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社會福利署於 8 月份在《保護兒童

資料系統》發布的 2019 年虐待兒童個

案統計報告，顯示在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共錄得 1,006 宗新呈報的虐兒個

案， 當中最普遍的依然是身體虐待，

佔 42.7%；其次為性侵犯，佔 30.3%；

疏忽照顧則佔 23.6% ， 這種類的個案

數字在十年間持續上升， 近年涉及疏忽照顧的施虐者有濫用

藥物或精神病的情況趨增， 而被疏忽照顧的兒童年齡最多介

乎 0 至 2 歲，情況值得關注。整體而言，虐待事件發生的危

機因素， 與施虐者有關的佔超過 70.4% ， 佔比最高的危機

因素依序分別是育兒技巧不足、 情緒 / 心理問題、 嚴重 / 長

期濫用藥物。大多數施虐者為受虐兒童的父母， 惟在性侵犯

的個案中， 施虐者最多為受虐兒童的朋友或沒有關係人士。

從上述數據，反映政府有需要：1) 正視體罰與身體虐待的相

關性，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2) 加強社區宣傳和教育，裝

備家長的育兒和正向管教知識及技巧；3) 檢視和修訂保護兒

童相關的法律、 政策、 制度和措施；4) 制定對策， 及早識

別和支援危機家庭，尤其濫用藥物、有情緒困擾或精神問題

的家長及照顧者；5) 關注網上性罪行、兒童使用互聯網及社

交媒體、 援交等問題， 修訂學校性教育指引， 並推行全面

性教育；6) 投放資源加強支援有初生嬰兒家庭的預防項目。

社會上不時發生虐待兒童事件， 當中不

乏隱藏在社區並未有社福機構跟進的，

有些事件披露時兒童已遭受嚴重傷害甚

至死亡， 促使社會關注是否需要訂立強

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機制。本會

就《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向社

會福利署提交了立場書， 我們贊成訂立

專業人士強制舉報機制， 建議政府須展開諮詢工作以收集各

持份者的意見，並需設立完備的支持配套，包括足夠資源、

人手配置和分工、 分流系統、 專業同工培訓計劃、 社區宣

傳教育、保障舉報者等，期望強制舉報機制真正能發揮安全

網的角色， 有助相關部門和機構及早發現和識別虐兒個案，

加快專業介入提供適切支援， 以減少悲劇發生。有關立場書

詳細內容，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aca.org.hk)。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一直備受關注。本會擬訂於 12

月 11 日舉行保護兒童專業論壇， 主題為「青少年精神健康

與童年不良經歷」， 目的是檢視青少年精神健康與童年不良

經歷的相互關係，促進專業同工之間的溝通，從而探討如何

透過預防和治療工作應對問題。我們期待著您的踴躍參與！

黃翠玲 總幹事

總       會：香港北角木星街 3 號澤盈中心 13 樓      電話：(852) 3542 5722      傳真：(852) 3542 5709      電子郵件：aca@aca.org.hk
竹園中心：香港九龍黃大仙竹園北蕙園樓地下 107-108 號      電話：(852) 2351 6060      傳真：(852) 2752 8483
屯門中心：香港新界屯門安定定祥樓 407-409 室       電話：(852) 2450 2244      傳真：(852) 2457 3782
葵涌中心：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132-134 號 TLP132 二樓 A 室      電話：(852) 2915 0607      傳真：(852) 2915 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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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月至 9月活動一覽

月份	 計劃 / 項目	 活動

• 兒童在疫情及社會動盪期間最關心的事情研究：7 至 9 月
• 協助籌備兒童議會 2020：7 至 9 月

• 沒有眼淚的學習家長講座：7 月 2 日
• 保護兒童工作坊 - 善牧會瑪麗灣中心：7 月 3 日
• 體罰以外的正面管教方法家長講座：7 月 9 日
• 保護兒童法例及兒童權利講座 - 香港兒科醫學院：8 月 1 日
• 預防兒童性侵犯專業同工工作坊 - 澳門性教育學會：8 月 29 日
• 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個案專業同工工作坊：9 月 21 及 26 日

• 家庭分享會及家庭活動
  1. 認識逆境商數：7 月 18 日
  2. 如何提升抗逆力：7 月 18 日
  3. 為何孩子會與他人爭吵：8 月 29 日
  4. 我應否做「和事佬」：8 月 29 日
  5. 遊戲的魔力：9 月 28 日
  6. 適合孩子的活動：9 月 28 日
  7. 製作數字畫及桌上遊戲：9 月 28 日
• 義工訓練
  1. 進階訓練 - 兒童繪本故事訓練：8 月 15 日
  2. 初階訓練：9 月 12 日
  3. 遊戲的魔力：9 月 28 日
  4. 企業義工進階訓練 - 兒童繪本故事訓練：9 月 19 日

• 家庭分享會及親子活動
  1. 何謂逆境商數：7 月 30 日
  2. 如何培養孩子的抗逆力：7 月 30 日
  3. 如何教導孩子與人分享：8 月 28 日
  4. 如何處理孩子間的紛爭：8 月 28 日
  5. 從遊戲中建立和諧親子關係：9 月 26 日 
  6. 優質的親子活動：9 月 26 日
• 義工訓練 - 「讀出童心」繪本伴讀：8 月 15 日

