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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黃國基  2015 年 7 月 4 日 

     我是一位前「長全日」學生家長，雖然我的孩子已進入小學數年，但回望「長

全日」對他的成長，幫助甚大；亦因此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委員會）

將全日制幼兒學校剔除在免費教育行列之外，甚為失望！   

       正如委員會報告所説：「幼稚園教育是奠定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基礎的重要

階段」（p.5），亦訂出幼兒教育的使命應「按兒童多元的需要，予以平等機

會…………能促進個人終身發展……」；然而，美麗的文字，在政策的建議上，

卻自相矛盾。    

    為了「推論」半日幼兒教育的正確，委員會一方面說全日或半日制孰優孰劣，

國際上未有定論，但報告書卻偏重闡述全日（包括長全日）的“缺點”；如「……

對兒童有過高期望、過早在幼稚園實行小學課程…………全日制的潜在好

處…………在小學三年級完結時消失…………全日制課程的兒童花在家的時間

相對較少…………半日制課程能夠讓兒童有較多時間與家人在較少規範且輕鬆

的環境下遊戲和互動。」（p6-7）   

    我不知各位議員對委員會引述這些外國報告有什麼看法，我看後的第一個反

應就是香港近期一個十分流行的詞彙----“堅離地”！  

    我相信，只要願意一看現時佔幼兒教育學校三成的 246 間長全日學校的教學

安排及所處位置，便不可能如施引喻失義。 

    「長全日」的教育不是如委員會所暗示----在「催谷」學生，讓他們快人一

步，「預習」小學課程。以我兒子以前在長全日的經驗，學校其實反而嚴格遵守

4 歲才開始寫字的原則，低班時只會在「塗鴉」，他整個學前突育每天回家都只

需十多二十分鐘便完成功課；我還清楚記得在一次高班的家長會上，有家長提出

孩子的功課太少、太簡單，恐不利“銜接”小學，提出可否“加多 D”功課時，

校長向他詳細解釋幼兒教育，不應如此！   

    事實上，全日制強調的不是快人一步預習課程，不是因為教學内容廣闊艱深

而須多一點的「課時」；全日制的時間空間，是讓全人教育得以落實；我孩子在

全長日不是只在讀書寫字，而同時是在老師引導下，學習自理自律、朋輩交往、

待人處事、認識社會……他數年的所得的不單是知識，更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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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提出讓孩子多留時間在家，用意可能甚善；但各位議員想想基層家庭

