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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齊心同抗疫   停課不停學 ?! 

--- 新冠肺炎疫症措施對基層兒童的影響問卷調查報告 發佈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兒童權利關注會基層兒童召開記者招待會，發佈｢新冠肺炎疫症措施對基

層兒童的影響問卷調查報告」，指出現時疫症期間，教育政策是停課不停學，但基層兒童資源缺

乏，被迫停課又停學，拉闊貧富的學習差距，亦影響基層兒童的身心精神健康及學習進度。要求

政府及學校立即調動支援基層學童學習。 

 

新冠狀肺炎疫症自去年年底在中國內地爆發，至今疫症已蔓延全球各地，全球感染人數已逾

12 萬人。特區政府推出各項防疫措施，當中與兒童最直接影響的，莫過宣佈全港各學校停課，最

新延期至不早於 4 月 20 日之前復課，當中涉及影響學生人數逾 122 萬人，包括逾 72 萬的中小學

生。 

 

社會人士大多從整體的角度，關注新冠肺炎疫症對居民的影響，然而，社會卻甚少從兒童角

度，檢視貧窮家庭兒童在疫症措施下的狀況，大家以停課為理所當然，亦以為學童在家必然會不

停學，可惜事與願違。本港學童停課期將最少長達三個月，現時已過了一個半月，學童及家長為

了在家學習問題，叫苦連天! 苦無援手。 

 

根據統計處資料，2018 年全港共有 1,027,100 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當中 237,100

名兒童來自貧窮家庭，領取綜援或父母工作低收入，童貧窮率高達 23.1%，而不少

家庭在 2019 年下半年已面臨開工不足及失業問題， 2020 年爆發疫症，更加劇開工

不足及失業問題，家庭經濟困難，兒童深受影響。疫症期間，提倡停課不停學，家

庭需要有電腦上網、列印、家長要能指導做功課、家中要有學習空間等，貧窮兒童

因而遇上大難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特別要求各國合作尋找各種解決方案，確保學習的連續

性；並呼籲各國分享最有效的方案，並為學生、教師和家庭提供支援，確保在危機

下能夠推動創新和包容，防止疫症不會加劇學習上的不平等問題。   

 

為了解基層學童在防疫停課期間的學習安排及困難，並探討防疫措施對基層學童的生活

和心理影響，本會於 2020 年 3 月向近 600 名基層學童進行問卷調查，期望當局能完善疫症期

間對基層學童的支援。 

 

1.  調查分析  

1.1  97.6%學校安排停課不停學， 96.6%基層學生被迫停課又停學  

學校因應防疫停課，為了停課不停學，絕大部份 (97.6%)學校都為學生安排家課、

網上學習或教學等，可惜絕大部份 (96.6 %)基層學生跟進這些學習遇到困難，電腦

太舊、無電腦、無上網，網速不夠、網量不夠、無列印機、無人教功課、無做功課

空間、無書枱等等現實問題，令基層學生無奈停課又停學，未能交功課，學習落後

於人，令基層學生及家長好大壓力，亦拉闊貧富的學習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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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 成多無具備上網電腦設備，不利網上學習或課後學習  

是次調查發現，基層家庭學童在電腦 (不論是座枱或手提 )設備及上網裝置，均遠

較本港一般家庭為差，但現時政府在電腦及網上的資助仍不足，清貧家庭學童缺乏

基本電腦和上網裝置 (上網大多只是家長手機上網 )，而電訊公司在舊樓或偏遠地區

村屋 /寮屋的鋪線都收費較貴，或不鋪線，明顯不利學習，未能跟上學習進度。由於

停課期間的家中學習更依賴網上學習，缺乏基本裝置或裝置不足用 (例如網速及網流

量不夠 )對貧窮學童處境更為不利。  

 

1.3 私樓清貧學童居住環境差   不安全更礙學習與防疫  

調查中內居於出租私樓的貧窮學童，其住屋環境明顯較居於公屋的學童為差，較

多私樓兒童表示家中無可打開透氣的窗、家中屬廚廁合一，家中居住環境 (包括 :氣

流通風、衛生等 )欠佳，更增加疾病傳播的危機；難怪乎較多私樓兒童，表示家中並

不安全，難以避開病毒。另外，較多居於私樓兒童表示家中沒有做功課的書枱、沒

有安裝上網、無座枱或手提電腦，均反映學習條件更差，相信這與家中租金負擔較

重、生活開支較大，居住環境較公屋擠迫有一定關係。  

  