• 義工訓練：7 月 4 日
• 親子戶外活動：9 月 21 日

• 認識正向心理學 - 義工訓練講座暨義工嘉許禮：7 月 18 日
• 親子瑜伽班：8 月 22 日
• 如何準備孩子應付幼稚園面試家長講座：9 月 4 日

• 家長正向管教小組：7 月 4 日及 9 月 4 日
• 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VI( 第 3-8 節 )：7 月 8 、 15 、 22 、 29 日、
 8 月 5 及 12 日
• 義工訓練：7 月 28 日、 8 月 3 、 5 及 11 日
• 正面管教家長講座：8 月 28 日
• 網上派對：9 月 3 、 10 、 17 及 24 日
• 擁抱孩子 • 重拾歡笑 - 家長治療小組 V ( 第 1 至 3 節 )：9 月 11 、 18 及 25 日
• 放下傷痛 • 迎向未來 - 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I ( 第 1-6 節 )：9 月 14 、 16 、 21 、
 23 、 28 及 30 日

• 學習非暴力溝通 - 促進與子女及伴侶對話的心法與技巧網上工作坊：7 月 7 、 21 、 28 日、
 8 月 4 日及 9 月 22 日
• 家長茶聚 - 抗疫傾吓偈：8 月 14 日
• 小天才看大世界 - 兒童網上旅遊遊戲：8 月 21 及 28 日
• 玩出專注力兒童工作坊：8 月 22 日
• 實踐在家上課心得家長網上分享會：8 月 26 日

童夢同想

保護兒童學院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媽
支援服務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給孩子最好的開始 - 
家庭探訪計劃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
計劃

放晴護兒坊計劃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7 月至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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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沉迷上網與時間管理活動：7 月 17 日
• 認識情緒及處理壓力活動：7 月 22 及 24 日
• 夏日健康飲品製作示範活動：7 月 25 日
• 我們一起長大的社區 - 兒童權利及認識社區：8 月 4 、 11 、 18 及 25 日
• 自製手工藝活動：8 月 5 及 12 日
• 兒童講故事訓練小組：8 月 7 、 14 、 21 及 26 日
• 理財小博士：8 月 19 及 26 日
• 天然潤唇膏製作示範活動：9 月 19 日

• 好家長領袖訓練 ( 第一階段 )：7 月 3 、 10 、 17 、 24 日、 8 月 24 、 27 、 31 日、
 9 月 3 、 7 、 10 、 14 及 17 日
• 活用過濾軟件家長工作坊：7 月 7 日
• 家長減壓瑜珈班：7 月 10 、 31 日、 8 月 7 及 14 日
• 內閣相聚：7 月 28 日、 8 月 25 日及 9 月 29 日
• 精神健康凝聚日：8 月 8 日
• 美麗媽媽美容網上教室：8 月 25 、 26 日、 9 月 1 、 2 、 8 及 9 日
• 輕輕鬆鬆學英文 - 家長網上教室：9 月 15 、 16 、 22 及 23 日

• 烹飪及手工學堂：7 月 27 日、 8 月 3 、 10 及 17 日
• 抗逆小先鋒成長小組：7 月 31 日、 8 月 7 、 14 及 21 日
• Smart Kids 小一適應班：8 月 3 、 6 、 13 及 17 日
• 十萬個為甚麼兒童小組：8 月 6 、 13 、 20 及 27 日
• 親子故事時間：8 月 26 日
• 閒情角 - 手工藝及美食製作活動：9 月 8 、 15 及 29 日

• 香港商業電台宣傳廣告：7 月 20 至 24 日
• 九巴巴士車身及椅背宣傳廣告：9 月 15 日至 10 月 12 日

• 計劃宣傳街站：10 月 8 、 14 、 22 及 23 日
• 家長管教工作坊：11 月

• 香港商業電台宣傳廣告：10 月 12 至 16 日及 11 月 9 至 13 日

• 第四十一屆週年記者招待會及週年大會：11 月 19 日
  

• 青少年精神健康與童年不良經驗專業論壇：12 月 11 日
     
• 兒童在疫情及社會動盪期間最關心的事情研究：10 至 12 月   
• 協助籌備兒童議會 2020：10 至 12 月

• 如何與子女談性家長講座：10 月 9 日  
• 推廣過濾軟件及處理子女上網問題家長講座：10 月 17 、 28 、 31 日、
 11 月 3 、 9 、 20 日及 12 月 5 日
• 沒有眼淚的學習家長講座：10 月 23 日
• 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家長講座：10 月 30 日     
• 學生性教育工作坊：11 月 11 及 13 日
• 保護兒童專業培訓工作坊：12 月 14 日

童歡部落

竹園中心親情閣

屯門中心親情閣

求助及親子支援
熱線

給孩子最好的開始 - 
家庭探訪計劃

求助及親子支援
熱線

週年記者招待會
及週年大會

研討會 

童夢同想

保護兒童學院

月份	 計劃 / 項目	 活動

10 月至 11 月

11 月

12 月
 
10 月至 12 月

月份	 計劃 / 項目	 活動

2020 年 10月至 12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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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計劃 / 項目	 活動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
探訪計劃

• 家庭分享會及家庭活動  
  1. 孩子最不喜歡你說……：10 月 10 日 
  2. 有自信的孩子：10 月 10 日
  3. 一同許願活動：10 月 10 日
  4. 孩子情緒知多點：11 月 7 日
  5. 如何與情緒共處：11 月 7 日
  6. 家庭的能量：12 月 12 日
  7. 恰好的愛：12 月 12 日
  8. 聖誕聯歡會：12 月 12 日

• 家庭分享會及親子活動  
  1. 不能對孩子說的話：10 月 24 日 
  2. 助孩子建立自信：10 月 24 日
  3. 認識孩子的情緒：11 月 7 日
  4. 情緒處理有辦法：11 月 7 日
  5. 家庭的凝聚力：12 月 12 日
  6. 愛不等於縱容：12 月 12 日