的實況，想想香港勞工工時的狀況，你會想像到一幅孩子上完半日課後，在家與

「家人在較少規範且輕鬆的環境下遊戲和互動」的圖畫嗎？家長不是不想，而是

不能。而二百多間全長日幼兒學校，絕大部分正是座落基層家庭聚居的公共屋

邨；家長選擇它們，不是什麼追逐名校、功課量大的原因，而只是基於它們能支

援基層家庭，提供全人教育而已。 

    基層家庭不是想卸去照顧孩子的責任，只是生活讓他們須要更多的支援，使

他們的孩子能夠在平等的機會下，開展終身成長的第一步。這是社會及政府的基

本責任，而非他們的額外要求。 

    為使各位議員不會一如委員會的“堅離地”，附上本人早前為兒子以前幼兒

學校的機構進行的一些現學生家長訪問(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使大家更能認識他

們的聲音。 

    如果政府要貫徹委員會所説尊重過去發展出來的多元化幼教模式，要「按兒

童多元的需要，予以平等機會…………能促進個人終身發展……」，就不應拒長

全日於免費幼兒教育之外！ 

~~~~完~~~~ 

 

附：長全日家長的聲音 (6 份)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一) 

 

他說：基層家庭只能賺錢買服務，始能維持家庭生活…… 

 
被訪者：W 先生 

W 先生，30 多歲，現職巴士司機，太太從事零售業；有一女，約四歲半，現正

就讀 K2，從談話中，就知 W 是一個挺照顧家庭的人；由於工作時間較配合，女

兒平日的照料，主要由他負責。 

作為雙職家庭，要同時照顧年幼兒女，是不少父母的考驗。由於上一代或因

居住區域較遠，或因年紀、健康關係，偶爾協助照顧還可，長期而持續的支援，

W 先生說自己「也不好意思開口」。 

    幸好，W 與太太一家三口的作息時間，可說是一幅無比配合的時間表：W
與太太二人每天都要上班 10 小時，W 是早更巴士司機，一般的工作時間是清晨

五時至下午三、四時；太太從事零售工作，上班時間是朝十一晚九。於是，每天

清晨，W 在太太及女兒仍在睡夢中便出門；七時多，太太打點女兒的早餐及送

她上同區的幼兒學校；由於時間尚早，太太仍可回家休息一會，或處理家務後才

上班；至下午，W 先生下班後仍趕及到校接女兒放學。不過，這幅配合他家庭

狀況的作息時間表，在運作上實有賴全日制的幼兒學校，使女兒的午飯得以安

排，使 W 下班剛好可接女兒放學，甚至就算萬一要加班(不過 W 表示情況不多)，
仍有延展服務可以提供支援。 

    W 先生形容，他其實是誤打誤撞，安排女兒進入現在的長全日幼兒學校。

實際上，年多前他根本不知什麼是長全日，今天他也不太明白「點解政府會開一

D 咁好的學校」，知道原來長全日幼兒學校是以前是由社會福利署而非教育局管

轄，才多些理解學校的照顧功能。當日，W 只是一來不想當「怪獸家長」，所以

不找「名校」；二來學校在居住區內，方便接送；三來全日的上學時間，配合他

和太太的工作時間；因此，便選了現在孩子讀的長全日幼兒學校。 

    不過，年多以來，見孩子除了在知識上的增長外，更在生活規律、群體相處

等方面，均有成長；便覺除了「配合父母工作時間表」以外，對現今「一個起、

兩個止」的核心家庭，長全日幼兒學校的存在，實在是基層家庭的「必需服務」。 

    現時孩子上全日課程，支出比半日制固然是多了一大截，但也只能無奈。訪

問過程中，W 先生不止一次說：「基層家庭只能賺錢買服務，始能維持家庭生活」。

他的想法是這樣的：在社會需要上，核心家庭已是社會多年的必然狀況；非同住

的上一代，不少因地理距離及管教文化差異，難以成為小家庭的「托兒」支援；

「一個起、兩個止」的家庭生育計劃及社區居住環境，讓不少小孩缺乏玩伴。在



經濟需要上，基層勞工的收入，如不是夫婦二人同時工作，如何面對不斷上升的

生活指數及住屋支出？他的家庭收入雖低至已可申請到 75%的學費減免，但收入

仍不合資格申請公屋，所以只能以七千多的月租，租住只有三百多呎的房子。「請

外傭協助照顧？就算經濟上可以負擔，才 300 多平方呎的房子，如何容下她入

住？」 

    就這樣，他和太太只能更努力的工作，卻也因此更缺乏時間照顧女兒，只能

「賺錢買服務」。 

 

訪問後記： 
