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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個案稚童佔三成 教局指引隻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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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出現虐兒個案時，學校
應該如何判斷報警時機？有幼
稚園校長坦言，部分學校會擔

心，若事情未確實便貿然報警，會令家校關係破
裂，也有個別學校可能抱持較封閉想法，「不想
負面事件登報紙」，憂慮對幼稚園帶來負面影
響。不過，專家強調，若學校揭發疑似受虐個
案，公眾會理解是在幫助學生，並沒有明顯誘因
令幼稚園拒絕報警。小學學界則提到，若學校能
與社會服務機構保持恒常聯繫，有助判斷嚴重程

度，以決定是否報案求助。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校長譚煥玲指出，不排除坊

間有規模較小的幼稚園由於缺乏學校社工及支援
的專業人士，在面對懷疑虐兒個案時會難於跟
進，更擔心報警可能引致坊間對幼稚園帶來負面
影響，「幼稚園通常不想類似事件登報紙。」

貿然報警恐損家校關係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表示，

相信幼稚園並非有意隱瞞，惟貿然報警可能會破
壞學校和家長的關係，甚至家長和子女的互信，
因此感到較為難。
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蔡蘇淑賢表示，公眾看到

學校揭發學生疑似受虐，應會明白是在保護學生，
並不會影響校譽，不報警的「誘因」似乎並不存在。

守護幼兒師長責無旁貸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曾甘秀雲認為，

啟動任何程序都需要花費額外時間或增加壓力，
但事關小朋友的福祉，且幼兒不懂表達自己，守
護他們是責任，即使壓力大，師長也責無旁貸。
對小學界來說，爭取多時的「一校一社工」還
未落實。本身是小學校長的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認
為，現時部分小學處理相關個案亦存在困難，因
為無論報警、報社署抑或去醫院檢查，都需要家
長同意，如家長不配合，校方則非常被動。
他建議，學校可與社服機構持續合作，按專業

程序就懷疑個案跟進判斷，必要時請警方介入。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張勇邦表示，部分小學與

地區警民關係組交往較緊密，如果有嚴重個案可
尋求協調，請他們判斷是否需要報案。
曾甘秀雲則指，現時幼稚園非強迫性教育，家

長選擇為子女轉校，或者不讓子女讀書，則很難
跟進。林翠玲建議，隨着免費幼教的推行，可制
定相關教育條例要求幼童必須入學保障其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舉報揭發 不損校譽

■守護幼兒，師長責無旁貸。 資料圖片

香港接二連三揭發嚴重虐待兒童案件，令社會對預防及跟進措施相當關注。現時有多達三分一的舉報虐

兒個案涉及3歲至5歲幼童，但主力照顧有關適齡幼童的幼稚園，卻可能是被忽略的漏洞所在。香港文匯

報發現，相比中小學行政手冊以獨立章節2,000多字詳述如何處理虐兒個案，教育局供幼

稚園的最新行政手冊竟然對虐兒隻字不提。幼教界直言大多只能憑自身經驗識別懷疑個

案，而在應對橫蠻家長及考慮報警時機上，仍感到困惑。在缺乏支援下，有幼稚園每年

額外自費十多萬元外聘半職社工服務，但坦言其他幼稚園普遍難以負擔相關

開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對於最新的
幼稚園行政手
冊中隻字未提

虐兒相關內容，教育局發言人回
應指，局方向來有就識別及處理
懷疑虐兒個案發出通告，並在
《學前機構辦學手冊》有關章
節，提醒學校參考社署的資料，
處理懷疑虐兒個案。香港文匯報
記者翻查資料發現，該《學前手
冊》為2006年出版，以附錄形
式夾附了教育局有關虐兒及家暴
個案的通告，當中提供了社署網
站虐兒程序指引的連結。

促設處理指引支援熱線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

席林翠玲認為，教育局的做法正
正說明了其對幼稚園防虐兒欠重
視，「虐兒悲劇發生後，教育局
才說在哪個哪個版本有相關指引
內容」，質疑「既然有幼稚園行
政手冊，為何不開獨立章節」，
讓學校、教師更能掌握。

她續指，社署虐兒程序指引逾
350頁，前線老師一般難花大量
時間和精力消化理解，建議教育
局用獨立篇幅給予明確處理方法
的指引，再另提供參考個案，供
學校按需要參閱，以應付不同個
案的需要。
資小校長會主席張勇邦提到，

社署虐兒程序指引為全面的跨專
業文件，也涉及跨部門工作，老
師難以理解和消化全部內容，認

為社署應加強與學校的聯繫，例
如設立學校專屬熱線，提供清晰
步驟的支援。
國民學校校長賴子文亦認為，

當局應該把握推行免費幼教的時
機，參照中小學做法，於幼稚園
行政手冊列出更具體的標準。

教局允檢視內容加強支援
教育局又表示，會檢視相關通告

和《學前手冊》有關章節的內容，
使其更具體和清晰。此外，會繼續
與相關部門協作，提升學校識別和
處理懷疑虐兒情況的能力，並正與
社署和警務處協作，舉辦首輪相關
研討會，由教育心理學家及社會福
利署和警務處的代表，介紹如何識
別和轉介懷疑虐兒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

忽視防虐 教局挨批

■教育局指，2006 年出版的
《學前機構辦學手冊》有包含處
理虐兒內容。 手冊截圖

防止虐待兒童會2016/17年報顯示，
該會收到的逾千宗舉報個案中，

32%（336人）為3歲至5歲，是比重最
高的年齡段；而有關比率近年更是持續
上升，較2012/13年度的20%累積增加達
12個百分點（見表）。而根據統計處資
料，現時香港3歲至5歲幼童就學比率達
92.5%，說明幼稚園正是發現和預防虐兒
個案發生的重要陣地。

