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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促進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教育局在促進家校合作及推廣家長教育採

取的策略及最新進展。

背景

2. 家長是學校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持份者，在支援學生學習、培育正

面價值觀及促進全人發展方面均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教育局一直積

極透過幼稚園及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支援家校合作、促進家長與

學校的伙伴關係，以及推廣家長教育。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

會）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我們於1993年成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

員會（家校會），成為推動家校合作的諮詢組織，並就如何推動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向教育局、其他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提供意見。

3. 行政長官在2017 年《施政報告》宣布成立多個專責小組，深入探

討八個主要教育範疇，其中包括檢視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並藉此減

少過度競爭，照顧兒童的健康，讓他們愉快成長。教統會於2017年12
月成立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專責小組），檢討現行推廣家

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方式，以及制訂促進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方

向、策略和措施。專責小組於2019年4月發表報告 1。教育局已全面接

納專責小組的建議（詳情見附件一），現正逐步推行和落實有關措

施。

最新發展

家校合作 

4. 教育局在家校會的支持下，積極鼓勵學校成立家長教師會（家教

1  專責小組報告載於教統會網頁：  
h t tps : / /www.e-c . edu .hk / tc /publ icat ion s_and_rela ted_ docu ment s / educat ion_repo r ts .h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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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c.edu.hk/tc/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education_re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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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現時，所有官立及資助學校，以及接近三分之一的幼稚園已成

立家教會。為鼓勵學校家教會舉辦更多的校本家校合作活動，家教會

每年除了可以申請「家教會津貼」外，亦可以申請「家校合作活動津

貼」舉辦最多兩項家校合作活動，以及「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

貼」與其他學校或家教會合辦一項家校合作活動。由2019/20學年起，

教育局把這兩項津貼的上限增加一倍 2，以便學校家教會舉辦更多家校

合作及家長教育活動。 
 
5. 家校會每年均舉辦多樣化的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當中包括

親子講座、工作坊、比賽系列及周年研討會等。當中的「家長也敬

師」運動，特別讓家長教導子女向教師表達謝意。在2020/21學年，家

校會舉辦的家長講座涵蓋多個主題，包括 「培育正向愉快的孩子」、

「了解孩子的學習」、「共建網『樂』 e世界」及「如何應用心理學提

升與子女和伴侶的溝通技巧」等。此外，家校會亦會繼續聯同各區家

教會聯會及各地域校長會合作舉辦家長講座，就學童的精神及心理健

康，提供適切的家長資訊，讓家長識別和協助有情緒或壓力問題的學

生，鼓勵家長採用正面的教育方式，協助子女從小培養抗逆能力。 
 
家長教育 
 
6. 參考專責小組的建議，教育局以「家長為本」的方針，推動家長

教育。而學校是推廣家長教育最直接、最有效的平台。因此，教育局

以「學校為主，社區為輔」的方式推行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工作。 
 
7. 在學校層面，教育局提供資助，讓學校家教會舉辦家校合作活動

及家長教育課程。我們在2020/21學年委託專上院校分別為幼稚園、小

學及中學教師提供12小時的短期培訓課程，加強教師在調解及與家長

溝通方面的技巧，從而提升他們推動良好的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的能

力。在社區層面上，現時全港18區均已成立家教會聯會，教育局並提

供資源，支援他們舉辦多元化的「社區為本」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

我們將會委託非政府機構在不同區域提供免費的家長講座或工作坊，

以擴大社區家長教育的覆蓋面，照顧不同需要的家長。 
 
提升家長在幼兒教育的參與 
 
8. 在幼稚園階段，家長一般都會較積極了解和參與幼稚園所提供的

家長教育和活動。為鼓勵更多幼稚園成立家教會，我們由2019/20學年

                                                      
2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的上限由每年5 ,000  元增至10 ,0 00元，「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的上限由

10 ,000  元增至20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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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增加幼稚園家教會的「成立津貼」和「經常津貼」 3，並透過訪談及

