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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主要組成  

 
香港家庭福利會  
家庭教育服務  
家庭關懷大使計劃  

  

 

 I
.1 對象  

庭主婦、前服務使用者、區內有需要

家庭(因面臨家庭危機而導致在子女
顧或管教上出現困難的家庭) 

.2 推行時間 

001年 9月至 2003年 2月 

.3 目標 

 發動婦女義工或前服務使用者以

「朋輩」和「過來人」的身份，

協助盡早識別及支援正面對管教

子女困難的家長或出現危機的家

庭﹔ 
 透過有系統的培訓課程及在互助

過程中互相分享管教經驗，提升

婦女義工及服務使用家庭處理家

庭問題及管教子女方面的能力﹔ 
. 提倡及推廣互助互惠的精神，以
建立一個充滿友愛關懷的社群。 

 
2
 

每

和

不

家

力

個

在

機

 
但

外

境

法

時

累

難

的

  
1 
關

  II
.1 計劃背景及理念 

無情鬧市乏人問  有愛深山見良朋 

家庭凝聚祥和氣  關懷互勉澤社群1 

 
個人都希望能夠擁有親密和諧、融洽

氣的家庭關係。然則，有些家庭卻因

同的危機，如婚姻關係不和、離婚、

庭暴力、精神或情緒問題、經濟壓

、新來港或單親適應等，而影響了整

家庭生活。這些困難都會令這些家庭

功能或關係方面出現不同程度的危

。 

礙於中國人社會普遍有「家醜不可以

傳」的傳統觀念，不少人認為處於困

是件難於啟齒的「醜事」，當問題無

解決的時候亦只有默默忍受，未能及

主動尋求適當的協助，以致日積月

，一大堆的問題就可能慢慢演變成為

以解決的困局，整個家庭都蒙受極大

痛苦。 

                                               
香港家庭福利會 家庭教育服務。(2003)。《家庭
懷大使計劃》服務特刊。香港 : 香港家庭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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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設及提升社會資本 

為了回應這些家庭的需要，香港家庭褔

利會於二零零一年三月至二零零三年

二月期間，在社會褔利署的資助下，於

港島及離島區，本著以「兒童為重、家

庭為本、社區為基礎」的理念，試驗推

行「一站式」的外展家庭教育服務，又

名「家庭關懷及支援計劃」。我們期望

將家庭服務普及化，藉著靈活彈性的

「到位」服務，以及建立有效的社區網

絡，主動接觸及支援一些因面對家庭危

機而導致在子女照顧或管教上出現困

難的父母，提高他們的求助意識，並協

助他們提升面對困難和管教子女的能

力，預防問題惡化，改善及建立和諧的

親子關係 。   
 

為了擴大與不同階層家長的接觸面，因

而更有效地接觸目標家庭和擴展有關

的支援網絡，家庭教育服務的同工籌組

了「家庭關懷大使計劃」，希望能藉著

發動婦女義工，協助盡早識別及接觸一

些正面對困難或危機的父母，並為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支援服務。 
 
2.2 工作手法的實踐 
 
i. 被甄選出來的婦女義工，需要接

受一連串有系統的訓練課程，其

中包括朋輩輔導技巧訓練、家訪

實務、外展策略等以加強其對外

展服務的認識。 當婦女義工完成

培訓，成為「家庭關懷大使」後，

協助推行外展服務，即巡迴家長

教育展覽、街頭家長分享會、家

庭諮詢站、拍門洗樓探訪等，此

外，「大使」亦需協助在場家庭填

寫一份專為進行外展服務時用作

識別危機家庭的評估工具，以協

助社工盡早識別正面對危機的家

庭﹔ 

ii. 提供「到訪家長教育訓練」，除為

有需要的家庭建立朋輩支援網絡

外，亦協助他們訂定具體目標及

計劃，並提供管教訓練，以提升

有管教或兒童照顧困難的家長在

管教及應付問題方面的能力，從

而改善家庭關係﹔ 
iii. 協助社工推行家長教育活動及與

其他活動參加者分享正面管教的

經驗，推廣助人自助的精神。 
iv. 使用傳媒網絡，進行社區教育工

作。讓「大使」出席不同的報章

及電台訪問， 分享其在子女管教
經驗及投身義務工作的得著，令

她們的努力及貢獻獲得認同和讚

賞。透過社區教育工作，不單能

協助大使提升自信和能力感，亦

有助於社區內推廣義務工作及互

助互勵的精神。 
 
 

      檢討 III

 
3.1 結果 
 
「計劃」開展十七個月內，成功培訓二

十一位婦女義工成為「家庭關懷大

使」，四十四個有需要的家庭曾經或正

接受家庭評估、到訪家長教育訓練及關

懷家訪等。此外，「大使」又共協助籌

辦了十次的外展家長教育活動，當中超

過二千五個家庭取得社會服務的資

訊，而其中約四百個有需要的家庭在外

展活動中透過「大使」協助，被轉介至

家庭教育服務的社工作個別跟進。而共

有二百四十位參加者出席了由「大使」

分享他們在子女教養方面實際經驗的

家庭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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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設及提升社會資本 

