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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兒童的看法」問卷調查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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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

家長 兒童

人數 717 人數 605

男性 12.3% 男性 52.1%

女性 87.7% 女性 47.9%

21至30歲 7% 6至8歲 6.3%

31至40歲 44.6% 9至11歲 23.5%

41至50歲 37.8% 12至14歲 48.9%

51歲或以上 10.6% 15至17歲 21.3%

➢限制：隨機抽樣，屬橫斷面調查。



「體罰兒童的看法」問卷調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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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2019年2月至4月

家長

人數 333

男性 12.6%

女性 87.4%

21至30歲 5.2%

31至40歲 37.8%

41至50歲 34.5%

51歲或以上 22.5%

➢限制：隨機抽樣，屬橫斷面調查。

兒童

人數 216

男性 46.8%

女性 53.2%

4至5歲 8.8%

6至9歲 30.1%

10至12歲 27.3%

13至15歲 13.9%

16至17歲 19.9%



問卷內容 (2024)

➢ 對虐待兒童行為的認知

➢ 兒童被體罰的經驗#

➢ 兒童被體罰的方式

➢ 兒童被體罰後，身體出現的情況

➢ 家長童年時被體罰的經驗#

➢ 體罰兒童的原因#

➢ 體罰兒童帶來的影響#

➢ 取代體罰的方法#

➢ 家長對全面立法禁止體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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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問卷調查內容



過去曾對子女施行體罰的情況

調查結果比較-家長(2019 V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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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0%

44.40%

2019 家長 (n=333)

有 沒有

37.50%

62.50%

2024 家長 (n=717)

有 沒有

chi square test 
p<0.05



過去有被體罰的經驗

調查結果比較-兒童(2019 VS 2024)

沒有 (107)

有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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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0%

49.50%

2019 兒童 (n=216)

有 沒有

31.70%

68.30%

2024 兒童 (n=605)

有 沒有

p<0.05



童年時有體罰經驗的家長
在長大後亦曾對子女施行體罰

調查結果比較-家長(2019 V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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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0%

51.40%

2024 家長 (n=481)

有 沒有

65.40%

34.60%

2019 家長 (n=237)

有 沒有

p<0.05



認為體罰沒有用

調查結果比較-家長(2019 VS 2024)

2019

2024

( 1分為極沒有用，5分為極有用。）

Survey Results on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2024 8

* p<0.05

*



認為體罰沒有用

調查結果比較-兒童(2019 VS 2024)

2019

2024

( 1分為極沒有用，5分為極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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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0.05



認為體罰沒有長遠效用

調查結果比較-家長(2019 VS 2024)

2019

2024

(1分為極沒有長遠效用，5分為極有長遠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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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0.05



認為體罰沒有長遠效用

調查結果比較-兒童(2019 VS 2024)

2019

2024

(1分為極沒有長遠效用，5分為極有長遠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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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認為體罰會帶來負面影響的程度

調查結果比較-家長(2019 VS 2024)

2019

2024

(1分為沒有負面影響，5分為極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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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認為體罰會帶來負面影響的程度

調查結果比較-兒童(2019 VS 2024)

2019

2024

(1分為沒有負面影響，5分為極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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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認為體罰對兒童帶來的影響

調查結果比較-家長(2019 VS 2024)

20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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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



認為體罰對兒童帶來的影響

調查結果比較-兒童(2019 VS 2024)

20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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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
*



認為可以取代體罰的方法

調查結果比較-家長(2019 VS 2024)

20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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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認為可以取代體罰的方法

調查結果比較-兒童(2019 VS 2024)

20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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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
*

*
*



調查結果分析 (2019 VS 2024)
Chi Square Test 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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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體罰子女的情況有減少的趨勢。