家中環境惡劣，這些小朋友更倚賴學校學習，不能上學，對這些劏房基層小朋友

的打擊最大，更有兒童表示留在劏房防疫比上學危險。而長期困在斗室及沒有學習

機會，會有學習遲緩的危機。  

 

1.4 基層停課又停學， 8 成貧窮學生擔憂學習更落後  

長時期停課期間，普遍用網上學習，及多家課，但貧窮學生跟進網上學習有難度，

家長又未有教育程度可以指導做功課，有些更有幾兄弟姐妹，較學校或圖書館嘈吵，

令學童無法集中精神專注學習，對於蝸居狹小斗室又資源缺乏的學童而言停課即停

學，學習更落後於人，超過八成受訪學生擔心學習落後。  

 

1.5 被困斗室，超過 6 成兒童情緒出問題  

基層學生停課又停學，被困斗室，家庭又經濟困難，父母心情也不好，八成多兒

童覺得很煩悶， 6 成多兒童更心情差了，四成多更常無故發睥氣，三成多常與家人

吵架，一成多覺得人生無希望。家長亦反映子女在家變得自閉或情緒化，甚至有小

朋友無大叫或過份沉迷打機。尤其是特殊教育問題或長期病的小朋友，令家長更頭

痛及擔心。亦有家長表示子女由很開心放假，到很想上學，到現在不懂感覺。  

 

1.6 面對疫症無裝備，超過 6 成學童擔心感染， 3 成多感覺家中不安全  

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出外缺防疫資源，在家又不安全，所以雖然政府要求在家中

避疫，安坐家中，仍有超過 6 成的兒童擔心受感染， 3 成覺得家不安全，近兩成需

要獨自留在家中，反映我們的社會未能為兒童提供基本的生活住屋需要。  

 

2.  調查建議  

2.1  以兒童權利為本   制定協助清貧家庭及學童抗疫防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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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應以兒童為本，制定全面支援清貧家庭及學童的抗疫防疫政策；除了應加

強經濟支援外，更應從落實兒童的健康成長及學習等權利出發，包括 :訂立最低兒童

防疫儲備 (兒童口罩、搓手液等 )，向清貧學童定期發放抗疫物品、為居於劏房等不

適切居所的兒童提供網上學習支援及家區和社區學習支援等；以便精準地針對弱勢

家庭及兒童的需要，從而提供相應支援。  

 

2.2  應有學校為本扶貧政策及資源支援  

教育局應強化統籌角色，與學校制定扶貧工作及增加扶貧資源及人手予學校，嚴

格規定各學校需加強扶貧的功能，當局應增加相應支援人手，例如 :  由學生資助處

統籌各項支援清貧學生計劃、或增加學校社工及行政人員人手等，積極甄別及聯繫

有困難的學童，聯繫政府及民間機構的資源，以助推行學校為本的扶貧工作。此外，

當局亦應在學校推行托管、功課輔導、課後活動三合一的支援服務。  

 

2.3  為全港清貧學童提供電腦及相關配套學習  

當局應放寬關愛基金推行名為「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的援助

項目的規定，清貧學童可以獲得津助購買流動電腦裝置。應如上網費津貼計劃，納

入為學生資助處屬下的中小學學生資助計劃之中。此外，由於學童在使用電腦期間

或遇到不少問題，當局同時應恆常撥款予各中小學校，增聘校內專責電腦及技術支

援人員，協助學童處理使用流動電腦裝置期間遇到各項細微卻又重要的問題 (例如 :  

上網困難、軟件未能更新、不懂下載程式、輸入資料困難、系統防毒維護等等 )。  

 

當局應考慮實際情況，為需要負擔更高上網月費的貧窮家庭提供實報實銷 (參考

市場價格並設立合理月費上限 )的補貼。此外，當局亦應在停課以前，為基層學童提

供網卡。  

 