• 星級家長學堂：10 月 3 、 10 、 17 及 24 日
• 感覺統合與幼兒發展家長講座：10 月 31 日
• 親子教得樂暨 BB 生日會：12 月 12 日
   
• 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VII ( 第 1-8 節 )：10 月 6 、 13 、 20 、 27 日、
 11 月 3 、 10 、 17 及 24 日
• 擁抱孩子 • 重拾歡笑 - 家長治療小組 V ( 第 4-8 節 )：10 月 9 、 16 、 23 、 30 日及 11 月 6 日
• 家長正向管教小組：10 月 9 、 16 日、 11 月 6 及 13 日   
• 放下籐條 • 重拾歡笑 - 家長治療小組 VI ( 第 1-7 節 )：10 月 14 、 21 、 28 日、 11 月 4 日、
 12 月 2 、 9 及 16 日
• 放下籐條 • 重拾歡笑 - 家長治療小組 VII ( 第 1-8 節 )：10 月 19 日、 11 月 2 、 16 、
 23 、 30 日、 12 月 7 、 14 及 21 日
• 放下傷痛 • 迎向未來 - 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II ( 第 1-6 節 )：10 月 28 日、 11 月 4 、 11 、
  18 、 25 日及 12 月 2 日
• 正面管教家長講座：10 月 31 日及 11 月 28 日

• 學習非暴力溝通 - 促進與子女及伴侶對話的心法與技巧網上工作坊：10 月 13 、 20 及 27 日
• 悠閒角
  1. 星級廚房：10 月 16 日、 11 月 13 日及 12 月 4 日
  2. 家長手作坊：10 月 23 日、 11 月 20 日及 12 月 11 日

• 小組會議及訓練：10 月 24 、 31 日及 11 月 28 日  
• 義工服務 - 海灘清潔：11 月 7 日
• 小組會議及聖誕聯歡會：12 月 19 日

• 關愛共融 • 從家開始 - 屋邨巡遊：10 月 10 及 17 日   
• 內閣相聚：10 月 27 日、 11 月 24 日及 12 月 22 日
• 好家長領袖訓練 ( 第一階段 )：10 月 29 日、 11 月 5 、 12 、 19 及 26 日
• 讓我閃耀 - 兒童治療小組：11 月 14 、 21 、 28 日、 12 月 5 、 12 及 19 日
• 聖誕家庭同樂日：12 月 25 日

• 閒情角 - 手工藝及美食製作活動：10 月 13 、 20 日、 11 月 10 、 17 日、 12 月 8 及 15 日
• 好家長正面管教課程：11 月 5 、 12 、 19 、 26 日、 12 月 3 、 10 及 17 日  
 

生之喜悅家庭探
訪計劃

放晴護兒坊計劃

好家長互助網絡
計劃

童歡部落

竹園中心親情閣

屯門中心親情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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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香港救助兒童會的贊助， 我們在葵青區推行「好家長互

助網絡」計劃， 目的主要是加強家長正面管教， 增強親子間

的情緒管理及解難能力，改善親子關係。同時培訓家長成為領

袖， 建立社區互助網絡， 並提升公眾對保護兒童的關注及舉

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

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間， 家長與子女的相處時間多了， 同時家

長的照顧壓力以及衝突機會也增加。我們深信，「先照顧自己

的情緒才能照顧好別人」。因此除了分享管教技巧外，我們都

關心家長的精神健康， 縱使未能在中心相見， 家長仍透過網

上會議軟件互相支持及鼓勵。在疫情期間，「家長網聚」不定

時在下午或晚上舉行， 主要讓家長有空間互相吐吐苦水， 分享照顧壓力。同時， 我們感謝不少社區人士及義工分享社區資源及

管教心得， 除了在疫情高峰時捐贈成人及小童口罩外， 透過網上平台向家長分享與小朋友一起學習英文的經驗、 在家學習的心

得、如何提升小朋友的專注力等等，讓家長們在過程中有很多的得著和支持。

在居家抗疫的期間，我們亦希望家長與小朋友能有健康的溝通，增進親子關係，所以我們於 7 至 9 月舉辦了「學習非暴力溝通 - 

促進與子女及伴侶對話的心法與技巧網上工作坊」。非暴力溝通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 或簡稱 NVC) ， 由美國心理學家

馬歇爾•盧森堡 (Marshall Rosenberg) 創立，結合了不同宗教和靈性傳統的智慧。他發現一種溝通方式，依照它來談話和聆聽，

不再條件反射一般粗暴地對待他人和自己的感受和願望，重塑我們對衝突的積極思維方式，使得人們樂於互助，所以稱為「非暴

力溝通」。家長們在參與的過程反思與子女日常相處，學習「先連結，後教育」，聆聽自己及對方的需要，再一起想解決辦法。

以下是其中一位家長上課後的分享：

「從這個工作坊，我學懂相關的理論同技巧，明白連結有多重要，在學習非暴力溝通的過程，我不斷反思，朋友常常覺得我很能

照顧別人感受，但為何我對著別人時能做到，但面對自己的孩子時就做不到？我的確忽略了他的情感需要，每次都要孩子做到最

好， 甚至不能拒絕我的指令， 我覺得自己這樣對待我的孩子真的很過份。我慢慢如何與孩子真正的溝通，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而我現在亦會多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慢慢地，我發現自己對孩子的包容多了，更能接受孩子的說不的時候。」

