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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推行切實可行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及更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是本屆政府的

重點工作之一。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於 2013 年成立，探討有關幼稚園教育

的各項事宜，當中包括幼稚園校舍及設施需求。  
 
1.2 就此，在 2014 年 7 月何周禮建築設計事務所獲委託就「幼稚園校舍

及設施需求」進行顧問研究，以分析幼稚園校舍設施的各項事宜，及就本港

將來幼稚園校舍設施需求及有關事宜提出建議。是次研究夥拍香港大學建築

學院社區項目工作坊進行，旨在就將來幼稚園校舍設施需求提出切實可行的

建議方案。  
 

 
2. 研究目的  
 
2.1 顧問研究的目的是：  

 
(a) 檢視現時香港對幼稚園校舍及設施的規定和需求；　 
 
(b) 透過聚焦小組 /個別討論來搜集和分析主要持份者對幼稚園校舍及

設施需求的意見；及  
 
(c) 就日後幼稚園校舍及設施需求及相關事宜，提出切實可行並切合

本地情況的方案，以期提供有利兒童學習和發展的環境。顧問研

究的建議和結果將交予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作進

一步考慮，以便為幼稚園將來的校舍及設施需求作出建議。  
 
 
3. 研究方法  
 
3.1 是次顧問研究以下列方法進行：  

 
(a) 研究方法包括國際案例分析，本地實地考察，邀請持份者進行諮

詢會及問卷調查。  
 

(b)  分析不同的國際案例作為背景資料搜集，如亞洲、歐洲、北美洲

及澳洲的案例，為現時幼稚園的校舍設施需求提供更全面的見解，

以及對本港將來幼稚園校舍設施需求的建議方案提供重要的基礎。

舉例來說，研究曾參考了韓國的案例，就設立一個讓社區上不同

的幼稚園共享設施的中央資源中心的概念作出探討。與此同時，

研究亦探討了國際獲獎的幼稚園設計典範。   
 

(c) 於 2014 年 7 月至 10 月，探訪了本地 21 所於不同類型校舍營運的

幼稚園。透過實地觀察校舍的環境及設施，搜集了幼稚園校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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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現況資料作探討及分析。  
 

(d)  於 2014 年 9 月，舉行了三場持份者諮詢會。諮詢會邀請了來自不

同營運模式及規模的幼稚園持分者，例如校長、教師及家長表達

對現時幼稚園校舍設施的意見及對將來理想幼稚園的願景。  
 

(e) 在持份者諮詢會中，派發了兩組問卷給校長 /教師及家長，共收集

85 份校長/教師組別的問卷回覆及 14 份家長組別的問卷回覆。顧

問綜合了調查結果、國際案例分析、本地實地考察及持份者諮詢

會的結果，為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見解。  
 

(f)  根據以上研究方法的結果分析，將來幼稚園校舍設施需求的三個

主要組件分別為「教師設施」、「學生設施」及「輔助設施」。  
 
 
4. 主要研究結果  

 
4.1 幼稚園持份者的意見  

 
4.1.1 透過本地幼稚園的案例分析及持份者諮詢會和問卷調查，收集了主要

持份者對幼稚園校舍及設施需求的意見。  
 
(a) 本地幼稚園的案例分析  
 
4.1.2 透過本地幼稚園的案例分析，就有關幼稚園校舍及設施的現況及意見

收集資料。曾到訪的 21 所幼稚園位於不同類型的校舍，包括：位於社區中心

內，位於私人屋苑內（地面 /平台層），位於公營屋苑內（地面 /平台層），位

於商場內，位於自置物業，在所屬的宗教建築物隔壁，獨立建築及與小學或

中學使用同一校舍。  
 
4.1.3 以下為收集所得的主要意見 :   

 
(i)  學校設施：  

 需要為學生提供的設施包括增加室內遊樂空間、室外空間、

音樂室、美術室、多用途室、綠化面積及適當的急救室等。

亦有意見認為學生洗手間遠離課室。  
 需要為教職員提供教員室和教職員洗手間，增加校長室及接

待處的空間。  
 其他需要的設施包括增加供家長活動 /講座的會議室、接送區

的面積、貯存空間及洗衣和乾衣區的空間。  
 

(ii)   課室設施：  
 課室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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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見認為有需要在課室增加貯存睡床的空間、教師桌、洗