製作相關的短片及簡報，協助辦學團體及幼稚園進一步了解成立家教

會的程序和相關事宜。同時，家校會亦舉辦分享會，讓幼稚園教師及

家長了解家教會的理念和日常運作，為未成立或初成立家教會的幼稚

園校長、教師及家長提供支援。 
 
9. 此外，教育局於2018/19學年推出幼稚園階段的家長教育架構 4，

鼓勵幼稚園參考這個架構，舉辦校本或聯校家長教育活動。至於在全

港層面，教育局自2018/19學年開始委託專上學院舉辦不同的家長教育

講座，以加強家長對從遊戲中學習、幼稚園階段兒童學習特性和多樣

性的認識，以及推廣促進兒童健康和快樂成長的正向育兒技巧。 
 
為家長提供資訊 
 
10. 家校會設有網頁，適時發布最新的學校資訊，如中小學概覽、家

長教育及家校合作活動的資料，以便家長及學校參考。此外，教育局

於 2018 年 設 立 了 一 站 式 家 長 教 育 網 頁 「 家 長 智 Net 」

(https://www.parent.edu.hk/)，發放支援學生身心發展的重要資訊，包括

親子關係、管教技巧、家長情緒管理等。該網站於2021年6月推出「家

長教育活動資訊站」專頁，提供由政府機構及本地專上院校舉辦的各

類型家長教育課程和活動資料。 
 
正向家長運動 
 
11. 教育局推行全港的「正向家長運動」，以廣泛和多元化的宣傳渠

道推廣家長教育，令家長建立正向思維，助孩子快樂成長。於學校層

面，教育局在家校會及區域校長會聯會的支持下，舉辦了多項比賽及

活動，獲得學校、學生和家長的踴躍參與。當中，我們於2020年6月至

8月舉辦了「吉祥物設計比賽」，並於2020年11月公布「媽咪Light」
和「爹哋Light」獲選為「正向家長運動」的親善大使，現時更加入兩

位家庭新成員，詳情見附件二。我們亦分發印有親善大使形象及早前

舉辦的標語創作比賽得獎作品的宣傳品，讓家長、學生及教師進一步

認識正向家長教育。 

                                                      
3 由 2019/20 學年起，每所幼稚園可以申請的「成立津貼」數額已增加一倍，由以往 $5 ,000  增加

至  $10 ,000  ；給予幼稚園的「經常津貼」資助額亦較中小學多一倍，並按每年的「綜合消費物價指

數」調整。  

4  幼稚園階段的家長教育架構以「孩子在幼稚園階段  — 家長的角色」為中心，涵蓋「認識優質幼稚園

教育」、「了解兒童成長」及「尊重兒童獨特性」三個範疇；範疇下設八個主題，包括促進兒童均

衡發展的課程、家校合作、幼小銜接、  選擇優質幼稚園、兒童發展和學習的特質 -從遊戲中學習、輸

贏不在起跑線、兒童的學習多樣性及不應將孩子互相比較，配合家長的關注和需要。  

https://www.paren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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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社區層面，教育局由2020年9月起在電視和電台播放一系列共

三輯的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詳情見附件三），並透過其他不同途徑

廣泛宣傳，推廣兒童愉快和健康成長的重要性。我們現正籌劃推出社

區外展宣傳活動，透過多元化的方法，接觸地區內不同背景的家長，

向他們推廣「正向家長運動」的訊息。此外，在「家庭與學校合作活

動計劃」資助下，16區家教會聯會亦首次合辦「正向家長教育舞台

劇」，並會於本年7月舉行。

支援有不同需要的家長 

13. 根據專責小組的建議，教育局分階段委託專上院校為幼稚園、小

學及中學學生家長制定家長教育課程架構，計劃於2021年第三季開始

逐步推出。課程架構讓全港、區本、校本、以至切合雙職家長需要的

電子家長教育課程，可根據共通的課程架構，有系統地為家長提供不

同階段、不同目標的課程。我們亦將委託專上院校及非政府機構根據

課程架構，為有不同需要和背景的家長舉辦相關課程和活動。

14. 為幫助家長掌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知識和技巧，教育局

編製了《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家長篇》及一系列有關培育有特殊教

育需要子女的單張，並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供家長參閱。我們亦會適時

向家長提供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資訊及安排工作坊和講座等。

在家校合作方面，教育局要求學校設立有系統的恆常溝通機制，加強

與家長的溝通和合作，讓家長知悉和配合學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措施，並聽取家長的意見，以產生更佳的成效。此外，校本教育

心理學家及校本言語治療師會與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學校社工及

教師等協作，透過諮詢及校本培訓，加深家長對培育有特殊教育需要

子女的了解。對於在學習或適應上出現持續及嚴重問題的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學校會邀請家長參與會議，共同為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

劃，以提供更適切的支援。

15. 教育局提供一系列專為非華語學生家長而設的家長教育活動，協

助他們支援子女學習、鼓勵子女學好中文，以及更全面理解子女的多

元出路。在2020/21學年，教育局委託非政府機構及專上院校為非華語

學生家長提供多元化的家長教育活動，當中包括互動講座、工作坊、

展覽、社區探索等，以配合非華語家長的不同需要和提升他們對活動

的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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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6. 我們會持續檢視及優化相關措施，推廣家校合作和加強家長教

