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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理念與目的 

 

《一切從『幼』開始：幼兒學校駐社會工作服務  

                     先導計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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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先導計劃(2007)』目的 

幼兒學校潛藏與兒童及其家庭相關的問題:  

子女照顧、家長管教及家庭問題等 

及早識別與介入 

潛藏危機的家庭 

輔導有情緒與 

行為問題的幼兒 

為家長提供 

全面的支援 

與老師跨專業協作 

全面提供幼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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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駐社會工作服務先導計劃』 

服務模式與成效 

1. 個案輔導(幼兒) 

 ‧行為問題：建立正面行為、培養自律性 

 ‧情緒問題：懂得控制情緒、提升自信、較前積極參與 

 ‧社交問題：懂得與他人相處、投入群體活動、提升社交技巧 

2. 小組、活動 

 ‧幼兒小組：能辨識情緒、處理情緒、表達個人感受 

 ‧家長小組：能學習管教子女的基本原則、方法；建立互相支持 

3. 諮詢服務 

4. 協調與引進資源 

5. 老師工作坊 

 ‧教師小組：加強專業合作、彼此交流專業的理念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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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及幼稚園對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需要』調查 (2008年7月) 

對37位幼師、83家長進行問卷調查 

駐校社工的意見與支援對解決問題有否幫助？(教師)

有

沒有

無意見

家長對已使用過的服務滿意程度

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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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駐社會工作服務有甚麼幫助？(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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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駐社會工作服務有甚麼幫助？(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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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及幼稚園對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需要』調查結果 

1. 92%的受訪者非常需要和需要 

幼兒學校/幼稚園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2. 接近100%的家長和老師均認為 

在有需要時都會尋求社工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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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及幼稚園對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需要』調查結果 

3. 受訪者表示社工 

    特別能夠幫助 

•孩子的行為問題(77%) 

•孩子的情緒問題(81%) 

•家庭問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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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及幼稚園對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需要』調查結果 

4. 96%的受訪者希望社工能透過 

    駐校形式來提供服務 

5. 受訪者希望每星期 

   最少駐校兩天或以上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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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幼兒學校駐社會工作服務的成效 

接受服務者在最自然、最直接、最能接觸的情況下找
到社工，在最徬徨無助的時候很快獲得協助與支援 

達到及早識別、及早介入，成本低(社會及個人代價) 、
高效益的功能 

駐校社工與學校老師在跨專業的合作下，能更有效地、
更全面地關顧學生 

 

先導計劃與調查結果的啓示：由起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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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實踐與鞏固 

        (2008-2011) 

《一切從「幼」開始: 幼兒學校駐校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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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幼」開始：幼兒學校駐校社會服務》 

形式與內容  

 

 

幼兒小組： 

「玩遊戲、解情緒」 

   幼兒情緒智能 

   啟導小組  

 

親子平行小組： 

「EQ從幼開始」 

「玩遊戲、傾心事」 

「快樂小天使． 

    自尊感提升」 

 

 

  

 
家長講座： 

 

「孩子情緒知多少」 

「處理孩子扭計行為」 

「如何協助子女間和陸共處」 

「及早識別幼兒特殊學習困難」 

「從遊戲中建立愛」 

「家有港孩?」  

「跟仔仔囡囡談性」 

「望子成材」 

「親子共讀樂無窮」 

老師培訓工作坊： 

 

「認識學習障礙」 

「認識抑鬱症」 

「辨識及處理 

    幼兒的情緒」 

「認識情緒困擾 

    對家長管教 

    子女的影響」  

「懷疑虐待兒童 

    個案之處理」 

「我心飛揚」 

    舞蹈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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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個案問題類別 

0%

10%

20%

30%

40%

50%

60%

70%

行
為

問
題

情
緒

問
題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社
交

問
題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18 

個案家庭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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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幼」開始：幼兒學校駐校社會服務》 

總結經驗 

幼兒方面的成效 

 遊戲輔導效果顯著，能疏導幼兒情緒，協助表達自己
的內心感受、建立自信心 

 對有一些家庭狀況出現突變(例如︰父母離異/家長患
精神病)的幼兒，駐校社工與教師能及早察覺幼兒情
緒變異，提供及時輔導與支援   

 對有特殊需要的幼兒，駐校社工轉介個案接受評估及
訓練服務，能使其獲得到足夠的支援及認識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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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幼」開始：幼兒學校駐校社會服務》 

