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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各位人士，大家好！我從事幼兒及嬰幼兒教育服務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而

我對於嬰幼兒的服務是非常熱愛的，所以希望透過今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向大家

反應行內的真正需要。 

 

今次特別想強烈反映現時嬰兒園的環境及設施。我最大感受是：每天一回到嬰兒

園工作，其環境就好像回到 80 年代，每天都需要極大的體力去完成的工作，設

備和環境都大大落後於現今科技先進的社會，只有一放工回到家，才感覺自己回

到 2019 年。 

 

其實，嬰兒服務已經由照顧性質，慢慢演變到今時今日係要教育與照顧並重，但

設備卻未能配合到時代需要，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而現時園內所依據的《學前教

育辦學手冊》，都未能因應現時幼兒的需要提供合適的活動空間及設施，例如：

考慮到幼兒的活動空間，是否需要重新評估每位幼兒所需要的最小空間面積，不

再是 2.8 平方。建議署方應與業界一起檢討及更新當中的設施（包括每名兒童的

最低人均樓面的面積、安全條例等），要發展一套以人為本的教育模式。 

 

嬰兒能有足夠的地方去按自己能力去探索，不再是生活在一張嬰兒床內成長的一

群，熱熱烈地期望香港嬰幼兒照顧能與其他國家睇齊及同步發展，設備（硬件）

不斷更新，包括一些啓發嬰幼兒發展的新設施，例如：增加不同月齡多感官刺激

遊戲室（Multisensory playroom）、模擬社區教學設施、先進護理設備及家長資源、

友善共享空間，當中亦應在設計課室中考慮一些配套設施，例如考慮環境上的空

間、社區規劃、通風及採光、消毒設備。使服務更切合現今社會對幼兒培育及家

長支援的需要。此外，在新建設的嬰兒園校舍時，更應考慮設有戶外小花園，讓

幼兒可以於日常作息時間中，有機會接觸陽光，使身體更加壯健，成為一個健康

快樂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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