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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香港）(PECERA-HK) 
回應《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香港）的首要宗旨是為幼兒教育專業研究學者及從事促進

幼兒發展與成長的同工及專業人士，提供學術交流與合作的平台，以攜手促進幼兒發展，

提升教育質素。兒童的成長與發展一直是本學會的重點關注。 

本學會現謹就《施政報告》中有關「構建關愛共融社會」等範疇提出以下回應： 

 

第八章「惠民生 添幸福」、第五節「構建關愛共融社會」、有關「保護兒童」內容： 

205. 立法會已通過《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規定社福界、教育界及醫療衞生界的專業

人士必須舉報嚴重虐兒個案。為加強育兒教育，社署會推出試驗計劃，成立四間「社區

親子中心」，以遊戲為本方式促進親子互動及教導家長正向育兒方法，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1.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本學會歡迎通過上述條例，確立保護兒童的重要性，並為從事兒童工作的業界提供《強

制舉報指南》。我們建議建立一個定期更新且持續優化的機制，為前線工作人員提供與時

俱進的實務指引。同時，應為各持分者提供相關培訓，並持續進行社會宣傳教育，以提

升社會大眾對保護兒童重要性的認識及關注。 

由於涉及責任舉報的專業人員眾多，本學會特別關注相關培訓及資源配套的配置，讓專

業人員及早熟悉通報制度及執行程序。同時，我們看重如何避免案主或個案處理過程中

出現二次傷害，因而期望能完善保護兒童個案的數據管理，並分析相關個案狀況，以梳

理出本港虐兒的核心問題，從而進行更有效的預防及支援。此外，建議邀請學術機構參

與長期追蹤研究，完善專業培訓，並推動政策及社會教育多層面的發展，促進家庭與幼

兒健康成長，奠定本港在教育與研究並重的樞紐地位。 

2.  社區親子中心 

本學會歡迎政府試行設立四間「社區親子中心」，以遊戲為本促進親子互動，並教導家長

正向育兒方法。此試驗計劃與本學會倡導的幼兒教育理念一致，符合兒童為本及兒童適

合性發展（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的理念。本學會提出以下 3 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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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清楚界定「有需要的家庭」，並以兒童為核心推行計劃。政府應提前挑選及培育相

關專業人員，幫助服務參加者（如新手父母）運用中心的育兒理念、知識及技巧，

實現「以兒童為重、家庭為本」。中心運作及員工培訓可參考「作息本位模式」

（Routines-Based Model）的概念，支援家庭和促進兒童全面成長，並建立和諧家

庭。 
 

(ii) 在試驗階段亦需廣納不同類型的兒童及青年中心進行試驗計劃，例如綜合青少年服

務中心，以期取得最大的可用數據作為未來發展規劃的參考。此外，須有時間表，

盡快從試驗性質，轉換為全港覆蓋，由僅 4所兒童及青年中心擴展至全港的兒童及

青年中心，務求每一區均能為幼童及其家庭提供適切的社區支援和承托。 
 

(iii) 通過設立「社區親子中心」，進一步倡議社區共享「友善育兒環境」。因而中心不單

惠及基層家庭，也關顧到基層以外，如中產家庭在教養子女、親子及家庭成員建立

和睦關係上也有裨益，無形中更有利於鞏固社會的穩定性。 

 

第八章「惠民生 添幸福」、第五節「構建關愛共融社會」、有關「支援在職家長」內容： 

204. 為支援在職家長，我去年宣布增設 10 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政府會再增設 1 所，提

供 100 個日間幼兒照顧名額，並把「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服務名額增加兩成半至 2 
500 個，受惠兒童人數會增至 25 000 人。 

 

3.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本學會支持增加「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並建議從以下角度完善計劃： 

(i) 由專業培訓機構提供一致且有效的社區保姆培訓，包括基本與持續進修課程。 
 

(ii) 建立認證或註冊制度，並公開相關資料供查閱。 
 

(iii) 定期與突擊家訪，由專業督導到訪保姆家居，按服務準則檢查處所的環境及觀察

保姆照顧兒童的情況，並與保姆進行交流，評估其整體表現能否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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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 

本學會樂見政府增設獨立幼兒中心，以支援雙職家庭並構建關愛共融的社會。我們建議： 

(i) 選址應交通便利，並優先於大型新市鎮設立。 
(ii) 中心設備必須與時並進，應從促進嬰幼兒成長與發展的方向考量，而非僅從託兒、

照顧和飲食安全等基礎層面考量，故必須參考最新或最具國際認受的標準，全面更

新幼兒中心的環境及設備（Schedule of Accommodation），並同時引入強調生活

及環境互動的育兒模式，如「作息本位模式」Routines-Based Model ）及嬰兒學

習環境評量（ITERS）。 
 

(iii) 人力專才培訓方面應加以配合現今幼兒教育的發展趨勢，不僅提供職前及在職培

訓，還應涵蓋針對各個職系的專職培訓，例如為幼兒中心管理與發展，以及嬰兒學

習環境評量（ITERS）實務與優化。 
 

(iv) 優化資助模式，減輕年輕夫婦的經濟壓力，確保學費設定於合理水平，使不同經濟

能力的家庭也能負擔。 

 

附件：指定項目指標、第二章「繼續生效的 2023年《施政報告》指定項目指標」、有關

「鼓勵生育支持新生家庭」內容： 

46. 為加強照顧兒童： 

• 在 2026/27 學年完結前，將為低收入家庭而設的「課餘託管服務收費減免計劃」的受

惠人數增至 4 600名，較 2021/22 學年增加不少於 60%； 

• 在 2027年底前，把學前兒童課餘託管服務的服務名額由 672 個增加至 1 176 個；及 

• 在 2027年底前，將為暫時未能照顧年幼子女的父母所提供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

額進一步增加至約 2 000 個，較 2022-23年度增加 94%。（勞工及福利局） 

 

5.  學前課餘託管中心 

本學會對此政策持保留態度。由於幼兒期的獨特及整全性，既包括生理與生活、學習與

成長，且口語表達未成熟，最重要是此階段是幼兒與人建立關係及信心的關鍵期，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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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只是基本的安全看顧便足夠。再者，幼兒期的個別發展差異大，加上年齡只有數月

的差距已出現明顯的能力差異，實不宜由義工式人手擔任照顧者。可充當重任者，政府

應考慮本港的長全日服務。此服務歷史悠久，一直廣受家長信任及欣賞，在促進幼兒身

心發展和成長上成效斐然，因而建議重新大力發展長全日幼兒服務，以滿足本港在提升

婦女就業、雙職家長或幼兒的個別持殊等多方面的需要，特別在幫助幼兒在運動與社交、

飲食及自理的良好生活習慣等不同範疇，實在必須借助專業人員及課程活動的有效規劃。

本學會重申不適合以「義工式人手」擔任照顧者，擴大長全日幼兒服務才是解決問題的

良策。 

 

總結 

《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兒童及家庭友善措施，展現政府致力於創建有

利兒童成長與發展環境的決心。本學會期待與政府各部門及專業團體攜手合作，共同為

兒童福祉貢獻力量，建設以兒童為本的關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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