總結經驗 

家長方面的成效 
 強化家長管教能力及提昇自信 
透過家長小組，家長發掘孩子的特點及才能，懂得從正面的角度欣
賞與培育幼兒 
家長面對多方壓力，包括管教孩子、家庭經濟、家庭成員管教的不
一致等，透過個案輔導駐校社會服務能給予家長/照顧者支持及鼓勵 

 加強家長支援 
對於因為家庭關係緊張，引致情緒不穩定的家長，如感到無助及焦
慮，甚至出現疏忽照顧幼兒情況；駐校社工緊密與他們面見，疏解
家長情緒，給予支援 
對於年輕家長，透過家長小組及講座，有助他們對孩子接納及包容，
減少體罰及責罵，以更正面和接納的態度對待孩子  

 家長與駐校工作員建立信任關係 
幼兒學校是最佳的介入平台，當家長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們都很主
動選擇第一時間與社工傾談，從而及早處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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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研究與實證 

   (2011-12) 

 

《愛港、愛家、愛孩子: 幼兒學校駐校 

社會工作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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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兒童年齡分佈

N1(2-3)

K1(3-4)

K2(4-5)

K3(5-6)

兒童個案問題類別

行為問題

情緒問題

特殊學習需要

社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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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家庭背景資料 家庭關係緊張

父母離異

家庭經濟困難 

家庭成員精神/情緒困

擾

家庭成員管教技巧問

題

家人照顧不足

雙非/單非家庭



26 

        

學前教育駐校社會工作服務 
成效研究 (2011) 

 
香港明愛 

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家庭服務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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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介入的重要 

 及早識別 

•自閉症 

•學習遲緩 

•特殊學習障礙 

 及早發現 

•家庭問題 

 及早處理 

•減低問題惡化 

•減低問題突發 

•幼兒發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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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問題 

 學前兒童和家長常遇到的問題 

 求助對象 

 學前駐校社工可以處理的問題 

 家長尋求學前駐校社工的原因 

 對學前駐校社工服務的需要 

 有駐校社工服務和沒有駐校服務的家長和老師， 對
以上課題的看法有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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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量性研究(2011年5月1日至5月30日) 

 派發270 問卷到明愛所屬幼兒學校/幼稚園 

 家長與老師填寫問卷 

 成功收回264 份問卷 

• 121 份來自有學前駐校社工的學校 
• 143份來自沒有學前駐校社工的學校 
 

質性研究 (2011 年5月15 日至6月13 日) 

 校長聚焦小組 
 老師聚焦小組 
 學前駐校社工聚焦小組 
 家長個別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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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背景 

有駐校社工 沒有駐校社工 百份比 

家長 88 (34.2%) 110 (42.8%) 198 (77.0%) 

老師 31 (12.1%) 28 (10.9%) 59 (23.0%) 

257  

(7份沒有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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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1. 學童情緒問題及行為問題比較普遍 

十分
普遍 

(5) 

頗普
遍  

(4) 

普遍  

(3) 

不普遍 

 (2) 

十分 

不普遍 

(1) 

平均 中位數 

學童行為問題 20.8 31.1 31.4 14.8 1.9 3.54 4 

學童情緒問題 25.0 30.7 34.1 8.3 1.9 3.69 4 

學童學習問題 17.8 22.8 44.0 12.4 3.1 3.40 3 

特殊學習需要 7.6 25.0 35.6 25.4 6.4 3.02 3 

經濟問題 5.8 18.5 40.8 31.5 3.5 2.92 3 

父母管教、 

家人關係 

12.1 23.6 41.4 19.8 3.0 3.22 3 



32 

四個比較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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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組對問題普遍性看法的差異 
老師 vs. 家長 有社工 vs. 沒有社工 

學童行為問題 老師比較高 - 

學童情緒問題 老師比較高 - 

學童學習問題 老師比較高 有社工的學校比較高 

特殊學習需要 老師比較高 - 

經濟問題 - 有社工的學校比較高 

父母管教、家人關係 老師比較高 有社工的學校比較高 

1. 老師較家長對學童的問題普遍性更高 

1. 接觸較多學童                         2. 比較以往接觸的學童 

3. 老師比家長識別能力較高 

2. 社工相對處理家庭關係、 經濟問題及學童學習等問題： 

      1. 不論老師/家長，有社工學校對以上問題的識別能力較沒有社工學校  

           為高 

2. 家長/老師因以上問題較容易尋求社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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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2. 家長求助對象 

