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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 
致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2015 年 5 月 12 日會議 

「處理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個案」 
意見書 

 
 
前言  
和諧之家於 1985 年成立，一向致力遏止及預防家庭暴力，推廣和諧及健康的家庭關係。同時，我們

積極倡議家庭暴力相關的政策及法例改革，務求回應社會急劇轉變中的新需要。 
 
和諧之家自 2001 年起開展兒童目睹家暴的工作，喚起業界及社會人士對這群沈默受害人的關注，除

了提供治療小組外，我們更透過「和諧快線」情緒教育流動服務，利用流動教育車的方式進駐小學，

以多感官及多元化活動，為學童提供情緒教育及家暴評估服務。同時，亦透過「和諧先鋒」訓練小組，

為經辨識受家暴困擾之學童提供輔導及跟進服務，並為家長及學校教師提供支援，及早介入以預防家

庭暴力發生。 
 
按今天的議題，我們將聚焦在「目睹家庭暴力兒童」的問題上提出以下意見： 
 

1. 兒童目睹家暴，問題嚴重不容忽視 
和諧之家由 2006 年起至 2014 進行的學童情緒教育服務「和諧快線」，曾接用問卷形式向過 23,000
名學童調查，其中 24%學童表示曾經目睹父母打架或吵架。而於 2013-14 學年進行的問卷調查收到

的 3,585 名學生問卷中，更有高達 40%學童曾目睹父母打架，較前一個學年大幅上升了 16%。此外，

有 33%學童表示常常感到不開心，當中以初小學生的情況最值得關注。從分析收回之問卷顯示，

有 46%初小學生表示因為家人關係而感到不開心，較中小及高小學生的 37%及 30%為高。而表示

因為父母吵架或打架而感到受傷害的學童亦達 33%。這些數據正好反映目睹家暴對學童情緒之負

面影響正日趨嚴重，而為學童、尤其受家暴影響之學童提供情緒教育的需要亦顯得愈來愈迫切。 
 
故此，社會一方面需要提高對家暴的認識，除關注孩童因家暴而遭受身體上直接的傷害外，亦不

能忽視孩童目睹家暴後在情緒及心理的影響，並為孩童提供情緒的適切支援和輔導。 
 
2. 情緒教育課程常規化，提高情緒認知能力 

情緒教育是一項讓學童充權的行動，能有效提升學童認識情緒的能力，並學懂處理情緒的方法。

藉此讓他們懂得表達因目睹家暴後之情緒，並主動求助。學童可因而減少由情緒受傷而帶來的精

神虐待，讓精神虐待的跨代延續得以終止。 
 
3. 強化社福與教育界協作和配套，及早辨識及支援目睹家暴之孩童  

學校是第一線接觸兒童的地方，藉社福界與學校合作，並強化有關配套如專業支援等，讓處理家

暴之專業人士能有效地，及早辨識並介入受家暴影響之學童，協助其走出家暴之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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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兒童目睹家暴」歸類為「虐兒」案件 
由於兒童目睹家暴後，對其心理情緒及行為都帶來極大傷害，程度等同兒童精神虐待。事實上，

兒童即使沒有直接受到暴力對待，當他們親身目睹家暴發生，亦同樣會有身、心、行為和情緒方

面的負面反應，例如：驚慌、擔心及嬲怒，部份甚至會出現自信心受創，或向他人使用暴力。      
故此，我們建議有關部門應該把「兒童目睹家暴」歸類為「虐兒」案件處理。 

 

 

 

查詢及聯絡: 
和諧之家總幹事:陶后華女士 
電話: 2342 0072 
傳真: 2304 7783 
電郵: hhl@harmonyhouse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