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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國際沒有巴掌日 - 兒童及家長體罰經驗問卷調查 

給兒童一個溫暖、無暴力的童年 

(2019年 4月 28日) 

 

防止虐待兒童會於 1979年成立，至今已成立 40週年，肩負預防虐兒、保護兒童、

輔導及治療，以及倡導兒童權益等角色。本會一直致力消除香港各種形式的虐待兒

童事件，推廣一個關懷及無暴力的環境。 

 

根據社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2018 年新呈報的身體虐待個案有 493 宗，較 2017

年 374宗增加三成，佔整體虐兒個案的百分比亦由 39.5% 上升至 46.3%，在不同

虐待種類中佔最多數，而我們相信有更多的身體虐待個案尚未被發現，情況令人擔

憂。管教兒童是需要的，但必須使用非暴力的方法，若兒童及家長能夠及早得到協

助，相信能有效減少體罰的事件。  

 

4.28 「沒有巴掌，愛護孩子」嘉年華 

有見及此，本會響應 4月 30日國際「沒有巴掌日」，今天於黃大仙廣場舉行「沒

有巴掌，愛護孩子」嘉年華。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黃大仙及西貢區)高級社會工作主任李啓恩先生及本會贊助人江樂士教授(銀紫荊

星章、資深大律師)蒞臨現場為活動致辭，宣揚保護兒童的訊息。 

 

4.30 沒有巴掌日，收集兒童及家長對體罰的看法 

此外，在 2019年 2月至 2019年 4月期間，本會隨機向全港兒童和家長進行了問

卷調查，收集他們對體罰的看法，以下為有關是次問卷調查結果的重點分析及建

議。 

  

本問卷調查共有 333名家長及 216名兒童參與。受訪家長的年齡由 17歲至 50歲

以上，以 31歲至 40歲的年齡組群佔最多(37.8%)，其次是 41歲至 50歲(34.5%)，

及 50歲或以上(22.5%)；當中男性有 12.6%，女性則有 87.4%。受訪兒童以 6-9歲

的年齡組群佔最多(30.1%)，其次是 16-17 歲(27.8%)和 10-12 歲(27.3%)，男女各

佔 46.8%及 53.2%。 

童年管教經驗影響管教模式，體罰子女情況普遍，令人擔心 

調查顯示約五成半受訪家長(185 名，55.6%)曾經在子女身上進行體罰及五成受訪

兒童(109 名，50.5%)曾被家長體罰，可見體罰兒童的情況仍然普遍，而身體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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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都從輕微的體罰開始。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家長童年時被體罰的經驗影響

跨代管教兒童的方式，當中六成半童年時有被體罰經驗的家長(155名，65.4%)在長

大後亦曾對其子女進行體罰，情況令人擔心。  

 

七成兒童表示體罰對他們並沒有用，約一成兒童不知道為甚麼被體罰 

約 6成受訪兒童(60名，60.6%)表示因不聽從家長的指示而被體罰，其次被體罰的

原因是行為問題(如打架、爭玩具等) (33名，30.3%)及未能達到家長的期望(27名，

24.8%)；這與家長童年時被體罰的原因佔比相近(不聽從家長的指示 - 144 名，

60.8%; 行為問題- 88名，37. 1%; 未能達到家長的期望 - 66名，27.8%)。值得留

意的是有接近一成半的兒童(16名，14.7%) 及兩成家長(49名，20.7%)表示被體罰

的原因是家長心情欠徍，而不知道為甚麼被體罰的亦分別佔一成多(13 名兒童，

11.9%)及約兩成(42 名家長，17.7%)，當中 12 歲以下兒童不知道為什麼被體罰更

佔 7成半(10名，76.9%)。超過七成兒童(154名，71.3%)及接近六成家長(193名，

57.9%) 認同體罰長遠來說並沒有用處。 

 

家長需留意自己的情緒，耐心地給予清晰的指示並調節雙方期望，尤其面對年幼子

女，體罰並不能令他們從事件中學習及改過，年紀愈小的兒童愈不理解為何被體罰，

體罰亦難以帶來正面及長遠的果效。有外國研究甚至指出超過 7成被體罰的兒童在

10分鐘內會重覆再犯其引致體罰的行為。 

 

接近七成兒童及家長表示體罰為他們帶來負面影響，導致親子關係疏離及身心傷害 

接近七成兒童(159名，69.5%) 及家長(225名，67.5%)均表示體罰對兒童帶來負面

影響，約七成兒童(154名，71.3%) 及八成家長(275名，82.6%)認同體罰會導致親

子關係疏離，約六成兒童及七成家長表示體罰會帶來身心傷害(137名兒童，63.4%； 

233名家長，70%)及影響自信心（128名兒童，59.3%； 266名家長，67.9%）。

調查亦顯示約六成多兒童（136 名，63%）及五成半家長（185 名，55.6%）表示

體罰會使兒童受到情緒困擾。以上數據皆顯示不少家長及兒童均體驗或者了解到體

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少研究亦指出身體及心理的懲罰，均非管教兒童的良方妙

藥，更會長遠影響兒童身心成長。 

 

