應率：60% 

 

 

 負責研究機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研究時期 
 2015年5月14日至21日 

 訪問對象 
 幼稚園教師 

 調查方式 
 網上問卷 

 透過「爭取15年免費教育大
聯盟」（由29個教育團體組
成）向合資格幼稚園教師發效
問卷 

 完成問卷的總數：701 



受訪家長及教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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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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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數=522 

 與幼兒的關係 

 父親：116 

 母親：387 

 監護人：19 

 祖父母、姨舅、叔嬸、社
會福利署 

22% 

74% 

4% 

父親 母親 監護人 



受訪家長的在職情況：近七成為雙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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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受訪家長 

受訪家長

配偶 

受訪家長 受訪家長配偶 

全職工作 55% 82% 

兼職工作 18% 5% 

不用上班 27% 7% 

不適用（如已

離婚或已去

世） 

0% 5% 

45% 

21% 

32% 

0% 

20% 

40% 

60% 

80% 

100% 

家庭在職情況 

雙方全職 (N=220) 

一方全職一方兼職 (N=105) 

一方全職一方沒有工作 (N=160) 

雙方兼職 (N=4) 

一方兼職一方沒有工作 (N=3) 

雙方沒有工作 (N=1) 



九成受訪家長具有中學或以上的教育程度，超過三成
家庭收入偏低 

家長的教育程度 家庭每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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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4% 

57% 

7% 4% 

收入低於貧

窮線家庭 

低收入家庭 

一般收入家

庭 

中產家庭 

較高收入家

庭 

10% 

57% 

33%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收入低於貧窮線家庭：＜0.5家庭收入中位數 

低收入家庭：≧0.5家庭收入中位數，＜0.75家庭收入中位數 

一般收入家庭：≧0.75家庭收入中位數，＜1.5家庭收入中位數 

中產家庭：≧1.5家庭收入中位數，＜2家庭收入中位數 

較高收入家庭：≧2家庭收入中位數 



受訪教師背景：超過八成於非牟利幼稚園任教，六成受訪教師有六年或
以上的教學經驗，超過六成教師擁有幼兒教育學士或文憑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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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一個月，你是否正在幼稚園
任教？ 

 是：659（94.1%） 

 否：41（5.9%） 

 任教的幼稚園類型： 

 非牟利幼稚園：593（84.7%） 

 本地私立獨立幼稚園：48（6.9%） 

 非本地（國際）幼稚園：8（1.1%） 

 其他：51（7.3%） 

 任教的模式 

 半日（即上午或下午）：122
（17.4%） 

 全日（即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141（20.1%） 

 長全日（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383（54.7%） 

 其他：54（7.7%） 

 任教幼稚園年期： 

 少於1年：81（11.6%） 

 1至5年：196（28%） 

 6至10年：91（13%） 

 10至15年：129（18.4%） 

 15年或以上：203（29%） 

 專業資歷： 

 幼兒教育學士：352（50.3%） 

 幼兒教育學位教師文憑：97
（13.9%） 

 幼兒教育證書(CE)或同等資歷：216
（30.9%） 

 合格幼稚園教師(QKT)或同等資歷：
39（5.6%） 

 其他：62（8.9%） 



家長回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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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家長評分最高的優質幼兒教育元素： 

關愛與信任的師生關係、以全人發展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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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4.34 

4.48 

4.48 

4.48 

4.66 

4.67 

幼稚園與小學課程能互相銜接 

幼稚園校舍和設施能配合幼兒的學習需要 

幼稚園教師能協助家長培育幼兒成長 

幼稚園能照顧幼兒的不同學習需要 

幼稚園教師具備專業資歷和水平提供適切幼兒

發展的教育 

幼稚園以培養「德智體群美」全人發展為教育

目標 

幼稚園教師能與幼兒建立信任和關愛的關係 

家長認為以下的元素，對優質幼兒教育有多重要？ 

(1分為最不重要，5分為最重要。) 

家長評分（平均分） 



幼稚園要達到家長心目中的優質幼兒教育標準，尚有
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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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47% 

73% 

76% 

73% 

66% 

80% 

27% 

53% 

27% 

24% 

27% 

34% 

20% 

幼稚園校舍和設施能配合幼兒的學習需要

（N=102） 

幼稚園與小學課程能互相銜接（N=151） 

幼稚園能照顧幼兒的不同學習需要（N=209） 

幼稚園教師能協助家長培育幼兒成長（N=221） 

幼稚園教師具備專業資歷和水平提供適切幼兒發展

的教育（N=233） 

幼稚園以培養「德智體群美」全人發展為教育目標

（N=319） 

幼稚園教師能與幼兒建立信任和關愛的關係

（N=324） 

就你選擇最重要的三項，子女現時就讀的幼稚園能否做到這些要求？ 

達到要求% 未達要求% 



超過八成家長對政府即將推出的免費幼兒教育政策期
望甚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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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期望政府即將推出
的免費幼兒教育政策能
達至這三項要求？ 