今天的社會及家庭結構，使全日制幼兒教育，成為一般家庭，特別是基層家庭的

「必需服務」；公平合理的免費幼兒教育，應該是按需要與選擇提供，抑或人人

一律的三個多小時？當政府強調鼓勵多元化的學前教育時，為何卻只是「半桶水」

式提供「免費教育」給全日及長全日的學生？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二) 

 

長全日讓她得以同時兼顧工作與孩子 

被訪者：Y 

Y 是兩名子女之母，孩子分別在念 K3 及 K1 班；L 跟丈夫均是全職工作人士；現

有 50%學費減免，但每月仍要支付共約$2100 學費。 

 

    Y 是一個處處為孩子著想的母親 ---- 這是筆者訪問後的一個強烈印象。 

    由於上一代的身體狀況欠佳，未能為 Y 帶孩子，自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她和

丈夫便要為照顧子女｢自力更生｣。經濟上，她和丈夫需要雙雙工作；他們沒有如

很多雙職家長請｢姐姐｣，除金錢及住宿等實際考慮外，更重要的是擔心萬一｢遇

人不淑｣，及認為｢姐姐｣縱使可照顧兒童，但角色卻難以管教孩子。他們夫婦二

人曾猶疑是否應有第二個孩子，但為了讓孩子有伴同成長，便造就他們四口之家

的出現。 

    Y 表示，在為孩子找幼兒學校時，她完全沒想過長全日以外的選擇，因為若

非如此，她和丈夫根本不能同時工作，但經濟能力也不容許他們不工作。事實上，

兩名孩子都是走同樣的路 ---- 出生後，由育嬰院照顧，入學了，便選擇長全日

幼兒學校。 

    Y 及丈夫的工作時間均是朝 9 晚 6。不過，實際上丈夫每天加班至 8 時已是

常態；她較好，可準時下班，但工作地點在荃灣，回到西環，己是 7 時；因此，

他們要的不單是全日制幼兒學校，而且一直都要申請學校的延展服務。 

    到第二個孩子出生，Y 也是依同一的軌跡安排：先是入育嬰院，然後長全日

幼兒學校。不過，儘管如此，由於工作後要照顧的是兩個孩子，要在晚上九時左

右，打點好一切，讓他們得以上床休息，也感到十分吃力。因此，Y 覺得要考慮

減少工作的時間，以便更好的照料孩子。只是，「減少工作的時間｣說得輕鬆，對

一個基層家庭，要減少收入卻是極之困難的決定；Y 就她就此改變，考慮了一年！ 

    Y 覺得她是幸運的，因為她有一個十分體諒及接納她情況的僱主，容許她由

在原崗位，由全職轉為下午三時下班的兼職員工；而事實上，她是公司第一個，

也是唯一的一個非全職員工。筆者也相信，若非僱主接納，Y 就算成功另找兼職

工作，要減少的收入，很大機會也非只是工作時間比率上的調整。畢竟，經濟壓

力，是基層家庭的驅之不散的陰影，給孩子一個較好的照顧，跟多賺取點收入，

是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 



    Y 現時有獲 50%的學費減免。但 Y 形容自已的家庭收入是在「踩｣在申請限

額的線上，每次申請時，都有點被拒絕擔心；事實上，這樣的惡號，曾在其中一

年發生！ 

    話題轉回學校的教導，Y 深覺對孩子的成長甚有幫助：受過專業訓練的老

師，對孩子的觀察入微，家長難以比擬；孩子群體生活的的社交及朋輩間學習，

家庭內無法提供。Y 表示全長日幼兒學校除卻能配合她的工作時間外，也提供了

很好的機會與嘗試，使孩子得以全面成長。她還記得，去年還在念 K2 的孩子，

一天忽然對她說：「媽媽，妳不用替我洗臉了!老師已教曉了我，我可自己來！｣Y
至今仍記得那份感到孩子成的驚喜。 

訪問後記： 

Y 的故事，告訴訴了我們個基層家庭生活上的打拼；也讓我們看到，將幼兒放在

長全日幼兒學校，不是因為將教導孩子的責任「外判｣，而是生活上的需要。政

府在口政策中，不斷強調釋放勞動力，說要鼓勵婦女就業；長日幼兒學校，不就

是貫徹此政策的現成重要支援嗎？為何政府在提供免費教育時，卻自打咀吧？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三) 

 

做一個盡責的父母原來很難 

被訪者：L 

L 是兩名子女之母，大女現念 K3，幼子在同校 K1 班；L 跟丈夫均是全職工作人

士；或許更正確的應該說，他倆要做 2.5 份工作，另加照顧兩名子女！ 

 