如果你都希望改善與子女和伴侶的關係， 或想讓自己有一個舒服的空間， 與其他家長一起同行， 相互支持， 我誠意邀請你加入

我們「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的大家庭。

梁錫麟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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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婚姻問題期間

與兒子一起入廚是他們重要的
親子時間

會歌創作：人物專訪篇會歌創作：人物專訪篇
隨著四十一週年的到臨，四十週年紀念活動巡禮即將完滿落幕。回想兩年前

探索和籌劃四十週年活動時，我們不斷構思一些過去未曾嘗試過的項目，最

後出現了一系列宣傳短片製作、護兒跑和會歌創作等，希望為大家帶來耳目

一新的感覺。

其中一個重頭戲就是會歌創作，我們分別灌錄男聲版和女聲版，分別由高皓

正先生和魏靜汶女士獻唱，希望憑藉兩位演唱者內心的流露和填詞人深刻的

刻畫，勾畫出父母之間對子女的守護、期盼和獨特的愛。加上得到天空工作室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的付出，讓是次創作更臻

完美。

男聲版流露出一位爸爸無時無刻會為子女張開雙臂，保護著子女能在風雨中茁壯成長；女聲版則流露出一位聽似柔弱的母親，

她，雖然未必有一雙強勁的臂膀，但會終其一生，默默地守望著子女成長，成為他們遮風擋雨的避風塘。

藉著四十週年會歌創作的機會認識到魏靜汶女士，她給我第一印象是那份親切和陽光的笑容。那會意識到過去她竟然曾面對著婚

姻和家庭問題的經歷，而當時她的兒子還只有大約三歲。今年 10月，她應本會的邀請進行訪談，分享她與兒子的心路歷程。

處理婚姻問題期間
問：當你發現婚姻出現問題至解決問題，僵持局面大約維持了多久？曾否尋找過社福機構或婚姻輔導等途徑協助？

答：首一年是最痛苦，因為不知道有甚麼方式去處理，只知道 ( 情況 ) 很不妥。當時雙方都很壓抑，我建議去見婚姻輔導，但

見完婚姻輔導後，情況只改善很短的時間。及至第二年因問題到了無法修補的境地，我在網上尋找到另一間提供婚姻輔導的社福

機構便致電去嘗試，他們提供的服務很全面，同時為兒子提供心理輔導，對我們的幫助很大。為避免兒子繼續在這種環境下成

長，所以最後下定決心透過法律途徑辦理離婚手續，前後用了四年多時間。

為免影響兒子的情緒，我會盡量避免在他面前表露出負面情緒。到最後一次無法避免面對雙方衝突時，我讓他待在房間，避免

他在現場看到 ( 父母吵架 ) 畫面，及後搬回我父母家，公公婆婆都很愛錫他，而且我們盡量留在他身邊陪伴他，幸好他性格比較

正面樂觀，所以對這件事的情緒起伏較少。

「拖字訣」對大人和小朋友都無好處。因為當時我要面對如何處理婚姻困境，所以我看很多心理學書找尋面對方法。書中提及有

些人出現人格問題，當事人都未必知道，但回顧他的童年時 (被一些事情 )深深傷害了他的弱

小心靈，當時沒有發現，但 (不愉快的經歷或傷害 )潛意識已埋在他的記憶之中，影響很深；

另外書中表示上一代離婚，下一代離婚率的機會可能會相對偏高，因為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

深遠。因此與這類人處理離婚時最好尋找專業人士幫助與對方溝通。

問：還記得最初當上單親媽媽時，你最大的感受是甚麼？

答：當時最大的感受是終於完結了一個很痛苦的離婚程序，可以重新開始與兒子的新一頁。

問：家庭關係上突然轉變，你要同時兼顧照顧兒子及工作兩方面，有甚麼令你覺得最困難？

你如何面對？

答：當時我帶著兒子搬回我父母家，他們十分愛惜孫兒，幸得父母的無限支持和幫助，讓

我可以安心和努力工作。而我很幸運地從網上找到一個機構，給剛離婚的人士或單親媽媽舉

辦很多工作坊，他們的調解員幫助我分析和疏導自己的情緒。我在工作坊上認識到一班同路

人，互相分享各自的遭遇和情況，大家互相幫助，讓我明白到面對困難、悲痛和無助的並非

只有自己，更了解到自己也能夠做到「助人自助」。我與其中幾位「姊妹」直到現在仍會保

持聯絡，互相問候。

問：當時你和小朋友在情緒上受到多大影響？如果你和兒子情緒都受影響，你們透過什麼方式進行紓緩和處理？

答：我覺得繪本是很好的親子溝通工具。過去我曾經從事幼兒教育工作，所以報讀了深造課程去學習如何與幼兒進行互動，期間

我學習到如何使用繪本。我明白要與年幼兒子解釋父母離異其實是一個很抽象的話題，當時我透過繪本的故事，讓他明白家庭關

係發生了變化；加上，為我進行婚姻輔導的機構亦有一些繪本可供家庭借閱，所以晚上我會與兒子講故事，反而增加了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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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開始新生活

總結

親子時間，讓我們隨時向對方傾訴心底話。至今每天晚上他仍舊會等待我下班回來聊天及擁抱後，才願意睡覺。我感覺我們之間

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而且那事件沒有為他帶來太多負面情緒，甚至讓他建立了一個正面和積極面對事情的態度。

問：你的工作及兒子的學校方面有沒有因為單親家庭這個因素而受影響？你怎樣處理？

答：我曾在一間舊公司聽到一些關於自己的是非，當時就是盡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對於兒子的學校，我感覺到有些同學的家