 1分為完全沒有期望，5分
為十分期望 

 平均分：4.4分 

1.0% 
1.0% 

13.6% 

29.7% 

54.8% 



家長認為政府最需要處理師資、入學制度及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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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3.11 

3.06 

2.87 

2.76 

家長認為政府即將公布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最重要處

理的問題（5分為最重要，1分為最不重要） 

評分 



約六成家長期望全日或長全日幼稚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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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3% 

16% 

期望幼兒教育每天為時

（N=518） 

半日（即上午或下午） 

全日（即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長全日（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 

扣除了選擇「其他」（N=4） 

64% 

33% 

3% 

目前子女在校的時間

（N=486） 

半日（即上午或下午） 

全日（即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長全日（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扣除了選擇「其他」（N=1）及「沒有上學」（N=35） 



全日/長全日幼稚園學位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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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了選擇「其他」及「沒有上學」 

半日 

52% 
全日 

36% 

長全日 

12% 

N=66 

期望長全日幼稚園學位家長 

只約一成如願 

41% 

43% 

16% 

期望幼兒教育每天為時

（N=518） 

半日（即上午或下午） 

全日（即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長全日（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 

扣除了選擇「其他」（N=4） 



全日/長全日幼稚園學位難求 

期望全日幼稚園學位家長 

約一半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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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日 

48% 

全日 

51% 

長全日 

1% 
N=215 

扣除了選擇「其他」及「沒有上學」 

41% 

43% 

16% 

期望幼兒教育每天為時

（N=518） 

半日（即上午或下午） 

全日（即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長全日（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 

扣除了選擇「其他」（N=4） 



期望全日或長全日幼稚園教育以雙職家庭為主， 

一方全職一方沒有工作家庭傾向選擇半日制幼稚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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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63% 

63% 

16% 

4% 

11% 

46% 

33% 

25% 

半日（N=200） 

全日（N=147） 

長全日（N=79） 

期望不同類型幼兒教育的家庭分佈 

雙方全職 一方全職一方兼職 一方全職一方沒有工作 

扣除了選擇「其他」 



正使用全日或長全日幼稚園教育的亦多為雙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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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7% 

62% 

20% 

25% 

15% 

41% 

18% 

23% 

半日（N=200） 

全日（N=147） 

長全日（N=79） 

使用不同類型幼兒教育的家庭分佈 

雙方全職 一方全職一方兼職 一方全職一方沒有工作 

扣除了選擇「其他」及「沒有上學」 



使用半日制幼稚園教育只為沒有選擇，並非許多家庭
原先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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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55.9% 

29.5% 

59.8% 56.9% 

80.5% 

41.8% 

40.3% 

61.9% 

38.1% 
30.6% 

7.4% 
22.7% 

3.8% 8.6% 
2.1% 

12.5% 
2.0% 

期望 現實 期望 現實 期望 現實 

不同形態家庭理想與現實幼稚園教育對照 

半日 全日 長全日 

  雙方全職 一方全職一方兼職 一方全職一方沒有工作 

扣除了雙方兼職、一方兼職一方沒有工作、雙方沒有工作、選擇「其他」及「沒有上學」 



子女課後由其他近親或家傭照顧的家長，更期待全日
/長全日幼稚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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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N=233) 

46% 

其他近親

(如祖父

母，

N=120) 

23% 

家傭 / 媬

姆

(N=163) 

31% 

子女課後的照顧者 

扣除了選擇「其他」 

52% 

29% 33% 

37% 

57% 44% 

11% 14% 
24% 

父母 其他近親 家傭 / 媬姆 

家長期望幼稚園教育為時 

半日 全日 長全日 

扣除了選擇「其他」 



教師回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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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教師評分最高的優質幼兒教育元素，與家長評分類近： 

關愛與信任的師生關係、以全人發展為目標、教師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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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4.67 

4.69 

4.71 

4.80 

4.83 

4.92 

幼稚園與小學課程能互相銜接 

幼稚園校舍和設施能配合幼兒的學習需要 

幼稚園教師能協助家長培育幼兒成長 

幼稚園能照顧幼兒的不同學習需要 

幼稚園教師具備專業資歷和水平提供適切幼兒發展

的教育 

幼稚園以培養「德智體群美」全人發展為教育目標 

幼稚園教師能與幼兒建立信任和關愛的關係 

教師認為以下的元素，對優質幼兒教育有多重要？ 

(1分為最不重要，5分為最重要。) 