手盆及飲水器，兒童衣架及書包櫃。  
 亦有建議改善通風及在課室或學校中央位置增設洗手間。  

 
 

(b) 諮詢及問卷調查  
 

4.1.4 在持份者諮詢會和問卷調查中，搜集了幼稚園校長、教師及家長的意

見。以下為他們的主要意見：  
 

(i)  學生設施：  
 應重新評估未來幼稚園課室的最小面積。  
 檢視幼稚園校舍設施需求，以配合不同課程的教學方法。同

時，需要檢視《辦學手冊》的指引。  
 空間不足及教學空間運用缺乏靈活性。  
 應縮短從課室到洗手間的距離，以減少看管學童的所需人手。  
 設施需求包括展覽區、藝術室、音樂室、室外場地、綠化面

積、禮堂、圖書館、非集中性的洗手間、車輛落客區，課室

內設洗手盆及為有特殊需要學生提供的學習區。  
 應考慮改善未來幼稚園環境設計方法，如通風及自然採光。

走廊亦可以用作展覽區，展示學生的作品。  
 

(ii)   教師設施：  
 缺乏教學空間及空間運用的靈活性。  
 教師使用兒童傢具，不符人體工學。  
 有部分學校的校長室用作其他用途。  
 要求增設教職員洗手間及行政工作的地方。  

 
(i ii) 輔助設施：  

 欠缺的設施包括訪客區  (等候區，上落客區)，貯物空間(貯存

文具、睡床及學習材料)及洗衣房。  
 全日制幼稚園需要較大的廚房及貯物室。  

 
 

4.2 研究結果分析  
 
4.2.1 學習環境  

 
(a)  學生活動空間  

 
大部分幼稚園教職員認為現時幼稚園缺乏足夠的學生活動空間，

有關情況需加以關注。因此，未來幼稚園設計必須具備一個寬敞

的環境，讓兒童身心能健康發展。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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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持份者認為戶外活動空間，室內活動空間及學生體育活動空間

是前三類不足的學生活動空間。結果顯示學生活動空間不論室內

或室外都未見足夠。而課室內有限的空間也限制了進行小組學習

活動的機會。這情況於香港這個高密度的環境是十分普遍的，故

需確保學生享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因此，教育局在將來設計校舍

時，學生的活動空間應為其中一項需優先考慮的因素。  
 

(b) 戶外空間  
 

本地幼稚園缺乏遊樂場、空中花園及種植區等可促進自然學習的

戶外活動區。  
 

(c) 綠化面積  
 

很多本地的幼稚園由於空間有限，缺乏綠化空間，因此將來應增

加綠化面積，為學生提供一個更有利的學習環境。很多新加坡的

幼稚園強調綠化，香港可以借鑒這些國際案例研究。  
 

(d) 室內空間  
 

幼稚園對增加室內空間有強烈的需求。應提供充足的室內空間，

容納更多教學設施，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質素。亦有意見認為禮堂

空間不足。學生集體活動和家長教師協會均需要寬敞的空間。  
 

(e)  沙池和水池  
 

有學校建議增設沙池和水池。然而，有些學校可能沒有足夠空間，

亦有擔心這會引起衛生的問題。設置沙盆和水盆可解決這些問題。  
 
 
4.2.2 幼稚園校舍設施需求  

 
(a) 教職員休息區，教職員室  

 
很多幼稚園缺乏教職員休息區。部分學校要求設立教職員室和食

堂。根據問卷調查顯示，教職員休息區，教職員室和教職員洗手

間是前三類缺乏的職員設施。為教職員提供足夠的共用空間是滿

足他們身心需要所必須的，而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亦有助培養教

師對幼稚園的歸屬感。現時，大部分教師經常需要共用座位，這

可能會降低他們的工作效率。若要解決此問題，在設計幼稚園校

舍時，應設指定休息區和更大的教職員室。因此，教育局在將來

設計校舍時，職員的設施需求應為其中一項需優先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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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貯存空間  
 