一定會 (3) 會 (2) 不會 (1) 平均數 

老師 45.6 51.0 3.4 2.42 

社會福利署 13.5 60.0 26.5 1.87 

鄰居 1.9 37.6 60.5 1.41 

親戚朋友 17.1 69.2 13.7 2.03 

教會  3.9 44.6 51.6 1.52 

自願機構社工 22.7 61.9 15.4 2.07 

議員 2.3 35.9 61.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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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及有/沒有社工學校 
對求助對象的分別 

 老師建議家長找社署、親戚朋友、教會、 社工
比家長自己找較高 

老師傾向擴大家長本身的求助網絡 

 

 有社工學校的家長或老師， 找鄰居及議員求
助的機會較高 

社工傾向擴大地域上少接觸的求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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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3. 社工可以處理的問題 

一定可以 

(5) 

頗可以 

(4) 

可以 

(3) 

不可以 

(2) 

一定
不可
以 (1) 

平均  中
位 

學童行為問題 24.0 29.8 44.6 1.6 0 3.76 4 

家長管教問題 10.5 29.6 48.6 10.5 0.8 3.39 3 

學童情緒問題 27.9 28.7 41.1 2.3 0 3.82 4 

家長情緒問題 13.2 34.6 42.0 8.9 1.2 3.50 3 

家庭問題 10.5 30.9 46.5 10.9 1.2 3.39 3 

經濟問題 5.1 14.1 48.6 28.2 3.9 2.88 3 

特殊學習需要 19.1 28.9 44.1 7.4 0.4 3.59 3 

兒童 > 家長情緒 >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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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及有/沒有社工學校 
認為社工可以處理問題的範圍 

 有社工學校的家長較沒有社工學校的家長認為社工較可以
處理以下問題： 
•兒童情緒 
•兒童行為 
 

 老師較家長認為社工可以處理以下問題： 
•家長情緒 
•家長行為 
•家庭問題 

 
 沒有社工學校，尤其是老師較以為社工可以處理經濟問題

及特殊學習困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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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4. 尋求社工協助的原因 

十分需要 

(4) 

頗需要 

(3) 

不需要 

(2)  

十分不
需要 (1) 

平均 

家庭問題 15.2 65.0 19.5 0.4 2.95 

申請社會資源 22.0 56.8 20.8 0.4 3.00 

特殊學習障礙 34.0 54.4 11.2 0.4 3.22 

兒童情緒輔導 39.8 57.5 2.7 0 3.37 

家長情緒輔導 24.4 60.1 15.5 0 3.09 

改善學童行為 26.3 65.6 7.3 0.8 3.17 

增強學習動機 19.1 58.2 21.9 0.8 2.96 

遇到嚴重問題 42.9 51.6 4.7 0.8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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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及有/沒有社工學校 
認為尋求社工協助原因 

家庭問題 老師較家長比較認同需要找社工 

申請社會資源 老師較家長比較認同需要找社工 

特殊學習障礙 家長較老師比較認同需要找社工 

兒童情緒輔導 - 

家長情緒輔導 老師較家長比較認同需要找社工 

改善學童行為 家長較老師比較認同需要找社工 

增強學習動機 有社工學校的家長較老師比較認同需要找社工 

遇到嚴重問題 - 

1.老師較認同社工應優先處理學童非學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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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5. 對學前駐校社工的需要 (1- 10) 

有社工學校 

  

沒有社工學校 

老師 7.97  7.50 

家長 7.70 6.70 

1.平均數: 7; 中位數: 8; 眾數: 10 

2.有社工學校明顯認為駐校社工需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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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討論 

校
長 
 

駐校社工的需要：香港家庭問題日趨複雜，衍生子女照顧、教養等 

                                問題 

駐校社工的需要：老師工作繁重，缺乏充裕時間兼顧有複雜問題的 

                                兒童 

駐校社工有助有效地介入危急家庭，作出處理與應變 

關注與駐校社工更多的溝通 

老
師 

專業協助有助面對校內因複雜家庭問題導致對兒童的影響 

家長最信賴老師，但老師教學工作繁忙，沒有足夠時間與家長傾談個 

   別兒童問題，駐校社工能帶來轉變 

兒童覺得到社工那裡玩很受歡迎，沒有任何擔憂 

大部份家長不抗拒尋找社工解決問題 

與社工可以有更多溝通，一同合作 

社工駐校日數以一星期兩天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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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討論 