➢家長童年的體罰經驗仍然影響跨代管教模式。

➢家長及兒童認為體罰沒有用處、沒有長遠效用、會帶來負面影響的比率有上升趨勢。

➢在2024年的家長樣本中，認為體罰會帶來身心傷害、影響自信心、情緒困擾等負面影響的比率

有顯著上升；在兒童樣本中，上述三項包括親子關係疏離都有顯著上升。由此可見，體罰難以

帶來正面及長遠效用，反而帶來傷害。

➢大部分家長及兒童均認為良好雙向溝通、聆聽兒童意見及心聲，以及學習正面管教是可以取代

體罰的方法。在2024年的家長樣本中，只有良好雙向溝通這一項較2019年有顯著上升，但在兒

童樣本中，則三項方法都有顯著上升。至於尋求專業協助，只在兒童樣本中有顯著上升。從調

查結果可見家長及兒童都希望透過其他正面的方法以取代體罰。



哪項屬於虐待兒童

2024調查結果

• 身體傷害
• 長期指罵/羞辱
• 疏忽照顧 (例如：獨留年幼兒童在家或其他地方)
• 性侵犯
• 危害或損害身心健康發展的行為
• 體罰 (對兒童施加身體上的懲罰，使他們感到痛楚或受傷害。任何使用武力的懲罰，即使輕微，都屬於體罰。)

家長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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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回應)

(605回應)



過去一個月有被體罰的兒童

2024調查結果

兒童家長

有 (42)

沒有

有 (69)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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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回應) (191回應)



過去一個月兒童被體罰次數

2024調查結果

兒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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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3%

7.2%



體罰方式

2024調查結果

兒童

家長
用物件拍打（例如：藤條、衣架、皮帶、拖鞋等）

用物件拍打（例如：藤條、
衣架、皮帶、拖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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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被體罰後，身體曾經出現的情況

2024調查結果

兒童

家長

身體不適 (例如：頭痛、暈眩、嘔吐等)

身體不適 (例如：頭痛、暈眩、嘔吐等)

Survey Results on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2024 23



家長對通過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包括在家裡）的意見

2024調查結果

(52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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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2024)

➢ 87.7%家長和86.4%兒童認為體罰屬於虐待兒童，看來他們也察覺到體罰與虐兒行為的關聯性。

➢至於體罰方式，家長表示多數用手拍打，其次為罰企、用物件拍打等。兒童表示多被手打或物件拍打，

其次為罰企，當中亦有接近兩成半兒童表示曾被腳踢。

➢兒童被體罰後，身體多數出現輕微紅印，其次為條痕、瘀傷、紅腫等，有約18%兒童表示曾出現身體

不適，如頭痛、暈眩、嘔吐等。

➢在做問卷前一個月，超過兩成半家長曾對子女施行體罰，次數多為1次，佔五成以上，5次或以上的佔

約1成；超過兩成兒童曾在做問卷前一個月被體罰，次數多為1次，佔三成半，5次或以上的佔超過三

成。

➢ 72.9%參與調查的家長同意通過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包括在家裡）。

27.1%家長表示不同意，原因較多是：恐怕輕微的打手板也被視為體罰；輕微及適當的體罰

不致犯罪，嚴重的體罰已是虐兒；界線很難設定，要有清晰的定義和標準；要改變的是父母的管教

態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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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體罰兒童，本會有以下建議：

➢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

兒童享有基本人權，體罰違反兒童權利，他們不應該在恐懼及暴力的環境下成長。本會建議政府立法全
面禁止體罰，包括家庭層面。立法不單為暴力定下零容忍的底線，且具教育作用，讓大眾認知社會對兒
童及家庭的重視。目前全球有65個#國家或地方已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本會期盼香港也能成為其中
一分子。立法禁止體罰是要傳達體罰是社會不接受的教養孩子的方法，如何處理違法的家長可以按事件
的情況和嚴重性而定，例如強制家長教育及接受社工跟進等。

➢推廣正面管教

在兒童成長和發展過程中，家長及照顧者是有需要給予兒童適當的培育和管教，但必須使用正面及非暴
力的方法。若家長及照顧者能及早裝備育兒知識和技巧，相信可有效減少體罰或虐兒事件。本會建議政
府投放更多資源，在社區推廣非暴力管教，加強家長教育，以裝備家長及照顧者正面管教的能力，並及
早向危機家庭提供適切協助。

➢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庭

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在照顧及管教孩子上面對更大的壓力，也較容易出現焦慮及情緒困擾。根
據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2022年之統計報告，在新呈報的1,439宗保護兒童個案中，與受虐兒童
有關的危機因素方面，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排第二位(27.6%)。本會建議政府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
其家庭提供更多適切的資源及支援，尤其精神健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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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ndcorporalpunishment.org/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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