    甫坐下談不上兩句，L 便感觸得落下淚來，談話期間，眼淚亦一再從她眼眶

流下；做媽媽的壓力有多大，可以想像。 

    L 說出她為兒子安排上幼兒學校的經歷，確也超乎常人的想像。大女入學，

尚算順利，輪到幼子，卻是崎嶇曲折。 

    或許先了解 L 的情況及想法：L 跟丈夫均是全職工作人士；或許更正確的應

該說，他倆要做 2.5 份工作！為了生計，丈夫每天下班，仍要在另一份兼職上班，

下班回家，孩子也睡了，因此，照顧子女的重擔，只能由也要上班朝九晚五的 L
負起。大女出生後，為了工作，家在西營盤的 L 把女兒交住在香港仔的母親照顧，

她夫婦二人只能在週末接孩子回家，做「假日爸媽」。不過，減少照顧的工作，

省了時間與精力，心裡卻十分難受；少了相聚的機會，L 感受不到孩子成長的經

歷，L 覺得只有產假那 10 週，才能有媽媽這身份的感覺；更矛盾的是，L 對母親

那套上一代的管教方法，極不接受，但環境所限，卻無法可施。因此，當女兒一

到兩歲，L 便送她到長全日的幼兒學校﹝信義會基恩幼兒學校﹞就讀，學校上課

的時間，讓她既可保持工作，也可以每日上班前後接送，得以陪伴女兒成長。 

    但幼子的入學，卻令 L 經歷艱辛。一如大女，幼子出生後，便｢寄居｣香港仔

的母親家中，但由於幼子是 12 月出生，L 急切想兒子在夠兩歲時便立即入學，

便要在年初的時候當插班生。 

    但長全日的學位不多，不單信義會基恩已不能讓其子插班，L 遍尋西營盤、

灣仔、香港仔，竟也找不到學位！後來，L 發現信義會位於柴灣的學校有空缺，

也毅然接受，因為她和丈夫實在想早日｢一家團聚｣！ 

    自此，L 開始了筆者覺得實在讓人｢瘋狂｣的生活：每天早上六時，她便起床

打點一切，七時叫兒子起床，推著 BB 車趕在八時便將孩子送到柴灣上學﹝丈夫

送女兒到與住所同區的基恩；也別忘西區在 2014 年底前，仍是沒有港鐵！﹞，

以便她趕及九時回中環上班。到下午放工後，便在中環站接幼子﹝幸有一位朋友

的親戚可為她每天在柴灣接孩子放學，再送到中環與 L 匯合﹞；拖著幼兒，L 又

連忙趕到西營盤基恩，在那裡和大女離校回家﹝丈夫下班後要返兼職，未能協



助﹞。 

    幸好，如此奔波的生活，終在六個月後告一段落：那時女兒的學校有學位，

讓 L 可為兒子轉校；兩姊弟能在所住社區一起返學。 

    雖然時間、體力均要作驚人的付出，但 L 仍慶幸兩子女均可入讀長全日幼兒

學校：一來學校的照顧時間，讓她和丈夫可以得以保持工作，亦能照顧孩子；她

很難想像不能工作對家庭經濟的影響；也不能接受只能做「假日爸媽」；二來她

亦欣慰見到，子女在校除卻知識的發展外，在自理上也實在學習得很好。對她一

家來說，長全日幼兒學校，除了是幼兒教育外，真的是一個十分必要而基本的社

會支援。 

    在學券制度下，L 現在仍要為兩名子女共付出四千多元學費，對家庭實在是

一個很重的經濟負擔，也因此她很擔心沒有工作會如何；其丈夫雖然正職以外再

兼職，但她說在現時的市場生態下，其實所得薪金和幾年前他只返一份工差不

多……生活艱難，但 L 卻沒有申請學費減免！她坦言沒有細看自己的收入是否合

符申請資格，但｢怕麻煩｣----怕的不是填表、申請、等審核的工作，而是她擔心

要提供僱主證明時，僱主會覺麻煩而影響工作機會，特別是要在不同公司尋找兼

職機會的丈夫。 

 

訪問後記： 

做一個盡責的父母原來很難 ---- 這是筆者訪問 L 後的感慨。L 那半年頻撲於西環

-柴灣-中環-西環的日子，讓我想起幾年前和教育局討論學費時，一名官員不屑地

說：「入讀全日制，是家長的選擇，也因此應自行承擔……」但，家長真的有選

擇嗎？長全日，說到底是基本需要，是家長力求做一個盡責的父母的基本支援，

而不是為了不照顧子女而拋給學校的｢選擇｣！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四) 

 

基本照顧不理，卻花心思｢派糖｣ 

被訪者：L 太太 

L 太太家住青衣，在尖沙咀工作，工作時間是朝 9:30 晚 6:30，但加班卻是常態；

丈夫任職倉務，工作時間朝九晚六。二人與正讀 K1 的女兒三口子租住私人樓宇，

已申請公屋三年多，仍未有｢上樓｣消息。 

    與 L 太太傾談時，剛好是財政預算公佈不久的日子。預算案｢派糖｣超出預