社工 與老師多溝通有助瞭解問題 

與校長、老師的恆常會議能建立信任與合作 

駐校社工訓練須與幼兒教育配合(幼兒身心發展、 

   學習等)    

家長  社工服務有助申請社會資源 

家長小組很有幫助 

社工服務有助從不同角度看問題 

社工服務能給與情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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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學童的行為問題、情緒問題及家庭問題較以往複雜 

 學前駐校社工能發揮及早識別的作用 

 求助網絡在有學前駐校社工的學校較大 

 學前駐校社工的工作被肯定，尤其： 

‧ 兒童情緒與行為輔導 

‧ 家長支援 

 不同工作模式，有助協助處理學童問題 

 靈活運用社區資源 

 相對小學及中學，家長更願意接觸學前駐校社工，約見社
工的標籤效應也不強 

 社工可發揮家校合作的橋樑作用，校內溝通模式需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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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定幼兒學校及幼稚園對駐校社會工作服務的需
要 

2. 老師和家長均認為社工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多方面
的問題 

3. 老師和家長都非常願意在有需要時尋求社會工作
員的協助 

4.老師和家長一致認為社會工作員必需駐校 

5. 駐校的日數最少是每星期兩日或以上 

綜合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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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駐校社會工作計劃 

(一) 為孩子投放資源 

(二) 為家庭提供支援 

 

 學校是一個較自然、安全的環境跟進有需要的個案，較快
速地發掘及識別處於困境的家庭，和免卻標籤效應(我有問
題才見社工) 

 駐校社工可以快捷地接觸有需要的家庭，協助家長紓緩照
顧孩童帶來的壓力 

 支援弱勢家庭，如低收入家庭、新來港、中港婚姻和跨境
上學兒童的家庭 

 及早識別及介入危機家庭，預防家暴問題 

 應及早辨識、及早介入和支援以防止家庭事故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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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啓示與展望 

『一切從幼開始』- 幼兒學習與成長支援服務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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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一)：駐幼兒學校社會服務的發展 
 以兒童為中心、家庭為本(Child-centered, Family-focused) 

– 評估迫切的需要(need-based assessment)  

– 按幼兒年齡適切性(age-appropriateness)  

 

 全方位整合服務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ive Model) 

- 融合個案諮詢服務、家長及幼兒個案輔導工作、家長

及兒童小組工作、家長講座及家庭活動等工作模式 

- 綵合綜合家庭服務(IFSC) 、青少年綜合服務(ICYSC)

與幼兒教育服務資源 

 

行：啓示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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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一)：駐幼兒學校社會服務的發展 
 跨專業合作(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Perspective)  

- 駐校社工與幼師的定期聯席會議，增強溝通 

- 有需要或轉介到其他社會服務作長遠跟進  

- 不同專業的介入與協作，為有需要幼兒及家庭提供了最
有效、最全面及最迫切的支援 

 

 全人服務理念(Holistic Approach) 

- 不只是純粹支援家庭或輔助幼兒 

- 而是由防範於未然、及早識別、適時介入以至積極回饋 

 

行：啓示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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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二)：駐幼兒學校社會服務的倡議 

服務的需要性、重要性、迫切性  

建立關係是輔導成效的關鍵 =                
彼此信任的工作關係(trustful working relationship) 

成為一項恆常性的服務  

 

行：啓示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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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攜手同行 

‧跨專業「協作文化」的建立  

 

‧前瞻性的諮議平台，持續推動及深
化服務模式  

行：啓示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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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同行 CARE 
C：協作(Collaboration)  與 延續 (Continuity) 

       不同政策局的合作- 跨局政策(Cross-Bureau Agenda) 

A：倡導(Advocacy) 與容易接觸(Accessibility)  

       『到位』服務 

R：關係(Relations) 

       給予兒童與家庭支援，建構共融社會，減少社會危機 

E：平等機會(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一個也不可以放棄 

行：啓示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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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賜意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