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2021施政報告建議書 

肺炎疫情自 2019 年年尾開始爆發，持續接近兩年。學生經歷斷斷續續的停課，不論是學業，或是個

人興趣發展均受到衝擊，需適應新學習模式，甚或被迫暫停。基層兒童是最脆弱的一群，缺乏資源

回應轉變，出現學習倒退，成績下滑的情況。學習是累積的成果，若未能盡快為有需要學生提供支

援，學生便很容易因跟不上學習進度而失去求學的信心和動力，對其成長造成莫大影響。故此，聯

席促請政府能於本年度施政報告中，針對性地為基層兒童的學習和發展提供支援，以緩減疫情對兒

童的負面影響。 

（一）擴大功課輔導服務名額，向基層學生提供功課輔導津貼

上網學習對基層學生影響尤為巨大，學生因著上網學習裝備的不足，家中欠缺適合的學習環境等問

題，大大打擊其學習成效。然而，不論是由教育局推動的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或由社署資助的

課餘托管服務，均面對名額不足的問題，學生需要經歷以數年計的等待，才有機會受惠。部份學校

雖然在放學後提供網上功課輔導，但現實上，老師根本難以以網上形式同時解答幾十位學生的功課

問題。故此，許多基層家庭，即使節衣縮食，也盡力讓子女參與私人補習，讓孩子追回落後的進度。

補習費用動輒數千元，大大增加家庭的經濟負擔，若家庭無力支付，孩子則求助無門，容易放棄。

故此，政府應儘快向基層學童提供功課輔導津貼，並增加功課輔導服務的名額，同時鼓勵學校恢復

實體功課輔導支援，在小班形式及保持社交距離下進行，幫助學習進度落後的學生。

（二）訂立恢復小學全日制的指引，讓學生重拾校園生活

疫情增加了照顧者的壓力，兒童長期留在家中也對其身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全日制能支援兒童的

學習需要，如學生有不明白的功課，可以在下午課堂向老師求教。同時，學校能在下午時段為學生

提供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兒童有更全面的發展。故此，家長都十分期盼小學回復全日制。對基層家

庭而言，恢復全日制能減輕照顧者的照顧壓力，部份照顧者亦能參與兼職工作，補貼家庭開支，更

能減少家長和兒童因做功課而引起的衝突。恢復全日制並不等於犧牲兒童的健康，聯席認為政府不

應再以注射疫苗比率為復課標準，影響學生的學習階段。建議學校分批讓不同年級的學生恢復全日

制，如由高小學生開始，校園便能為兒童提供足夠社交距離。同時，為學生提供防疫板，保障學生

在校用膳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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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援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童，加快在小學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服務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治療黃金期為 0 至 6 歲，及早為兒童提供識別及輔導服務尤為重要。政府主力

將支援 SEN 兒童的資源投放於幼稚園階段，到校服務較為完善。然而，許多兒童失去了 K2 和 K3 的

學習機會，便直接升上小學。本應在幼稚園接受 SEN 評估的學生，失去診斷和訓練機會。加上，許

多 SEN 評估服務在疫情間暫停，輪候時間變得更長。訓練服務則改用網上形式進行，大大削弱其成

效，SEN兒童出現能力倒退情況。SEN學生若未能得到適當輔導或訓練，便很難融入正規課程，面對

無盡的痛苦。聯席促請政府增加 SEN 評估及服務名額，以處理在疫情期間累積的個案，並在防疫措

施配合下，在學校恢復實體 SEN 到校服務。長遠而言，政府應增撥資源為學校老師進行培訓及增聘

處理 SEN學生的人手，縮短輪候相關服務的時間，以真正達致融合教育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