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愛惜群育學校！	
──與蔡國光校長商榷	

	
葉建源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	
	
	
	 幾十年來，群育學校的興建素來沒有爭議性。意想不到的是，這次帶頭反對興

建群育學校的聲音，竟然來自教育界本身。	
	
	 本港目前共有七所「群育學校」，專門處理有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學童，幫助他

們適應主流學校的教育。群育學校減輕不少主流學校的壓力，貢獻極大。當中，超過

五十年歷史的東灣莫羅瑞華學校，位處大嶼山石壁，校舍早已追不上時代的需要，故

政府計劃把學校遷至屯門另建新校舍，也可填補新界區（大嶼山除外）缺乏群育學校

的空白。這項工程已在區議會討論通過，並即將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審議，一

切都非常順利。不過，委員會最近收到新校舍毗鄰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蔡國光

校長來函，不僅反對該項工程，而且對群育學校有相當負面的描述，為這項工程能否

順利通過帶來變數。同時，由於函件經由立法會上網公開，媒體爭相報導，蔡校長一

再重複其觀點並加強力度，其負面描述對東灣莫羅瑞華學校以至所有群育學校，都帶

來了頗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有公開討論的必要。	
	

蔡校長函件犯了兩大毛病：首先是引述偏頗，其次是對群育學校的認知與事實

相差太遠。	
	
（一）引述偏頗──蔡校長在函件中引述教育局《為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

提供服務的概念綱領》，歸納成一個小段落，把群育學校學生描繪成犯罪份子或有嚴

重問題（為免加深成見，這裡恕不引述）。然而，這份《概念綱領》長達 11頁，列舉
百多項行為問題，當中包括缺課、難與老師建立良好關係、逃避參與社交生活等，由

相當輕微到較為嚴重的都有；可是蔡校長在引述時，集中在一些較為極端和嚴重的行

為問題，令市民對群育學校產生一種極為負面的印象，這明顯是引述偏頗。	
我們都知道，非常嚴重的個案自有其他執法機關處理，群育學校是教育機構而

非懲教機構，被轉介到群育學校的學生並不屬於極端的一群。我們不應誇大情況，以

偏概全，製造刻板印象，把群育學校學生與青年罪案或破壞行為劃上等號，這對群育

學校的學生殊不公允，而且一筆抹煞了老師和社工的努力與成果。	
	
（二）與事實不符──蔡校長認為群育學校應該遠離人口密集的地區，又擔心

群育學校對周邊社區和學生帶來影響，也就是說，他擔心群育學校拖累周邊的學校和

社區。但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現時全港七所群育學校之中，六所位於市區，

大部分都與民居和其他學校為鄰。例如位處深水埗區的群育學校位於基層鬧市，毗鄰

五所中小學校；港島南區的群育學校則被豪宅包圍，附近亦有收費不菲的國際學校和

小學。多年來的歷史證明，這些群育學校與當地社區及毗鄰學校都相安無事，我們幾

曾聽說過深水埗區和港島南區等等的學校和居民投訴受到當地群育學校的干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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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群育學校都設有院舍，大部分學生住在院舍之內，得到老師和社工的

良好照顧，甚少對周邊的環境造成騷擾，對居民生活甚至樓價，都毫無影響。蔡校長

為群育學校貼上負面的標籤，要求群育學校遠離人口密集地區，其實乃是基於錯誤的

認知而作出的要求。	
	
事實俱在，群育學校的威脅只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蔡校長何須「自己嚇自己」

呢？	
	
不知道蔡校長有沒有親自到過群育學校看看，我相信如果實地看過，一定不會

產生如斯偏頗的誤解。筆者今年走訪了三所群育學校，看到老師和社工默默耕耘，為

教育學生而盡心盡力；學生也在努力學習，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和社交能力。不久

前，我和一群屯門區的校長探訪東灣莫羅瑞華學校，發現該校不少學生甚有才華，有

些本性甚佳，學習成績很好，只是家庭慘變，缺乏照顧和安全感；也有些只是有一定

的情緒焦慮或社交障礙，在一兩年的教育和輔導之後，便可以重返主流學校學習。這

些學生來自主流學校，最終也是重歸主流學校，可見群育學校的存在乃是為主流學校

服務，為主流學校裨補缺漏。因此，與同行的屯門區校長談起，大家都深明群育學校

的意義和價值；大家都認識到，在育人的事工上，主流學校和群育學校只是在不同的

崗位上，互相配合，互相扶持。同是教育界，好應該同心協力。	
	
某些社會人士可能基於無知而形成偏見，作為教育界，我們好應該向他們耐心

解釋，消除困惑。這一次，筆者擔心，蔡校長這些偏頗的引述和錯誤的認知，可能引

發社區人士不必要的恐慌，人為地製造了群體之間的敵視。希望蔡校長能夠本著教育

界育人的宗旨，嘗試好好了解群育學校的實況，去看一看，去談一談。對於有困難、

有需要的年輕人，不是多踩一腳，而是給予關心和支持。筆者相信，蔡校長是有經驗

的教育工作者，只要易地而處，是不難明白這些簡單的道理的。我也希望屯門區的居

民，在多一點了解之後，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恐懼，為社區帶來祥和，讓有需要的年輕

人可以在平靜的環境中好好學習。	
	
有困難的學生和家長需要群育學校，主流學校需要群育學校，請愛惜群育學

校！	
	
	
2016年 5月 6日	
	
注：此文章原刊於《香港 01》、《立場新聞》及《香港獨立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