期，一片叫好；但對 L 太太，卻是｢別人的事｣：和丈夫自力更生、住私樓，｢綜

援出三糧｣與公屋免租與她無干；作為租客，差餉寬減的得益只入了業主口袋；

或許薪俸稅的優惠與她也有關係，只是作為低薪一族，關係就真的只是一丁點！

因此，聽得出談起時，L 太太心有怒火，不能理解為何政府寧願花盡心思，用去

大量盈餘，也不肯在政策上回應市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年復一年如是！ 

    由於 L 太太與丈夫的父母，不是居於區外，就是年紀不輕，難以支援他們；

父婦二人只能自己尋找方法，照顧女兒。女兒出生後，丈夫只能放棄工作，全職

照顧女兒及家務。L 太太形容那是用積蓄換取時間，那兩年實在｢捱得很辛苦｣，

也不能長久，因此，女兒入讀｢長全日｣後，丈夫便即時重新工作，使家庭經濟得

以改善。 

    L 太太與丈夫現時均全職工作，由於二人下班時間太晚，且加班成常態，女

兒同時參加了學校的延展服務，女兒兩餐也由學校照顧。女兒留校時間雖長，但

L 太太形容女兒｢出名鍾意返學｣，因在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這是｢一孩家庭｣不

能提供的學習環境。更讓她欣慰的是，幼師的專業訓練，孩子間的朋輩模仿，使

女兒在自理與自立上，如自行吃飯、｢戒片｣等，進步甚快，對父母，實在是很大

的支援。 

    當然，女兒｢全時間｣在學校，確也減少了父妻二人與她的相聚，但卻也是無

奈。幸好的是，L 太太九時半才在尖沙咀上班，使她可以陪伴女兒回校。 

    現時，L 太太的女兒正接受半額的學費減免。回想申請的過程，也挺令人煩

擾；她明白既有審核，自有訂立嚴謹流程與證明的必要；但作為｢打工仔女｣，這

些｢入息證明｣，真的有時要看｢僱主態度與心情｣；她自己還好，丈夫因屬｢散工｣

性質，更為困難，糾纏一番之後，幸好也能以宣誓形式處理。(不過，她自己以

前其實本來有領取勞工署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但 後也因為不住的查詢

與證明，使她 後也放棄了申請那幾百元的津貼。) 

     當然，L 太太表示，就算學費減免申請不成功，一家人節衣縮食，也不是



不可負擔。未來政府堅持只提供｢半桶水｣的免費幼兒教育，她的女兒在現實需要

下，仍是要留在｢長全日｣。但｢長全日｣所提供的支援，實在是基層家庭的基本需

要；政府常說鼓勵生育、鼓勵工作，但是在政策上，卻不能配合；仍是那句：不

能理解為何政府寧願花盡心思｢派糖｣，也置市民的基本照顧於不理。 

 

訪問後記： 

    官員的生活經驗，往往使他們不能體會基層市民的實際情況。作為非必要服

務，審核制度當然是合理，但｢打工仔女｣在取僱主證明時，卻不一定順利。如果

｢長全日｣幼兒教育只是錦上添花之舉，審核是｢必要之惡｣；但正 L 太太所言，當

這是基本支援，為何政府寧願每年花盡心思｢派糖｣，也置市民的基本照顧於不

顧？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五) 

 

雙職缺乏原生家庭幫助的母親：「難以想像沒有長全日的日子」 

被訪者：M 

M 的女兒就讀 N 班，因為是雙職家庭，需長全日服務，又因未獲居住地區學校

取錄，要跨區到葵涌上學，早起及長車程讓孩子常鬧情緒，影響親子關係。由於

家庭收入超額，未能申請學費減免，每月須付學費$3,416。 
 
M 和丈夫、兩歲多的女兒一家三口家住馬鞍山，由於在區內和附近都找不到長全

日幼兒學校，兩夫妻千辛萬苦才替女兒找到位於葵涌區的天恩幼兒學校就讀長全

日 N 班。丈夫就在同區的公司任職物業資產主任，於是大部份上學的日子就由

爸爸帶女兒跨區上學和放學，任中學文員的母親一下班即趕回家做飯。 
 
女兒年紀小又每天要早起跨區上學，有時候上學途中在巴士上也會「扭計」，要

父母不斷想辦法分散她的注意力。M 說，還記得有一次剛巧是自己送女兒上學，

但遇上大塞車，女兒在擁擠的車廂中大哭，引來一個男乘客以粗言問候，那一刻

自己感覺很無奈、很委屈…。不過，即使是辛苦一點，M 也希望女兒可以繼續讀

全日制的幼兒學校，因為讀長全日不僅讓女兒有妥善的學習，也能強化孩子的自