缺乏貯存空間是幼稚園主要問題之一。學習材料、運動器材、文

具、遊樂設備，睡床和食物等均需要大量的貯存空間。未來的幼

稚園應提供更大的貯存空間。  
 

(c) 廚房  
 

全日制幼稚園為學生提供午餐，因此需預留空間設立廚房。半日

制幼稚園為學生提供小吃如三明治、餅乾，蛋糕等，因此需預留

空間設立茶水間。  
 

(d) 醫療室  
 

有學校要求醫療室應設於通風良好及接近教職員室的地方，方便

老師照顧學生。此外，醫療室應設有通往校外的獨立出口，以防

止病菌的傳播。在未來，醫療室設於接近教職員室的位置較為理

想。  
 

(e) 特殊需要的學生房間  
 

有學校提出應設立房間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習，以提供適當的

學習環境。  
 

(f) 家長教師協會的會議室和家長接送區  
 

會議室可用作家長教師協會聚會舉行會議和工作坊的地方(協會成

員經常擔當義工為學生籌備活動)。應為家長提供有遮蓋的接送區

以便接送學生。  
 

(g) 車輛落客區   
 

由於缺乏停車位置，校車無法停泊在學校附近，使老師花額外時

間照顧孩子。因此，今後應考慮為每所幼稚園設立車輛落客區。  
 

(h) 設計靈活的設施(例如：滑動門)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超過  60%受訪者認為需要改善學校設計的靈

活性。許多學校建議安裝滑動門，增加幼稚園的靈活性。當有較

大規模的活動舉行時，可以打通相連房間的滑動門擴大空間使用。

因此，教育局在將來設計校舍時，設施的靈活性應為其中一項需

優先考慮的因素，並可考慮在合適的地方增設滑動門。  
 
(i)  每個班房內設置小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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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持份者贊同於每個班房內設置小舞台可以提升學生的演講及

表演的自信心。因此，本地幼稚園可考慮加設此元素於班房裡。  
 

(j)  大窗戶  
 

許多持份者提議幼稚園應安裝大窗戶，以增加自然光滲透班房裡。

更重要的是，大窗戶可改善班房的通風，減低傳染病傳播。  
 

(k) 午睡空間  
 

學校可考慮增設午睡房，固定床舖位置，減省日常整理床舖的需

要。這亦減省工友的工作，同時減省學生等待整理床舖的時間。

因此，教育局可以考慮於幼稚園增設午睡房  (如適用)。  
 

(l)  班房面積   
 

許多持份者反映班房面積太小及缺乏貯物空間。因此，班房面積

需要加大。  
 

(m) 洗手盆  
 

許多幼稚園校長反映每個班房需安裝洗手盆的訴求。每次學生需

要往洗手間洗手時，都需要工友或教師陪同，這大大增加工友及

教師的工作量。  
 

(n) 教師桌  
 

現時，部分幼稚園欠缺教師桌，只有主任或兼職員工於教員室內

有各自的桌子。因此，每個班房最少應設置一張教師桌。  
 
 
4.2.3 校舍空間設計  

 
(a) 戶外空間設計   

 
戶外空間能夠提供合適的場地進行戶外活動，以訓練學生的體能。

此外，綠化的自然環境有助學生學習大自然，提升學習效果。  
 

(b) 班房的燈光及通風   
 

為提供一個良好的戶內環境給學生進行各種活動，燈光及通風備

受注重。根據本地案例研究，幼稚園享有足夠的室內照明。但是，

由於部分幼稚園位於大廈內，欠缺足夠光線及利用大窗戶滲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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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光的條件。  
 