長對我有點避忌， 但亦有不少同學的家長與我是好朋友， 在我經歷難關時非常愛護和支持我。而兒子與同學之間就沒有受到影

響。

問：兒子有沒有曾經覺得自己與其他小朋友不同？或有沒有出現過負面情緒？

答：沒有。因為他性格樂觀、 充滿正能量又不拘小節， 而且他每天都會與我分享他的經歷和感受， 無論遇到高興或難過的事，

他都會滔滔不絕地說出來。他基本上只會記著開心事，但當然也有「發抆憎」的時候，這時我就會引用以前和他閱讀的繪本故事

內容對他說：「你這麼『 抆憎』，你這道氣會迫爆整個太空、迫走所有家人，之後就沒有家人陪你，只餘下你一個人，那怎麼

辦？」然後再教他一些方法，他逐漸就能夠排解自己的情緒。

重新開始新生活
問：你覺得在這段時間，誰人曾為你提供支持和幫助，與你捱過這段艱難的日子？

答：除了我的家人外， 當然是我身邊一班好朋友， 他們都很支持我， 每當我不開心的時候他們都會主動開解我、 與我聊天。我

可以在他們面前釋放情緒， 因為大家都明白人生總有高低起跌， 甚至主動提出陪伴我見律師和到法庭， 這份心意和支持讓我十

分感動。

問：你現在要兼顧家庭和事業，你是如何分配及安排親子時間？

答：我從事教育工作，日常的工作繁多，清晨便出門上班，較少時間留在家中；兒子又要測驗和溫書，各有各忙，除了周末才

可以陪伴他， 平日如何與兒子進行溝通呢？在他年幼已懂得使用 WhatsApp 通訊軟件， 在每天早上上班前我會用 WhatsApp 錄

製口訊給兒子， 鼓勵他要用心上課， 待他起床後就可以用外婆的手提電話聆聽和錄製短訊給我， 盡量爭取與兒子之間的互動。

在我下課時就會收到兒子給我的短訊和很多卡通圖標， 這習慣仍然維持至今。雖然大家都很忙， 但仍能透過短訊保持溝通， 讓

他從小就能經常聽到我的聲音， 感覺我經常在他身邊陪伴他， 無論遇到甚麼事情都會同我講。但我好反對兒童使用電子奶嘴，

而他也從小習慣只用手提電話錄製短訊和聆聽音樂。

問：於你而言，最希望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對你們或單親家庭提供哪方面的援助？

答：我希望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可以加強宣傳， 因為婚姻問題、 家庭問題很多時候都有辦法解決的，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香港有

婚姻調解服務。現時香港離婚率那麼高，如果有多些這類機構和服務，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及小朋友。如果能夠疏導當事

人的情緒，才能作出理性的判斷。

問：現在雨過天晴，你會否有些建議給予那些正在面對著家庭問題或婚姻問題的朋友如何處理或尋求協助？或者如何疏導自身情

緒和壓力問題？

答：身邊有些朋友都曾經想過離婚，我建議他們可以先進行婚姻調解。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有位中間人作為溝通

橋樑就是最好的， 看事情能否有轉彎餘地， 有些可能是對方的性格問題， 而非出現不忠行為；如果到最後仍無法處理而要辦理

離婚， 我個人建議可以透過私下協商處理， 避免對簿公堂所帶來的長時間痛苦和角力， 盡量減低對小朋友的傷害。如果雙方有

磨擦， 盡量避免在子女面前爭吵， 另闢地點進行洽談， 從而減少對小朋友的影響和不安感。另外， 建議他們可以使用社福機構

的婚姻調解服務，收費較為經濟。

總結
從魏女士的分享中讓我深切體會到作為一個母親其偉大絕不限於「生兒」，更在於「育女」。父母的身教和言教，更是兒童學習

待人接物、行為處事和行為品格的啟蒙和模仿對象。世人有很多形式上的觀念會套在別人身上，但自古「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大家又能讀通幾多？「多包容、多諒解、多鼓勵、多聆聽、多關懷」是現今社會最需要的正面能量，如果可以為身邊有需要的

人多踏一步，甚至如魏女士般能達到助人自助，更是難能可貴。

李蓓兒   行政經理        單識君  高級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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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會歌音樂錄像 * 防止虐待兒童會的「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給單親母親及其子女提供支援。如有需要，請與本會社工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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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前線社工， 我和同事的日常工作除了危機介入和支援家長， 我們亦花不少時間去做兒童遊戲治療。孩子和大人不一樣， 他