理能力和生活規律，這是把女兒交給親友或傭人照顧都無法比擬的。     
 
由於父母仍在工作，公公婆婆又已移民，女兒的照顧沒有原生家庭可以幫忙。M 
說，難以想像沒有長全日的日子，一家人的生活只會倒退，女兒下午放學後要交

由親友甚至是不認識的保母照顧，只有照顧沒有學習，而家庭開支也會增加，各

方面都要節省一點。 
 
現時月入 1 萬至 4 萬的家庭都被視為中產，M 苦笑像他們這樣的「中產家庭」，

要生活養兒又要供樓，沒有學費減免，每月單付學費便要$3,416。所以兩夫婦都

期望明年孩子升上 K 班後有學券資助，可以讓家庭財政不用那麼緊絀。M 又補

充，正因「計不到數」，所以兩公婆不能有一個不工作，更不敢多生一個，否則

不但生活質素下降，甚至過不到活。 

眼見朋友的孩子即使就讀半天制的名牌幼稚園，但自理能力和紀律還是「差一

截」，M 稱讚長全日的老師經驗豐富，更能教導孩子生活的細節。有時候跟老師

交流，甚至連自己受益，學習到照顧技巧，以及如何提高孩子的專注力呢!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六) 

 

難想像沒有支援的生活安排 

被訪者：W 

W 女士的女兒約三歲半，正就讀 K1，並有使用學校的延展服務；W 雖未與丈夫

辦理正式的離婚手續，但實際上已過著單親家庭的生活；她數年前遷到現居公共

屋邨，帶著孩子與父母同住。她母親仍全職工作，父親因有早期認知障礙症，難

以協助照顧孫女，W 女士亦只好聘用印傭，協助起居生活及家人照顧。 

    任職老人院照顧員的 W 女士談及自己的境況時，常臉帶擔憂，像有著很大

的壓力；事實上，她確在堅強地為日常生活而打拚。 

    W 女士在女兒七個月大時便開始為孩子入讀幼兒學校而四出查詢，不過，

她不像一些家長為了找「名校｣；她為的，只是找一家時間上，可讓她繼續兼顧

工作與養家的學校！不過，由於區內學位供不應求，她女兒又是所謂「細仔｣，

結果，一直到去年四月(這時女兒已約兩歲半)，現學校的前校長見她實在有很大

需要，又剛有學生離校，她女兒終能插班入學。 

    女兒成功入學，對 W 女士確是舒了一口氣。雖說家有印傭，但由於同時要

照顧有認知障礙症的爸爸，加上「姐姐｣負起看管安全之責還可，要教導學習，

卻力不能逮，因此，全日制的幼兒學校，是她可｢正常生活」的必需支援。更讓

W 女士記憶難忘的，是入學前有一段時間(3-4 個月)，家中的傭人離職，又未有

新「姐姐｣到任，令她徬惶不已。幸好能在區內另一幼兒學校找到「暫託位｣，加

上在工作的老人院同事介紹下，在所住屋邨找到一位「街坊｣協助其他時間的照

顧，才得以渡過這短期的難關。 

    能入讀長全日幼兒學校，女兒的照顧總算有數年安穩的安排。W 女士的工

作是要輪班的，為了爭取與孩子相聚，她也盡可能因應工作班次，自己送女兒返

校或接她放學。 

    談到女兒在幼兒學校的學習，W 展現了一份難得的輕鬆。除卻知識、自理

學習外，她更珍惜的，是在校內，她能有一群｢玩伴｣，對女兒的學習與成長，均

有正面互動，這是在家中，四名成人(她、父母及印傭)，均不能提供的。 

    因收入低微，W 現正領取全額的學費減免，因此其實她是變相享受著｢免費

幼兒教育｣；相信，日後縱使政府不提供全面的免費，而只是半日的免費幼兒教

育，她的情況，相信仍可以｢個別情況｣，得到資助。不過，W 並不覺得事不關

己，可以不理。一來是過來人的經驗讓她了解｢長全日｣對家庭支援的必要，另一

方面，也是因為她想到，沒有全面的資助，學校的收生及營運必受影響，在不穩



定的狀況下，學校的優質教育，亦會被影響。 

    此外，想起第一次申請學費減免時，因她的情況有點特別(她正與丈夫辦理

離婚手續)，使申請在不斷查詢及補充資料下，來來回回足足辦理了 5 個月！這

過程令他既擔心又難過。如果免費幼兒教育是一項權利，而非｢個別考慮｣，W 便

沒此騰折。 

 

訪問後記： 

傾談中，W 一再表示，很難想像沒有了長全日學校的支援，她可如何安排生活

及女兒的照顧，如只是半日制的學校，女兒下午由誰照顧？早上只有數小時的｢

空間｣，她恐連兼職工作也找不到，難道單親就只能領取綜援，不許自力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