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就「幼稚園社工服務先導計劃」提交的意見 

(2018年 6月 22日) 

1. 前言 

社會服務機構早於二十多年前，開展學前幼兒社會工作服務，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其家長

提供預防、支援及發展服務，亦長期倡議政府將有關服務納入津助範圍。及至今年初發

生連串令社會震驚及痛心的嚴重虐兒事件，社福界及公眾均強烈要求改善保護兒童機制，

得悉政府將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推出「幼稚園社工服務先導計劃」（先導計劃），分階段

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簡稱「幼稚園」）共約十五萬名學

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業界表示歡迎，亦希望就政策執行及服務規劃細節提供意見。 

2. 先導計劃須能發揮社工專業獨立性，服務規劃及設計以保護兒童及以其最佳利益為先 

先導計劃推出的背景既是保護兒童機制不足，導致接連發生令人痛心的虐兒個案，有關

服務落實時必須針對問題，貫徹保護兒童及保障其最佳利益的原則。 

業界認同政府參照中學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由機構聘請及派駐社工到幼稚園提供

服務，並獲配置督導資源，讓社工能以獨立身份評估學生及家庭的服務需要、設計服務

內容、數量及手法等，以有效回應服務需要及發揮保護兒童功能。 

3. 以長遠福利規劃為基礎投放資源，以實據為本評估需要 

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將覆蓋全港的資助幼稚園，在規劃服務及分配資源時應考慮服務的

長遠發展，為高危及有較大需要地區配置更佳的資源（包括預期將與試驗計劃協作的不

同服務，例如保護家庭及兒童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建議社署以實據為本評估需

要：（一）考慮在全日制幼兒中心通過入息及「社會需要」審查學童的比率，（二）按

地區福利規劃原則，顧及地區的特點和人口特徵，並參考以下的地區福利需要社會指標：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虐待兒童 

 虐待配偶 

 性暴力 

 單親家長及其受供養子女 

 濫用藥物者 

4. 到位及公平的資源分配 

參與先導計劃的700多間幼稚園中，共有411間（55%）的學額少於201人1，一些區域學

額少於201人的幼稚園更高近七成（黃大仙區45間/ 68.9%，東區及灣仔69間/ 66.7%，中

西南離68間/ 66.2% ），按政府早期公佈的社工與學童參考比例（1對600），這些幼稚園

                                                      
1
 《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2017/18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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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只能獲得1.33日2的服務，對服務提供及成效均構成相當限制，而每名社工花在三

間學校的「經常性開支」（Overhead）亦進一步削減直接服務時間，有關「經常性開支」

包括： 

（一） 服務環境分析：  

 學校的背景、文化與歷史 

 教學團隊的分工、運作及人事情況 

 學生及家長的特質及背景 

 學校所屬地區的服務資源 

 學校對社工的期望及接納程度 

（二） 與教學團隊協作：  

 建立信任 

 發展合作方案 

 提供支援  

業界普遍認為比較理想的安排為每幼稚園每星期社工能到校兩天，以提供較深入的服務；

此外，亦建議社署以合乎專業及公平的方式選擇先導計劃的營辦機構，並以有利服務提

供以及發揮效能的原則，為機構及接受服務的幼稚園進行配對。 

5. 服務模式建議 

基於業界在幼稚園社會工作的實

踐經驗，上述關注點以及現時政策

推出的背景及目標，建議先導計劃

的服務模式應涵蓋三層預防工作，

並以二級預防為主： 

二級預防主要功能及內容包括： 

 

 

                                                      
2 以每星期四天到校提供服務計算，如由一名社工服務三間幼稚園，這些幼稚園每星期只能獲得 1.33日的服務。 

識別問題早期徵兆 
評估問題層次 
提出解決建議 

•就老師轉介或家長求助的高危
／在危組群個案作個別幼兒觀察； 

•整合及分析由： 
1) 幼兒觀察 
2) 家長及老師訪談及 
3) 其他有關資料 
以了解： 
1) 幼兒發展狀況 
2) 行為情緒與家庭及學校的關
係 
評估各方需要及與之共同訂定工
作方案。 

短期介入並解除危機 

•支援教學團隊及早識別家庭危
機； 

•危機介入：如察覺幼兒或家長
有緊急需要（如經濟困難、家庭
成員去世等），社工會支援教學
團隊作危機介入以解除即時危機，
再評估各方需要及與之共同訂定
工作方案。 

改變個人面對困擾的反應， 
或提供支援以助解決 

／緩和困擾 

•社工按需要提供輔導及支援服
務，或與教學團隊合作，為幼兒
訂定輔導計劃； 

•協助： 
1) 家長、教師了解幼兒的需要； 
2) 教師進一步了解家長、家庭
的需要； 
提供支援以助解決／緩和困擾，
適當時轉介個案至其他服務以作
跟進； 

•促進家長與轉介機構之溝通，
按需要主持個案會議，邀請家長、
專家與教師參與及共同擬定服務
計劃。 

治療（三級預防） 

治療 
重建 
復康 

介入（二級預防） 

識別問題早期徵兆及介入 
改變幼兒／家長困擾行為 

預防（一級預防） 

提昇察覺 
建立技巧 
提供支持 



6. 服務提供及評量方式需切合幼兒及有需要家庭的特性 

先導計劃中的個案評估及介入模式，有異於中學學生個案及家庭服務個案，幼稚園社工

需透過老師、家長提供資料、進行課堂觀察、家訪等方式了解幼兒發展狀況，以及分析

其行為情緒與家庭及學校的關係，再評估各方需要及與之共同訂定工作方案。 

此外，如遇高危家庭／家長未願意接受服務（如懷疑虐兒個案或家長濫藥個案），工作

員需花上長時間取得家長的信任，並透過與其他專業及福利服務單位協作，以評估家庭

需要及作出適時介入，以保護及保障幼兒福祉。 

故此建議社署在訂定服務定義及服務輸出量的設計上考慮上述特色，並儘快與有相關服

務提供經驗的業界多作交流，以訂定合理及有效達成先導計劃目標的服務提供及評量方

式。 

7. 服務人手規劃 

按政府提供的資料，先導計劃的人手將以學位社工計算，並配以與中學社會工作服務同

等的督導資源。業界表示歡迎，但同時關注專業社工人力資源的規劃。是次政府在短時

間內推出小學「一校一社工」政策以及幼稚園社工服務先導計劃，令學位社工的人手需

求突然大增。另一方面，部分原有服務的從業員持社工高級文憑/副學士資歷，如欲留任

必須進修以取得學位資格，但現時兼讀社工學士課程卻非常短缺3，政府必須檢視對有關

課程的資助政策，以配合服務發展需要，避免出現人力失衡的情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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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大專院校陸續停辦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由今年九月起，只剩下明愛專上學院繼續提供有關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