們很難用說話去表達自己， 反而遊戲是一種非常合適的溝通方法， 玩具正是孩子的詞語， 我們嘗試從遊戲中了解孩子的小小心

靈，協助他們疏理埋藏在內心的思緒。

四歲的邦邦 ( 化名 ) ，經兒科醫生評估後，有言語發展遲緩和社交溝通較弱的

情況， 由去年年底開始接受政府的言語治療服務， 同時亦在我們中心開始遊

戲治療。

無奈的是，自疫情爆發以來，上半年都難以啟用遊戲治療室，我只能以視像

電話和邦邦聊天， 但他的耐性始終有限， 十至十五分鐘已經嚷著要去看電視

和玩手機。

媽媽阿儀 ( 化名 ) 形容每天的生活就像困獸鬥，她總是緊張邦邦的一言一行，

慨嘆他不懂表達又沒有信心， 差不多每通電話都在申訴兒子的不是。既然家

長都有壓力，那麼孩子又怎會沒有不安呢？

直至 7 月份，疫情稍緩，我把握時間約見他們。邦邦已經半年沒有到中心，

卻沒有陌生的感覺， 甚至主動拖着我的手走進遊戲治療室， 他比我想像中平

靜和自在。

第一節，邦邦忙於探索每一個玩具箱，重新認識久違了的玩具。

第二節，邦邦開始創作故事，他把消防車、警車、吊車和泥頭車排在一起等

候 ( 圖一 ) ， 當飛機和直升機失事撞毀 ( 圖二 ) ， 車隊即時出動去拯救它們。

消防車負責曬水， 吊車負責把飛機和直升機吊高， 慢慢重新平放在地上。他

細心地把每一架車放在不同位置，直至救援行動成功。

其實孩子很喜歡重覆又重覆做同一件事， 這是他們整理思緒和學習新事物的

內化過程。邦邦也一樣， 他不斷重覆「等待、 失事、 救援」， 有時他會加入

一些石頭或椅子，令救援三部曲更具挑戰性。

直至第五次， 飛機和直升機在山上失事了， 無論吊臂怎樣拉長都觸碰不到

( 圖三 )。當然我知道那是廚房爐具，直升機只是放在砧板中間，但孩子創意

力無限，大人不用刻意改正。當孩子說這是山，這就是「山」了。

奇妙的是，當我以為故事繼續進行，邦邦突然扭轉頭，凝望著我說：「點算呀？」

這是邦邦第一次問我問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我感覺到他並不需要任何建議，而是我是否感同身受，我回應：「嘩！直升機

撞山，今次好難救佢哋！」

他興奮地說：「哈哈！我知點做！」

邦邦帶著笑聲， 小心奕奕地把消防車放在泥頭車上面， 再把吊車放在消防車上面， 疊羅漢式的架上去， 直至吊臂能夠觸碰到飛

機和直升機，再慢慢把它們送回地面。

當救援行動順利完成， 邦邦又扭轉頭望着我， 我點點頭， 笑著說：「好耶！又救到佢哋！你好開心！」聽到我的回應， 他真的

好開心，竟然在房間裡跑了兩個圈。

遊戲治療手記：
疫情下，小小心靈有誰知？
遊戲治療手記：
疫情下，小小心靈有誰知？

圖一

圖二

圖三



拜訪OneSky拜訪 OneSky
fOr	All	ChildrenfOr	All	Children
李伯忠一片天國際啟育中心李伯忠一片天國際啟育中心
7 月 7 日， 我們七位同事拜訪由國際兒童組織 OneSky for All Children 今年

於深水埗設立的「李伯忠一片天國際啟育中心」。這中心是 OneSky for All 

Children 在香港設立的第一個家庭中心與培訓中心，為 0 至 6 歲的兒童及其父

母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去體驗教育遊戲，並為家庭提供育兒技巧工作坊、諮詢

和轉介服務。

當天 OneSky 社區夥伴副總監區慧琳姑娘為我們介紹中心理念和遊戲設施。本會和 OneSky 的理念一致，我們都相信「遊戲時間

有助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健康的親子關係」，藉此機會彼此交流工作心得，並商討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鄧偉基 社工

保護兒童學院保護兒童學院
本學院於 7 月至 9 月期間共舉行了五節保護兒童工作坊， 參與團體有澳門性

教育學會、 善牧會、 香港兒童醫院及本地幼稚園等， 主題包括「預防兒童性

侵犯」、「如何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保護兒童政策」和「保護兒童立

法和兒童權利」等， 合共近 200 位專業同工參加。就著 2020 年社會福利署正

式更新有關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本學院與前線同工

介紹有關新指引的重要修改和注意事項。此外，我們也分享保護兒童政策的理

念，鼓勵機構建立一個以兒童為本的環境，落實政策以保障兒童權利和福祉。

同工反應正面，認為工作坊能幫助他們更了解更新指引下同工的角色和分工，

也欣賞工作坊設置分組角色扮演部分，讓參加者應用與兒童的面談技巧。

吳偉僑 高級培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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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遊戲是溝通， 玩具是詞語， 究竟邦邦表達了什麼？為甚麼他會如

此開心？

以我的觀察， 邦邦在生活上面對不少困難， 困難可能是自信心不足，

也可能是表達能力弱， 家人不太了解自己的意思， 又可能是每天疲於

應付媽媽的貼身管教，更可能是每天呆在家實在太悶了。

最重要的是，縱使一個四歲的男孩子，面對先天上或生活上的困難，

邦邦仍然有一顆單純和自愛的心。當他不斷嘗試救援三部曲，無論失

事現場或救護車隊，都是他內心不同部分的呈現和隱喻。由地面的簡

單救援去到山上的危險救援， 他都願意積極面對， 主動思考各種方法， 幫助自己跨越不同程度的難關。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時

刻，讓邦邦在安全和包容的空間下，慢慢地整理內在掙扎，建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信心。

當阿儀聽完我的分享，她眼泛淚光，徐徐地說：「好多專家評估阿仔有問題，令我一直都好擔心，當你說『 邦邦係得嘅，我哋

要俾信心佢，亦要俾信心自己』，第一次聽到這番話，鬆了一口氣，多謝你， Jack Sir……」

每次遊戲治療的相遇，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有屬於自己的能力和價值，以及面對逆境時強大的自癒能力。

鄧偉基 社工



童夢同想於 2006 年 8 月正式成立， 是香港首個由兒童主導的團體， 致力維
護兒童權利， 成員主要是 18 歲以下的中學生。童夢同想由本會及香港兒童
權利委員會協助發展並提供支援。這群積極的年青人一直與兩間機構緊密合
作，籌辦和推行每年舉辦的「兒童議會計劃」及其他與兒童權利有關的活動。

