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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幼稚園社工服務先導計劃」意見書 

2018 年 6 月 22 日 

前言 

1. 本港家庭結構愈來愈複雜和多元，「雙非」、跨境及少數族裔兒童增加，分居、離婚率

上升，但給予幼兒成長的支援，例如照顧、輔導和護理服務等卻很不足。去年接連發生

嚴重虐兒個案，反映普及預防、盡早介入及支援服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是幼兒表

達及自我保護能力較成年人薄弱，政府更應加強預防及支援工作。幼稚園過去未獲資助

配置社工服務，只靠教師識別問題或介入跟進，無論在人手或專業能力上都感困難，遑

論為幼兒建立一套普及預防的機制。 

2. 新政府在首份《財政預算案》終於公布，透過獎券基金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分階

段為所有資助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提供社工服務。幼教界多年來的爭取得以起步，當局並

稱計劃三年後若成功將會恆常化。不過，在先導計劃構思之初，因未見廣泛諮詢，除了

最初對外披露 1:600 的人手比例外，很多具體內容都未有公告，令已自聘社工的幼稚園

甚至擔心現有服務的延續性受影響。因此過去數月，教育界團結向政府爭取，制訂一套

理想的服務標準，以及多元的服務模式，按校本情況為幼兒提供最合適和具效能的駐校

社工輔導服務。部分意見獲得政府正視，但不少仍待落實和進一步改善。 

重點關注項目（一）：社工人手比例 

3. 要加強識別和預防工作，達到理想的輔導效果，適切的社工人手比例至為關鍵。相對於

普遍有六至七百名學生的中小學，幼稚園的規模一般較小，特別是二百多間長全日制幼

稚園一般只有百多人，如社工人手比例按初訂的 1:600，則一名社工要兼顧五至六所學

校，一個月隨時只能到校兩至三天，不可能透過日常觀察和與幼兒互動，以篩選高危個

案並及早支援，尤其是幼兒語言發展未成熟，社工需花更長時間持續觀察和建立信任，

而且個案背後往往潛在有支援需要的家庭，因此社工人手充足、提供社工駐校而非到校

服務，以及配套支援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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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協歡迎政府回應業界對服務的期望，研究改善原訂 1:600 的社工人手比例。我們支持

以兩校一社工作為起步點，確保每所幼稚園每周至少獲得兩天的駐校社工服務，同時為

穩定社工服務，配置社工應以學校為單位，而非以收生人數為單位，以免因每年收生浮

動而影響社工服務的延續性。 

5. 要求加強改善：(1) 對於規模較大或有特別需要的幼稚園，當局應在兩校一社工的基礎上

再增加資源，配置一名駐校社工；及(2) 長遠考慮為全港資助幼稚園提供一名駐校社工。 

重點關注項目（二）：提供服務的模式與質素 

6. 政府表示將邀請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就先導計劃提交計劃書，並從中甄選合適者參與計

劃。教協要求政府關注，現時有部分幼教機構已自資試驗駐校社工計劃，也有個別幼稚

園獲批運用恆常經費聘請社工，由於這些學校與合作的非政府機構已長期建立了默契和

關係，教協支持尊重學校自主權，讓幼稚園按校本需要選擇合適的服務夥伴，以保障現

存輔導服務的延續性，從而達到有效保護幼兒及預防家庭問題的效果。 

7. 若幼稚園現存的社工人手高於先導計劃的標準，教協認為當局應以保護兒童最大利益為

前提，酌情認可有需要的學校，繼續以恆常資助補足以維持原有服務，避免因先導計劃

令輔導服務出現倒退。 

重點關注項目（三）：先導計劃的年期 

8. 幼稚園社工服務早於九十年代已進行試驗，2011 年更有 68 所幼稚園獲基金資助實行駐

校社工的先導計劃，家長及學校的回饋亦十分良好，而多年來幼教界亦不斷要求政府落

實駐校社工服務，但直至去年出現嚴重虐兒個案，政府才正視問題落實計劃。由於這是

為我們幼兒提供更佳保護網的迫切項目，教協期望政府參考幼教界過去的成功先例，加

上汲取這次先導計劃的試行經驗，探討盡快將先導計劃恆常化，並因應需要加強配套支

援，讓全港七百多間資助幼稚園，可盡快獲得質量兼備的駐校社工服務。 

重點關注項目（四）：諮詢機制 

9. 政府盡快為幼稚園推出社工服務，教協予以正面評價。然而在初期構思計劃時，政府未

有廣泛諮詢及與業界溝通，很多細節未及討論，導致無論在人手比例及施行方式上，都

與業界的現況和需要脫節，令業界擔心先導計劃只聊備一格，未能真正達到普及預防、

及早辦識和介入的功能。由於計劃仍有不少細節待落實，教協建議當局建立廣泛的諮詢

及溝通平台，持續與業界商討，共同制訂穩定及高質素的幼稚園輔導服務。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