(c) 圖書角設計   
 

在亞洲的案例中，幼稚園設置圖書角十分普遍，同時展現不同空

間設計的獨特個性。根據本地案例研究，所有到訪的幼稚園均設

置書櫃放置小童圖書。然而，由於室內空間運用彈性有限，部分

幼稚園未能提供特定角落作小型圖書館。  
 
 
5. 建議  

 
5.1 將來幼稚園校舍設施設計  
 
5.1.1 在中或長期而言，若有充足空間，建議一般幼稚園的基本設施包括：  

 
 (a) 學生設施   

(i)  班房  
 學習角  
 洗手盆  
 靈活展覽板及畫板  
 傢具  (包括教師桌，人體工學設計桌子和椅子、書架、鞋

架、衣架、書包櫃及玩具架) 
 儀器  (包括投射器、電腦) 
 靈活滑動門  
 隔音牆  
 機動通風，例如抽氣扇  
 其他項目   (包括蚊網、植物、安全墊、軟地磚、急救箱、

回收箱) 
 

(ii)  戶內空間  
 美術室  
 音樂室  
 醫療室  

 
(ii i) 戶外空間  

 遊樂場  (長遠目標) 
 

 (b) 教師設施   
 校長室  
 教員室  
 教職員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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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輔助設施   
 茶水間或廚房  (適用於全日制幼稚園) 
 貯物室  
 車輛落客區  

 
 

5.2 將來幼稚園設計的優化措施   
 
5.2.1 污染問題  

 
不少幼稚園持份者都明確表達了他們對污染的擔憂及其對孩子健康和成長的

負面影響。有見及此，以下提出為減輕噪音和空氣污染問題的幼稚園設計優

化措施。  
 

(a) 噪音污染   
(i)  隔聲屏障（室外）  -  樹木和灌木   

 在幼稚園前面開放空間 (如有的話 )種植的樹木和灌木可充當

隔聲屏障，達到隔音效果，隔離外部的噪音。  
 

(ii)  隔聲屏障（室外）- 窗口設計   
從本地案例分析和觀察，大部分幼稚園均未考慮窗口設計的

重要性。實際上，窗口是隔離從幼稚園外部噪音的一個重要

硬件，所以這是其中一個改善噪音污染的方案。  
 

(ii i) 隔聲屏障（室內  ）- 吸音隔音板   
吸音板和隔音材料可用來消除聲音反射，以提高語音清晰度，

減少駐波和防止梳狀濾波。根據實際應用和幼稚園的環境，

可採用各種各樣的材料於牆壁和天花板上。  
 

(b) 空氣污染   
(i)  對流通風  

建議課室和活動室應有對流通風，以加強空氣流動，從而可

以大大預防幼稚園內疾病的傳播。此外，對流通風有助春、

秋季的室內溫度的冷卻，能夠大大節省空調所用的能源。  
 

(ii)  空氣淨化器   
建議幼稚園安裝空氣淨化器，以減少疾病傳播的風險，並同

時促進健康的學習環境。  
 
(ii i) 機動通風  

在幼稚園中使用機動通風 (例如抽氣扇 )可去除令人不快的氣

味和過多的濕氣，並同時保持建築物內部的空氣流通，防止

室內空氣的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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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殘疾人士設施   
 
幼稚園內非常鼓勵建設殘疾人士設施，以確保殘疾人士可自由在校園活動，

故在設計校舍時應參照有關的指引。殘疾人士斜坡是其中的例子，方便輪椅

使用者進出校園。  
 
 

5.3 幼稚園理想戶內空間面積估算  
 
(a) 建議方法   
 
5.3.1 在建議理想戶內空間面積時，以《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的幼稚園戶內

活動空間「基本面積」的要求為基礎。另外，在考慮幼稚園各種戶內設備所

需「輔助面積」的要求時，以本地、海外和內地幼稚園作參考。建議如下：  
 

「基本面積」+ 「輔助面積」= 「理想面積」   
 
「基本面積」指學生的戶內活動地方(包括課室及戶內遊戲場)  
「輔助面積」指設置輔助設施的空間（即任何通道、貯物室、

廚房、辦事處、洗手間設施及教員室）  
 
(b) 學生戶內空間面積  

 
5.3.2 根據《辦學手冊》第一章「樓宇設計」中  1.3.6 節規定：  

 
為兩至六歲兒童提供服務的學前機構，須符合每名兒童的最低人均樓
面面積 1.8 平方米的規定，包括所有戶內的活動地方，但不包括輔助
設施（即任何通道、貯物室、廚房、辦事處、洗手間設施及教員室）。  