童夢同想於 7 月開始就「兒童對於近一年社會事件及疫情期間最關心的事情」進行問卷調查及研究，目的是希望了解本港兒童在
疫情及社會動蕩期間最關心的事情，並喚起大眾對兒童的聲音及權利的關注。

於本次網上問卷調查中共收到 322 份有效問卷， 受訪者年齡介乎 6 至 17 歲。受訪者在問卷調查中分別選出首三項自身於疫情期
間最關注的問題以及近一年社會事件中最關心的議題。

疫情議題方面
首四項在疫情期間最受兒童關注的問題如下：
• 疫情關係導致未能外出玩樂 / 參加課外活動 140 (43%) • 學習進度落後 129 (40%) 
• 疫情關係導致未能享受校園生活 132 (41%)          • 擔心自己有機會感染肺炎 109 (34%)

由於疫情關係導致兒童需長時間留在家中，這減少了他們與同輩相處及失去外出玩樂與參加不同活動的機會，
這些情況除了有可能令兒童難以發展個人興趣外，長遠而言更或會影響兒童的社交能力。

社會議題方面
首四項近一年最受兒童關注的社會議題如下：
• 國安法立法 179 (56%)            • 警民衝突及武力升級 134 (42%)
• 法治和言論、集會等自由受到影響 105 (33%)          • 對未來感到迷惘 70 (22%)

本港近一年的整體社會氣氛持續低落，加上透過網絡媒體甚至親身目睹警民衝突的畫面，兒童不但有機會擔憂自身及他人的人身
安全，亦對整個體制感到憂慮。值得留意的一點是，在 6 至 9 歲受訪者中，接近兩成半對未來感到迷惘，然而年少的他們本應
無憂無慮地生活，對未來充滿希望。由此可見，較年幼的兒童亦有受到社會氣氛影響。

誠然， 或許兒童的心智並未足夠成熟對事情作出全面的了解， 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自己的想法。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 兒童
所接收到的資訊並不會比成年人少， 更容易對局勢感到不安和憂慮。兒童不只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 亦活於現在， 屬於現在。
兒童的聲音更需要被社會所聆聽和關注，並提供適切的幫助，才能安然渡過這個動盪的時代。

李如寶 服務經理 ( 竹園中心 )

於 8 月 15 日， 兩個計劃的家庭參與了聯合活動， 由綠腳丫創辦人柯佳列先生，
透過視像形式進行了一次義工訓練， 主題為「讀出童心」繪本伴讀訓練計劃。訓
練的目的是提升義工對繪本閱讀的認識、 了解兒童發展的需要、 認識繪本閱讀的
技巧。訓練後，義工可以於日後家訪時，與孩子進行繪本閱讀。

另外， 受疫情影響， 福溢吾家計劃的部分家庭因工作量不足或失業， 出現經濟困難， 本計劃一共為八個有需要的家庭申請一次
性食物援助，以減輕家庭的經濟壓力。而忘憂草計劃共有 11 名義工出席有關訓練，全部均表示訓練有助他們了解孩子的需要及
成長，於日後家訪時可學以致用。

我們期待於來年讓義工及家庭有更緊密連繫，幫助家庭度過不同的難關。

黃振邦 社工       鄭啟恩 社工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童夢同想童夢同想
與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合作及由香港與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合作及由香港
救助兒童會贊助救助兒童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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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於 6 月至 8 月舉辦「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小組，因疫情關
係， 原定八節的家長小組活動中其中五節改為網上進行。這個模式對我們及家長
都是一個新嘗試， 甚至是新挑戰。家長透過家長小組活動學習以正面態度及方法
管教子女的技巧， 並紓緩家長在管教子女時面對的壓力， 從而提升親子關係。我
們欣賞各位家長的配合和投入參與，令整個家長小組活動順利完成。

李佩雯 計劃社工

過去數月， 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肆虐。為減少社交接觸及減低傳播風險， 學校面授課程暫停，
探訪家庭多留於家中進行抗疫。有見及此，放晴護兒坊於 9 月開始定期與探訪家庭於網上進行
派對， 主題包括識飲識食親子烹飪、 創意遊戲分享、 繪本分享及親子趣味手工。希望透過不
同類型的親子活動，增強家庭的心理健康及促進親子關係。

廖文雅 計劃社工

「『唔好再叫我諗正面啲！？』認識正向心理學」義工訓練講
座暨義工嘉許禮
本計劃在 7 月 18 日舉行「『唔好再叫我諗正面啲！？』認識正向心理學」義工
訓練講座，共有 26 位義工出席是次訓練。當日，我們邀請了來自香港樹仁大學
輔導暨研究中心的輔導心理學家郭倩衡姑娘主持訓練，分享正向心理學的知識和
輔導技巧。是次訓練內容豐富和實用，讓義工學習到如何與情緒受困擾的人溝通。

同時， 我們也舉行了義工嘉許禮， 肯定義工過往一年的貢獻。我們感謝義工的無私付出， 在疫情期間也能緊守崗位， 關心我們
服務的家庭。

親子瑜伽班
本計劃在 8 月 22 日舉行了親子瑜伽班， 共有 29 名家長及嬰幼兒出席活動。當日， 我們邀請了瑜伽導師 Isabel 女士主持親子瑜
伽班， 透過網上視像平台， 與大家一起進行親子瑜伽， 讓大家享受親子互動時間。在疫情期間， 家長和小朋友可以在家進行簡
單的親子瑜伽動作，既可舒展筋骨，也可增加親子互動。