以學習正面管教方法、聆聽兒童心聲及定期的親子溝通取代體罰 

接近 8成的家長(264名，79.3%)及 6成兒童(125名，57.9%)希望家長學習正面管

教方法來取代體罰。家長及兒童都認同親子溝通的重要性，近七成家長及兒童希望

以聆聽兒童意見、心聲(家長 - 275名，76.6%; 兒童 -155名，71.8%)及定期的溝

通 (家長 - 255 名，76.6%; 兒童 -142 名，65.7%)取代體罰。約五成家長（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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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51.1%）會尋求專業協助。調查結果可見家長及兒童均希望透過其他正面的方

法或尋找專業協助以取代體罰。政府應增設撥款及資源，增加支援家長管教及培育

子女的服務，以協助家長釋放管教的壓力。 

 

是時候停一停、想一想，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 

雖然如此，香港卻未有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立法禁止體罰兒童早於 1976 年，

政府制定《幼兒服務規例》規定任何人不得對幼兒中心內的兒童施行體罰。在 1990 

年，香港廢除了刑罰中的體罰條例，停止向青少年罪犯施以笞刑，即打籐。在 1991 

年 9 月，政府亦修訂《 教育規例 》，明確規定教師不得向學生施行體罰，但現時

在家中以管教為理由而體罰兒童的情況仍然普遍，而且沒有法例禁止。根據社會福

利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統計，由 2009至 2018 年十年間有 4,358 宗身體虐待個案，

可見香港的虐待兒童狀況依然嚴重。體罰絕不是有效的方法，卻是暴力的行為，更

違反了兒童權利。本會不少虐兒個案都是由體罰開始，而嚴重程度卻在不知不覺中

逐步升級，變成身體虐待，因此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是刻不容緩。 

 

本會建議政府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同時加強及裝備父母正向管教的能力 

1. 本會促請政府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包括家庭層面的體罰。立法不單可以為暴力

定下零容忍的底線，且具教育作用，讓市民理解社會對兒童及家庭的重視。目

前全球已有 54個國家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 (詳見附件)，並將每年的 4月 30

日定為「沒有巴掌日」，呼籲停止體罰。本會期盼香港盡快成為其中一個立法

全面禁止體罰兒童的地區。兒童應享有人的基本權利，亦不應該或不需要在恐

懼及暴力的環境下成長。立法禁止體罰並不等同把所有施行體罰的家長關進牢

獄，而是要傳達體罰是社會不接受的所謂教導孩子的方法。如何處理違法的家

長是可以因情況而定，例如強制家長教育及接受社工的跟進等。 

 

2. 本會倡議政府加強及裝備父母正向管教的能力，推動非暴力管教，幫助他們掌

握合法和正面的管教技巧，並向有困難的家庭給予協助。同時亦應及早教育大

眾以非暴力的方法解決衝突。  

 

3. 政府應實施專業同工強制性舉報虐兒機制，令專業同工遇到懷疑虐兒事件時不

需遲疑，立即轉介、舉報及處理。一旦學校發現有兒童懷疑被虐待，應立即舉

報或作出跟進，預防對兒童造成日後更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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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虐待兒童會期望每天都是「沒有巴掌日」，停止體罰兒童，建立溫暖的家，為

孩子營造正面的成長環境。本會致力為家庭提供家訪、輔導服務、家長治療小組，

亦提供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電話：2755-1122，歡迎致電查詢服務、尋求協助或舉

報懷疑虐兒個案，共同支援及培育兒童愉快成長。 

 

傳媒查詢： 

黃翠玲女士 (防止虐待兒童會署理總幹事) 

電話：3542 5722 / 9121 4650 

 

李如寶女士 (防止虐待兒童會竹園中心服務經理) 

電話：2351 6060 / 6135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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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下列 54個國家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包括：  
 

國家 
 

國家 

1 阿爾巴尼亞 28 盧森堡 

2 安道爾 29 馬耳他 

3 阿根廷 30 蒙古 

4 奧地利 31 尼泊爾 

5 貝寧 32 蒙特內哥羅 

6 玻利維亞 33 荷蘭 

7 巴西 34 紐西蘭 

8 保加利亞 35 尼加拉瓜 

9 維德角 36 挪威 

10 剛果共和國 37 巴拉圭 

11 哥斯達黎加 38 秘魯 

12 克羅地亞 39 波蘭 

13 塞浦路斯 40 葡萄牙 

14 丹麥 41 摩爾多瓦共和國 

15 愛沙尼亞 42 羅馬尼亞 

16 芬蘭 43 聖馬力諾 

17 德國 44 斯洛文尼亞 

18 希臘 45 南蘇丹 

19 洪都拉斯 46 西班牙 

20 匈牙利 47 瑞典 

21 冰島 48 馬其頓 

22 愛爾蘭 49 多哥 

23 以色列 50 突尼西亞 

24 肯亞 51 土庫曼斯坦 

25 拉脫維亞 52 烏克蘭 

26 列支敦斯登 53 烏拉圭 

27 立陶宛 54 委內瑞拉 

 

資料來源： 

“Global report 2018: Progress towards ending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Jan 

2019. 

https://endcorporalpunishment.org/resources/global-progress-publications/global

-report-2018/  

 

https://endcorporalpunishment.org/resources/global-progress-publications/global-report-2018/
https://endcorporalpunishment.org/resources/global-progress-publications/global-report-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