育。透過各持份者的參與和協作，我們期望能進一步加強家校合作，

促進家長培育子女的正面態度，讓學生健康成長及有效學習。

教育局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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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報告建議

短期措施

(i) 提供更多資源，增加給予學校及家教會「家校合作活動津貼」的

津貼額；

(ii) 增加家教會聯會申請「家校合作活動津貼」的活動數目，並設立

新的津貼項目，供家教會聯會合辦聯區的家長教育活動；

(iii) 增加幼稚園家教會的成立津貼和經常津貼的金額，鼓勵更多幼稚

園成立家教會；

(iv) 加強宣傳和教育，協助幼稚園及其辦學團體進一步了解設立家教

會的程序和相關事宜；

(v) 委託大專院校或非政府機構制定家長教育的課程架構或課程指

引；

(vi) 向教師提供短期培訓課程，加強教師對調解、家校溝通及推動家

校合作和家長教育等各方面的技巧；

(vii) 發展家長教育網站「家長智 Net」，使成為更普及的家長教育學

習平台；

(viii) 推出「正向家長運動」，透過不同的平台宣傳「正向家長運

動」，以「正向家長運動」為主題，製作短片及文章；

(ix) 為幼稚園和公營學校提供津貼，推行「正向家長運動」下的校本

活動；

(x) 委託非政府機構進行外展宣傳活動，例如於公共屋邨、商場或街

市等，舉辦攝影、遊戲、藝術等多元化的活動，以廣泛接觸更多

不同背景的家長，推廣「正向家長運動」；

中期措施

(xi) 根據政府制定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或課程指引，建議教育局委託

大專院校或非政府機構設計和舉辦有系統和實證為依的家長教育

課程，對象包括一般父母、祖父母、單親家庭的家長，以及有特

殊學習需要、非華語、新來港和經常缺課的學生家長；

(xii) 鼓勵或委託大專院校進行各項有關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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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委託非政府機構定期在不同區域就各種主題提供免費的家長講座

／工作坊，對象包括一般父母、祖父母、單親家庭的家長，以及

有特殊學習需要、非華語、新來港和經常缺課的學生家長；

(xiv) 委託大專院校或非政府機構研發及提供家長電子學習課程，讓家

長透過電腦或手機自學；

長期措施

(xv) 優化專為父親、母親、祖父母及單親家庭的家長而設計的課程，

以涵蓋不同家庭崗位的成員，以配合他們在培養兒童方面的需

要；

(xvi) 委託大專院校或非政府機構為有特殊學習需要、非華語、新來港

和經常缺課的學生家長優化切合他們需要的家長教育；

(xvii) 委託大專院校或非政府機構設計及提供專為在職家長而設的職場

家長教育課程；

(xviii) 透過媒體（例如政府宣傳短片）鼓勵公司參與職場家長教育課

程，並可嘗試與其他促進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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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正向家長運動」的親善大使

簡介：

教育局在2020年6月至8月期間舉辦吉祥物設計比賽，為 「正向家長

運動」選出吉祥物，用以推廣正向家長教育。「媽咪Light」和「爹

哋Light」在比賽中獲選為正向家長運動吉祥物，擔任親善大使。

「媽咪Light」和「爹哋Light」的燈泡造型令人感到積極樂觀、溫

暖快樂等正能量，經常微笑更是他們的標誌。「媽咪Light」和「爹

哋Light」所帶出的光芒，代表著父母對子女的關愛之情，更能為子

女送上溫暖，照亮他們的道路，讓他們邁向正向人生。現在，還有

兩位家庭新成員加入，他們將與「媽咪Light」和「爹哋Light」一

起推廣正向家長運動。

爹哋Light 媽咪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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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正向家長運動政府電視宣傳短片 

宣傳短片主要訊息 連結

(1) 第一輯短片帶出現實家

庭生活中家長與子女應

有的相處之道，顯露出

關懷、鼓勵與接納，是

建構一個快樂家庭的重

要元素，提醒家長多作

正面引導，教導子女多

關心身邊的人，並適度

讚賞他們的良好行為。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API1 

(2) 第二輯短片帶出每個孩

子的性格和能力各有不

同，家長應該讓子女理

解自己的獨特性，協助

他們發展潛能，並藉此

呼籲家長切勿以「贏在

起跑線」為目標，避免

讓過度競爭心態影響親

子關係，這樣子女才能

夠健康快樂地成長。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API2 

(3) 第三輯短片提醒家長，

若事事追求完美只會令

子女產生無形的壓力，

更會影響親子關係；家

長應該學習放鬆，適時

放手，讓子女循著自己

的步伐發展，陪伴他們

一起快樂成長。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API3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API1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API2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API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