教師評分（平均分） 



受訪教師認為優質幼兒教育中最重要的項元素： 

教師專業水平、關愛與信任的師生關係 

23 

7.0% 

26.6% 

29.4% 

46.6% 

54.7% 

66.4% 

67.7% 

幼稚園與小學課程能互相銜接 

幼稚園校舍和設施能配合幼兒的學習需要 

幼稚園教師能協助家長培育幼兒成長 

幼稚園能照顧幼兒的不同學習需要 

幼稚園以培養「德智體群美」全人發展為教育目標 

幼稚園教師能與幼兒建立信任和關愛的關係 

幼稚園教師具備專業資歷和水平提供適切幼兒發展

的教育 

教師認為優質幼兒教育中最重要的三項元素 

選擇此項老師% 



教師最期望政策能訂定薪酬表、並加強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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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學位教師

入職資歷提升

時間表，將幼

師學位化定位

為長遠目標 

以「一筆過撥

款」形式資助

幼稚園教育，

強調營運和資

源使用的彈性 

免費幼稚園教

育以半日制服

務為資助基礎 

幼稚園不設專

責教師照顧有

特殊學習需要

幼兒，以外購

到校服務形式

提供有限支援 

沒有強制薪酬

表，訂定幼師

最低和最高薪

酬指標，由管

理層決定員工

的薪酬 

教師評分（平均分） 2.77 1.84 1.74 1.46 1.3 

0 

0.5 

1 

1.5 

2 

2.5 

3 

就實現優質幼兒教育,你贊成以下政策發展方向嗎？ 

（1分為非常反對，5分為非常贊成） 



觀察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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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日制幼稚園學額供不應求、需增加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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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調查中約6成家長希望幼兒能接受全日或更長時間（長全日）幼
稚園教育，但期望長全日幼稚園學位家長只約一成如願。 

 家長的期望與《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列幼稚園設施的標準出
現明顯落差（每1000名三至五歲幼童，設730個半日制學額和
250個全日制學額）。 

 雙職家長對之尤其渴求，就是有近親或家傭協助於課後協助照顧
幼兒的家庭，亦期待全日制的幼稚園教育。 

 

 因此，無論考慮幼兒全面成長發展、家庭所需支援、釋放
婦女勞動力等，建議幼稚園教育政策能就學位分佈作全面
規劃，增加全日及長全日學額供應 

 初步建議：每1000名三至五歲幼童，設400個半日制學額、 450
個全日制學額和150個長全日制學額。 



（二）公眾對優質幼稚園教育的高期望－重視教師質
素及幼兒全人發展，期望報告有清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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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家長及幼稚園教師均視教師與幼兒信任與關愛的關係為幼
稚園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均十分認同培養幼兒「德智
體群美」全人發展為幼稚園教育目標。 

 家長及幼稚園教師同時關注幼稚園教師是否具備專業資歷
和水平，以提供適切幼兒發展的教育，十分期望政府即將
公布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報告能處理師資的問題。 

 

 建議幼稚園教育政策加入師資培育政策，發展、認可
及挽留優質教師團隊，並期望報告就幼稚園教育如何
促進幼兒全人發展有更清晰建議。 



（三）改善幼稚園入學制度及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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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申請入讀幼稚園的制度及學費亦是家長非常關注，並希望
政府能處理的問題。 

 現時未有申請綜援、亦未被獲派公共房屋而育有幼兒的低
收入家庭，可能因長全日學費相對較高而卻步，使用半日
幼稚園教育服務又令其中一方家長難以就業幫補家計；此
類家庭，就是申請學費減免以使用長全日幼稚園服務，每
月仍需自行付出數百元學費（全日制最高學費減免額為每
年$40,500，膳費為每月$480：即每月$3855）。 

 

 建議幼稚園教育政策能改善申請入讀幼稚園的制度，
提供合理的學費資助並改善現時的學費減免計劃。 



（四）回應教師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照顧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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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根據香港保護兒童會及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
教育中心進行「幼師支援有發展障礙幼兒意見調查」的全
港性調查結果，全港七分一幼稚園學生有發展困難； 

 教師作為前線人員，掌握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以及
了解專責特殊教育教師的重要角色，對於不設專責教師照
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幼兒，以外購到校服務形式提供有限支
援深表關注。 

 

 建議政府於訂定有關學前特殊教育政策過程中與前線
人員同謀對策，以幼兒的利益及最大考慮。 

http://research.hkspc.org/?p=153.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4.


（五）回應教師對訂立薪酬表的意見 

30 

 觀察： 

 優秀的教育團隊對優質幼稚園教育至為重要，教師傾向支
持訂立薪酬表。 

 建議政府正面面對教師的訴求，透過幼稚園教育政策
能吸引優秀人才投身專業。 



歡迎提問。 

謝謝！ 

 
查詢： 

社聯企業傳訊高級經理 曾志康先生（電話：2864 2982） 

社聯總主任姚潔玲女士（兒童及青年服務） （電話：2864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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