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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徵詢意見」 

意見書 

 

 

1. 前言 

 

教育統籌委員會轄下「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就制定促進

家校合作及推廣家長教育的方向、策略及改善措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並就建

議於 2018 年 7 月 23 日起進行公眾諮詢。就諮詢文件內容，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本

會） 現提出以下各項關注及建議，以供專責小組參考。 

 

2. 整體意見 

 

諮詢文件提到，在競爭文化下，很多家長仍以子女入名校及升讀大學為目標，部

份家長更不停催迫子女學習。因此，專責小組期望透過改善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

減少過度競爭的文化，以照顧兒童的健康、愉快成長。 

 

不少研究
1
指出，競爭文化帶來各式各樣過度的「催谷」，不但剝削兒童應有的快

樂童年，家長同樣也陷於焦慮與不安中。「贏在起跑線」的觀念，近年在社會內

一直蘊釀，已漸漸形成一股主流價值觀。而這套思維亦被現有教育制度所不斷強

化，無論家長或兒童的意願如何，往往也只好無奈地跟隨主旋律而行。 

 

綜觀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建議方向及措施，較為偏重向家長灌輸育兒、親子教養方

面的知識和技巧，並以提升家長個人能力為目標，藉此幫助子女有效學習和健康

快樂地成長。然而，親職管教的知識與技巧固然重要，但其他家庭需要對子女成

長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例如夫婦關係的建立、父母角色適應、父母的個人情緒支

援等重要元素，諮詢文件卻並未有太多提及。 

 

要減少過度競爭文化，當中關鍵是如何在現有家長教育工作注入新思維，建構更

多另類可能性，讓家長了解及體驗到「贏在起跑線」以外的親職實踐經驗，從而

逐步帶動社會文化觀念上的更新。因此，家長教育的政策必須在制度上創造更多

空間，包括資源調撥、協作機制、研究開發等各方面，讓不同持份者得以發揮其

所長，並且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果。 

                                                      
1
香港浸會大學 (2014)《浸大調查：近 5 成家長因互相比較子女課外活動感壓力》。 

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 (2017)《香港兒童健康施政 20 年點評及學生和家長生活狀況調查》。 

珠海學院民意及民調研究中心 (2018)《2017/18 學年香港學童快樂指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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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行家長教育策略及措施的意見 

 

3.1 加強社區為本及校本的協作 

傳統上，學校的家長教育工作主要由老師及家教會推動，透過教育局提供的

資源舉辦相關活動，然而老師礙於教務忙碌，未必有足夠時間推動家長教育

工作。諮詢文件中提出採取服務供應策略，即引入不同持份者提供社區為本

的家長教育活動。本會認為在推動家長教育策略上，應思考如何將校本及社

區為本的家長教育計劃作更好的協調及連結，善用彼此的優勢及資源，讓更

多家長受惠。學校是理想的平台接觸家長，而非政府機構有豐富的家長教育

活動經驗，若能彼此好好配合，既能增加活動的吸引力，亦可減少學校老師

的工作壓力，為學校提供更大誘因推動家長教育工作。 

 

此外，為更有效協調校本與社區為本的家長教育，建議由教育局區域教育服

務處作協調，連繫在地區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及學校，在各區成立恆常協

作平台，按各區的人口結構特徵及社區需要，共同制定及推動合適的家長教

育工作。 

 

3.2 制定家庭教育的共同目標與方向 

本會認同當局需制定家長教育的課程架構，為各持份者提供清晰的目標及執

行方向，並為服務質素發揮「把關」的作用。課程的核心學習目標不應限於

知識及技能層面的提升，還應包括親職價值觀念及家長身我管理等其他領

域。 

 

由於不同機構在家長教育方面的經驗及專長均有所不同，相關課程架構應為

家長教育工作提供共同目標及框架，在推行形式及手法上則給應予各持份者

發揮空間，以鼓勵更多創新、多元的家長教育活動，回應不同家庭的需要。 

 

3.3 推動親職文化更新 

本會認同減少競爭文化，能為兒童帶來更愉快的成長空間，但關鍵之處不在

於家長的管教知識/技能的多寡，每個小孩都是一個獨立個體，社會如能提供

不同的成長環境和空間，家長才能為子女選擇合適的成長模式，而非一昧地

追求學業成績。 

 

諮詢文件建議在全港推動「快樂孩子運動」，鼓勵家長對子女訂立合理的期望，

以減少對子女過份「催谷」的文化。惟如前文所提，在競爭文化的渲染下，

家長同樣面對著不安與焦慮，如要減少競爭文化，不單單要有快樂孩子，更

需要有快樂的家長。因此，相關的家長教育運動，應以推動親職文化更新為

目標，致力重塑社會氛圍，藉不同活動向社會展示兒童成長的多元性，締造

與競爭文化相抗衡的另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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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 

 

本會認為具質素的家長教育不但能協助家庭發揮應有功能，建立更和諧的家庭關

係，更能預防家庭及社會問題之發生。然而，推動家長教育不僅只是傳授家長教

養子女的知識與技巧，更應從家庭的整體需要著手。而家長本身的親職價值觀念

及身我管理亦至關重要。 

 

過度競爭文化的確令本港家長及兒童面對沉重壓力，甚至嚴重扭曲兒童應有的快

樂童年。追本溯源才能對症下藥，要減少過度競爭文化，除加強家長教育工作以

外，更應探討香港教育制度(如大學收生政策及課程檢討等)與競爭文化形成的關

聯，方能還香港家長及兒童一個快樂的家庭。  

 

 

 

 

2018 年 9 月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