幼師最易察覺虐兒端倪
香港文匯報訪問多位教育界專業人
士，他們均指，接觸兒童最多的教師特
別是會陪同孩子上洗手間的幼稚園老
師，一般較容易發現兒童受虐的端倪，
然而他們多只能憑着個人經驗和幼稚園
校本規定跟進懷疑個案，但政府支援及
指引遠遠不夠。
事實上，教育局針對中小學的《學校
行政手冊》中，有開設獨立章節，用約
2,200字的篇幅，從虐兒定義到常見虐兒
行為類別再到處理虐兒個案的程序方
面，做出詳盡指示；然而局方最新推出
的《幼稚園行政手冊》2017/18學年（第
1.0版），卻對虐兒隻字未提。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
玲認為，針對幼稚園加強有關處理虐兒
的指引「絕對有需要」，認為教師縱使
可以多加留意，但因專業受限難以如社
工般處理複雜情況，例如以往就曾在向
家長了解時反被威脅指「打畀你睇」，
一旦報警即代表家校關係破裂，老師對
判斷報警時機亦會感到困惑（見另
稿）。

外聘社工幼園難負擔
為解決相關問題，林翠玲任校長的幼
稚園只得另覓資源，與同區其他幼稚園

合聘社工，每周各獲得兩天半的服務，
每年花費逾10萬元，她坦言「因為經濟
壓力，請不到全職，即使拍檔聘請，能
做到的幼稚園亦不多。」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曾甘秀

雲指，幼稚園駐校社工已爭取超過20
年，通常幼稚園家長所面對的生活壓力
較大，處理問題的能力和經驗又未必
足，所以出現問題亦較多，而老師卻沒
有能力和空間照顧此方面需要。
「若駐校社工能接觸幼稚園學生的家

長，不僅能幫助其盡早建立正確的親子
相處模式，且令其知道可從專業渠道尋
求幫助，亦可提早介入有問題的家
長。」她說。

兒童愈小愈不懂自保
旗下設有多所幼稚園的香港保護兒童

會，總幹事蔡蘇淑賢表示，兒童愈小愈
不懂保護自己，若配置有經驗、駐校時
間足夠長的社工和專業督導，再成立危
機處理小組等，更能及時為相關個案提
供適切支援。

用心護童學校有責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張勇邦則指，關

於小朋友的工作「是問心，而不是問
責」，他表示即使缺乏相關指引，學校
亦應該積極採取行動。家庭議會主席石
丹理早前亦在媒體表示，能否及早發現
虐兒未必與資源不足有關，認為部分學
校和社工警覺性較低。
本身為註冊社工的立法會議員郭偉強

認為，教育局應補充關於處理虐兒個案
的指引，但各方都要提高警覺性，深入
關心每位同學和每個家庭。

慘劇曝光只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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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新呈報虐兒個案
年份 涉3歲至5歲幼童（宗） 總數（宗）

2013 104 963

2014 113 856

2015 100 874

2016 104 892

2017 未細分資料 704*

*1月至9月宗數
資料來源：防止虐待兒童會、社署 整理：高鈺

防止虐待兒童會舉報個案
年度 涉3歲至5歲幼童（人） 佔比

2012/13 188 20%

2013/14 250 20%

2014/15 210 14%

2015/16 242 23%

2016/17 336 32%

■最新的幼稚
園行政手冊對
處理虐兒隻字
不提。

手冊截圖

■中小學《學
校行政手冊》
有獨立章節，
說明虐兒定義
及處理流程。

手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近日多宗虐兒
慘劇引起全城震怒及關注，防止虐待兒童會服務
經理李如寶坦言，虐兒個案一直都有，被揭發的
更只是冰山一角，「一宗曝光的個案，背後有99
宗是不為人知的。」她曾接觸過家長以刀威嚇子
女，強調這不單無助管教子女，更破壞親子關
係。
「（子女）是怕了你，但不會明白自己做錯什
麼，只會想為何這麼親密的人會以刀對着自
己？」她說。

防止虐待兒童會近年收到求助數字一直突破千
宗，2016/17年度便接獲1,121宗個案。從事兒童
工作17年的李如寶指，六成施虐者為家庭成員或
密切照顧者，個案主要分為4大類別，包括身
體、心理、性侵犯及疏忽照顧，當中以身體受虐
個案最常見，但多數為混合性質，對兒童身心造
成持久傷害。

施虐發洩 泥足深陷
她直言，不少成年人飽受工作壓力或夫婦衝

突，不懂處理自身情緒，卻把負面情緒轉移至小
朋友身上。她眼見不少嚴重個案的施虐者是一步
步泥足深陷，「一開始也是打手板及臀部，沒想
過會這麼嚴重，但慢慢就把暴力升級，以衣架到
最後甚至用刀威嚇。」
以刀威嚇子女、甚至亂掟雜物反彈至子女身上
等暴力行為，不單不能令子女「聽話」，更隨時
破壞親子關係，「你想小朋友遇上問題第一個找
你？還是由警察、社工通知你？」
李如寶呼籲社會人士，包括社工及老師等多行

一步，多留意小朋友身體會否有表面傷痕、情緒
失控，遇上懷疑個案不妨主動與小朋友交談，藉
此了解內情，避免他們受進一步傷害。

■香港接二連三揭發虐待兒童案件，令社會對預防及跟進措施相當關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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