「如何準備孩子應付幼稚園面試」家長講座
本計劃在 9 月 4 日舉行「如何準備孩子應付幼稚園面試」家長講座， 共有 43 名家長出席。當日， 我們邀請了幼兒家庭教師
Elaine Sin 女士主持講座，透過網上視像平台，分享現時幼稚園面試的概況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孩子的面試能力。參加者均
表示講座內容實用，有助他們減輕準備孩子幼稚園面試的壓力。

林穎琦 計劃社工

放晴護兒坊放晴護兒坊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放晴護兒坊	-	家庭探訪計劃放晴護兒坊	-	家庭探訪計劃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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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最好的開始	-	給孩子最好的開始	-	
家庭探訪計劃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防止虐待兒童會及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組成兒童議會籌委會， 聯手提升公眾人士對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意識及於香港宣傳兒童權利。今年， 得到兒童權利教育活動
資助計劃的資助，兒童議會 2020 計劃已經展開。而新一屆的兒童議員將於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間接受一連串兒童權利的訓練及活動。

黃敏琪 服務經理 ( 葵涌中心 )

自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設立以來， 除了讓公眾人士致電本會舉報懷疑
虐兒個案及專業同工尋求專業意見外， 亦提供渠道給予兒童及青少年
表達意見及傾訴心聲， 並使他們能夠得到情緒支援服務。另外， 家長
及照顧者如遇上困難，想與我們分享，本會的專業同工會細心聆聽，
並為您分憂，共同解決困難。

本計劃在 9 月至 10 月期間， 透過九龍巴士有限公司的巴士車身及椅
背位宣傳，讓社會上各階層人士了解熱線服務，攜手保護兒童及打造和諧環境，令孩子愉快地成長。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2755 1122
服務時間︰ 9:00a.m. - 9:00p.m. ( 星期一至五 )
                  9:00a.m. - 1:00p.m. ( 星期六 )

韋裕君 計劃幹事

我們於 6 月 13 、 20 、 24 日及 7 月 4 日在竹園中心舉辦了義工培訓，
共有 30 名參加者出席。參加者能透過培訓認識香港保護兒童工作、
了解兒童成長發展、 正面管教方法、 家居安全、 訪談技巧及家訪指
引，參加者均感內容豐富及非常實用，並加強他們家訪家庭的信心及
技巧。

賴奇欣 計劃社工

兒童議會 2020兒童議會 2020
由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贊助由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贊助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合作伙伴：香港救助兒童會合作伙伴：香港救助兒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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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至 9 月期間， 香港受新冠肺炎病毒影響， 很多家庭也留在家中抗
疫。因此，我們舉辦了兩個「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網上教室。最初，家
長對網上小組感到比較陌生和抗拒，但因子女也需要參與網上學堂，家長
慢慢亦開始習慣網上學習形式，之後也非常踴躍參與「家長減壓瑜伽班」、

「美麗媽媽美容班」、「輕輕鬆鬆學英文」三個課程，超額參加後還要求加
堂，出席率也很高，工作員和義務導師們也感到相當鼓舞。我們期望日後
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小組，讓家長可以在放鬆及調節心情，與子女好好相處，增進親子關係。

此外， 我們在 8 月 8 日在網上舉辦了「精神健康講座 2020」， 並邀請了香港樹仁大學暨輔導研究中心心理學家張艷姑娘， 向家
長和義工們宣傳正向心理學訊息和提升精神健康的自我覺察力，共有 71 位家長和義工參加，他們也表示很滿意。此外，竹園中
心內閣義工組亦分組協助工作員包裝口罩、 搓手液及準備服務單張， 為 10 月舉行的「關愛共融 • 從家關始」屋邨巡遊活動作
準備。

陳影美 社工

暑期活動	2020
由於疫情尚未減退，屯門中心所有實體暑期活動例如公園定向、地壺球體
驗等都需要取消，並改以網上視像形式。屯門中心親情閣在 7 至 8 月期間
舉行了一系列兒童小組， 包括「小一適應班」、「十萬個為甚麼」及「抗
逆小先鋒」兒童小組。工作員努力克服視像活動的限制，運用互動遊戲、
分派任務、趣味短片和小組討論等方式促進參加者之間的互動，使兒童投
入參與。參加者反映活動生動有趣， 學習到新知識例如情緒管理技巧、 有關天文、 人體及動物等科學知識及小一校園生活需知
等。我們盡力為家庭提供服務，讓孩子有個充實快樂的暑假。

閒情角手工藝及美食製作活動

親情閣義工在 9 月初改以拍攝短片形式為會員服務，透過短片指導參加者學習手工藝製作，當中包括絲襪娃娃及中秋花燈等。義
工從拍攝工作中學習到新知識和技巧， 同時提升個人信心。另一方面， 參加者可在家中參與活動， 藉此紓緩生活壓力。9 月 29
日， 在嚴謹的防疫措施下， 我們在中心舉行冰皮月餅製作活動， 義工和參加者們都因闊別多時而表現雀躍， 彼此關心和分享近
況，家長們都非常珍惜和享受這次聚會。

吳偉僑 計劃社工

為了保護組員在疫情下的安全，童歡部落在暑假期間的活動改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組員透過網上視像進行小組活動，包括：認
識沉迷上網與時間管理、認識情緒及處理壓力、兒童權利及認識社區、健康飲品製作、手工藝、講故事訓練等等。

此外，組員亦透過網上視像進行義工服務，為幼稚園學生進行講故事活動，過程互動、輕鬆有趣，有助兒童紓緩情緒。

林穎琦 計劃社工

竹園中心親情閣竹園中心親情閣

屯門中心親情閣屯門中心親情閣

童歡部落童歡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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