 
5.3.3 經參考海外 /內地和本地幼稚園的情況，及以上第 5.1 段「將來幼稚園

校舍設施設計」，為提供各種設備所需的「額外面積」應為「基本面積」的  
20%至  40%。  

 
5.3.4 在「基本面積」上額外增加 20%的戶內活動空間可以提供額外的少量

走動空間，以及有較多空間設置遊戲場、圖書角、學習角、書櫃、書包架、

電腦和洗手盆，但卻不完全足夠代表未來幼稚園的要求及進階進程。  
 
5.3.5 在「基本面積」上額外增加 40%的戶內活動空間可以進一步提供更多

額外的走動空間，以及有更多空間設置更寬闊的遊戲場、圖書角、學習角、

書櫃、書包架、電腦、洗手盆和其他房間等。  
 
5.3.6 因此，本報告建議在「基本面積」上增加 20%至 40%的戶內學生活動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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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建議幼稚園理想的人均戶內活動空間面積(包括課室及戶內遊戲場)是：  

=「基本面積」+  20%至  40% 各種設備所需的「額外面積」  
= 1.8 x (1+20%) 至  1.8 x (1+40%) 
= 2.16 至  2.52 平方米 /每位學童  

 
(c) 輔助設施面積  

 
5.3.8 另外，以設有六間課室的幼稚園為例，建議的輔助設施面積如下：   

 校長室 /教員室 /辦公室  = 35 平方米   
 一般貯物空間  (貯物室 2 個) = 18 平方米  x 2 = 36 平方米   
 醫療室  = 11 平方米  
 茶水間  = 20 平方米  
 洗衣間  = 20 平方米  

 
「輔助面積」  = 35+36+11+20+20 = 122 平方米   

 
 

5.4 中期改善建議  
 
5.4.1 根據上述就幼稚園校舍設施需求的建議，當中很多建議均是長遠的目

標，現時很多幼稚園明顯地跟將來幼稚園的校舍設施需求所描繪的「理想」

學校設計還有頗大的差距。由於要落實建議的未來幼稚園校舍設施需要一段

長時間，因此本報告提出了以下的「中期改善計劃」建議：  
 

(a) 戶外空間  
 

幼稚園空間雖然有限，在某些個案中，公營房屋裡的學校可以跟

房委會磋商、以取得把學童的活動空間擴展至公共空間的許可。

幼稚園可要求在指定時間「包場」使用公園和遊樂場，令到學童

的活動能夠在無旁人阻礙和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建議的可行性視

乎幼稚園跟房委會及有關機構的磋商）。  
 

(b) 教師辦公空間  
 

上述分析帶出教師的私人空間是幼稚園設計的基本需要。所以，

教員室必須成為幼稚園的基本設施，好讓每個員工能夠使用成年

人的傢具，並享有私人貯物空間。  
 

(c) 醫療室  
 

幼稚園的設計除著眼於教學外，亦應注意安全和健康環境的重要

性。要避免病菌在校園傳播，醫療室應設在大門口旁。職員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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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為進入校門的學童量度體溫。生病的學童可與其他學童

分隔。醫療室加設有獨立出入口更可讓病童使用獨立出入口離開，

避免病菌散開。  
 

(d) 改善洗手間設計   
 

現時，幼稚園大多設置少量洗手間，且於偏遠的角落，增加教職

員看管學生出入洗手間的人手需求。此外，學生亦需要行走一段

長距離到洗手間。可探討以非集中洗手間取代了中央洗手間的概

念的可行性，增加洗手間設施的數目可使洗手間設置於班房隔壁，

大大減少行走到洗手間距離，及教職員看管學生出入洗手間的需

求。同時，亦增加教職員的工作效率及惠及學生。  
 

(e)  資源中心  
 

從本地幼稚園考察中，可見有部分幼稚園缺乏足夠的空間及設施。

因此，中期改善建議可考慮在不同地區設立資源中心的可行性，

以針對空間不足的問題。設立資源中心可擴展教師和學生的教學

及學習空間；更充分使用學習資源；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及提供

更多的幼稚園空間作教學用途。然而，土地供應、資源中心的管

理等問題必須納入考慮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