2.4  學校應分流安排困難學生回校用設施學習  

在控制適當人數和人流的大前提下，教育局應要求各學校在疫症期間，分時段給

學生分流預約回校做功課 /做電腦功課、並分時段給學生預約回校溫書及溫習功課，

特別是優先協助居於劏房等惡劣居住環境，或家中缺乏家長照顧的學童回校。校方

亦應分時段給學生預約回校問功課，並分時段給學生預約回校活動、免費網上學習 /

教學、學校列印習作紙 /功課，強化因疫症而停課期間的學業支援。此外，為保持學

生的身體健康，各校亦祇分時段給學生預約回校用使用運動設施或做運動，方能真

正做到「停課不停學」。  

 

2.5  學習不應止於網上，應分流戶外學習  

即使具上網學習資源，兒童長期對電腦亦無益健康及身心，學校可因應疫情發

展，在防疫裝備充足下，分流分小批小批人為學生舉行戶外活動 /學習，令學生有機

會伸展身心。  

 

2.6  學校應輔導未能跟上學習的學生 

停課了個多月，學校應聯絡未能跟進學習的學生，電話作出輔導及支援，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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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設備，如有需要，在做足防疫措施下，個別預約回校作出跟進。  

2.7  有限度開放公共文娛康樂及學習設施   強化停課期間對學童的支援  

是次因疫症停課數月，為避出外感染病毒，並減少消耗防疫物資，學童大多留在

家，出外運動或參與康樂活動的機會微乎其微。為此，在減少疫症傳播風險的前提

下，政府應有限度地開放部份社區康文設施 (包括 :室外運動場、公共圖書館、自修

室等 )。為免聚集人數過多及要排隊，當局應安排網上及電話預約，每次進入場地的

人數上限，安排劃分人流使用圖書館或運動場等設施。  

 

2.8  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 (SEN)及患有長期疾病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適時支援  

此外，不少有特殊學習需要 (SEN)的兒童 (例如 :過度活躍、自閉症、專注力不集中、

學習障礙等 )，因疫症停課期間，他們長期留在家中而不能外出或與他人交往，情緒

和健康並會受負面影響。然而，當局的防疫抗疫措施亦未有針對此類特殊需要學童，

教育局亦指引各學校如何為以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相應支援、醫管局等醫

療機構亦未有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提供特別支援，部份非緊急的覆診和治療同樣

被延期。另外，患有長期疾病的兒童亦同樣面對以上的困難。為此，當局應為有特

殊學習需要 (SEN)及長期病患兒童提供特別支援，處理停課期間衍生的生活、照顧

和醫療需要。  

 

2.9  推行樓宇清潔大行動   鼓勵業主定期進行消毒清潔工程  

當局應展開舊樓宇清潔大行動，或資助部份樓宇定期進行大廈清潔，並在社區中

展開大型清潔運動，推廣注意社區及個人衛生的公眾教育工作。當局應制訂政策或

提供資助，鼓勵業主檢查有關物茶的排氣、排水等喉管，更換不合適的喉管裝置，

尤其是廚廁合一的劏房等出租私樓單位，減低病毒因透過家居環境傳播的風險。  

 

2.10  訂立足夠兒童防疫物品儲備  訂立不少於 3 個月的社會需求儲備  

當局理應將有關物品納入法例規管之列。為此，當局應考慮將部份防疫必要用品

(例如 :口罩 )納入《儲備商品條例》之中，如同食米一般，避免出現炒風影響民生。

該法例亦容許就納入條例的商品進行價格規限，當局亦可考慮在非常情況下規管有

關抗疫物資的價格，以及購買數量。此外，因應兒童是較弱勢的一群，戰略防疫物

品名單中應包括「兒童口罩」及「兒童防疫相關物資」，確保學童能獲得可負擔的

防疫用品。  

 

建議政府應定期監察巿場上口罩等防疫用品的貨存量，在必要時介入增加至不少

於三個月甚或半年的供應量。政府應訂立防疫物資社會儲備，將口罩等防疫用品訂

定經常儲備物品，並維持不少於三個月甚或半年的供應量；此舉將有助控制疫情、

控制相關物品價格和穩定民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2020 年 3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