 服務成效 
 
我們得到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秦安琪博士的協助，設計了一系列的

「大使」評估問卷、服務使用家庭檢討

問卷及「家庭需要評估問卷」，藉以搜

集各參加者對整項計劃的回應及服務

使用家庭所遇到的困難。 
 
i. 改善家庭關係 
 
在十七份回收的評估檢討問卷中，所有

的「大使」均表示參與有關計劃對其個

人成長以及改善家庭關係上有很大的

幫助。而由已完成探訪的服務使用家庭

所填寫的二十份檢討問卷中顯示，大使

的探訪工作不單能給予他們情緒上一

定程度的支援，對於協助他們提升管教

能力的效能亦給予非常正面的回應。而

由大使協助推行的家庭教育活動方

面，超過百分之九十七的參加者，對有

關活動在提升其管教子女的能力，以及

鞏固家庭關係方面的效能給予相當高

的評價。 
 
至於對不同家庭在管教子女方面所遇

到的困難，我們正為各方面及外展活動

中所收集得來合共約一千八百份的「家

庭需要評估問卷」進行分析，研究結果

於二零零三年中旬完成。此項研究將能

協助我們更了解服務使用家庭所面對

的困難，並為制定家長教育工作方針及

服務策略給予啟示。 
 
ii. 為婦女增權締造一個新機會 -- 

增強婦女的能力及提升其對社會

的歸屬感 
 

傳統上，照顧家庭被視為女性的「天

職」，但她們的貢獻又似乎得不到社會

的重視。策動婦女貢獻「天賦」的能力

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服務，實在為

女性參與社會事務締造一個新機遇。衝

破只作為「家庭主婦」的傳統角色，「大

使」搖身一變，成為可以支援及促進有

管教困難家長改變的一種催化劑。在照

顧自己家庭的同時，婦女有機會走入社

群，投身社會服務的行列，透過不同形

式的社區參與，大大提升其對社會的歸

屬感和承擔感。事實上，「大使」的工

作不單見證了婦女傳統的美德，同時亦

演繹了現代女性能力和自信的一面。 
 
iii. 加強家庭凝聚力  強化家庭功能 

 
服務過程中，我們不斷強調家庭參與的

重要性，鼓勵「大使」的家庭成員積極

參與及支援他們的「大使」家人提供服

務。故此，透過互相鼓勵更能促進家庭

溝通，提升各人對家庭的歸屬感，促進

融洽親密的家庭關係，加強家庭凝聚

力。而家人的支持亦是促使義工們更有

動力去投入社會服務的其中一個重要

關鍵。 
 

參考外國的實踐經驗，家庭探訪不但能

有效防止家庭關係惡化，對於預防虐兒

亦有一定的成效(Klass,1996)。「大使」
的工作不單協助分擔有需要家庭在管

教上的壓力、而其分享個人實際的管教

經驗，並協助有需要家庭定立實踐改善

關係策略，亦有助提升這些家庭對改善

家庭關係的動機，為預防家庭危機做了

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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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設及提升社會資本 

iv. 發展社區人力資源及互助網絡以
回應區內家庭的需要 

 
要為有需要的家庭拓大社區支援網

絡，除了參與外展活動外，「大使」更

會積極鼓勵身邊有需要的家庭接受服

務，透過朋輩支援，提高面臨危機家庭

的求助意識及動機，防止問題惡化;並
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度身設計的「到訪

支援及教育訓練」，靈活彈性地配合個

別家庭的需要。「大使」亦成為「朋輩

支持者」，為社會不同階層而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支援，有助推動社會階層的溝

通，維繫社會及服務使用家庭的關係，

促進群體的融和。 
 
3.3 困難及建議 
 
i. 持續的投入 
 
要維繫「大使」對服務的熱誠，同時要

確保服務質素是整個計劃中最困難的

事情。故此，仔細挑選義工，加上社工

緊密的督導與支持對於維繫「大使」的

士氣極為重要。故此，在小組成立初

期，有需要為「大使」舉辦定期聚會或

康樂活動以增進感情，而推動家庭支持

及參與亦有助提高「大使」對服務的熱

忱。但最重要的還是一開始便要為整個

計劃訂定清楚的發展方針，例如可以考

慮發掘有潛能的「大使」，加以培訓成

為小組領袖，透過她們協助將服務小組

發展成為可以獨立運作的自助及互助

小組，將服務更有效地延續下去。 
 

ii. 男士的參與 
 
男士或會因工作關係而較少時間留在

家中照顧小孩，但根據過往服務經驗，

不少父親仍然非常期望參與子女管教

的工作。 若能給予適當的支持，相信
更能加強這些父親在參與管教工作上

的動機和能力。訓練一群男性義工向有

需要的父親提供適當支援當然就彌足

珍貴。然則，要發動男義工提供相類似

的服務，除了在時間安排上有一定困難

外，一般男性相對於女性而言，在表達

自己方面較為被動，故此便要培訓男性

義工提供家訪訓練需要更多準備和鼓

勵。因此，除了多作宣傳以推動男性積

極參與義務工作外，為他們度身訂造不

同類型的義務工作服務模式，亦可加強

男士對服務的參與和投入感。 
 
iii. 人手及資源不足 
 
整項計劃由籌劃、宣傳、招募義工、提

供培訓及督導、配對服務使用家庭和跟

進等，每一項工作對專業人手方面都有

很大的需求。可是，基於未有其他財政

支援以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工作都只由

兩名家庭教育服務的註冊同工，在應付

日常龐大工作量的同時，以額外兼任的

方式營辦這項計劃，對於負責的同工來

說，壓力的確非常之大。人手及資源上

的制肘，實在限制了整個計劃的發展規

模及延續性。 
 
有見及此，我們決定出版本計劃的服務

特刊、服務報告及訓練彙編，除了能作

為日後服務發展參考之用外，亦期望能

藉此增加公眾對是項計劃的了解和認

受性，好讓計劃的精神及效能得以拓展

至其他服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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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優質服務的元素 
 
i. 服務的延伸性 
 
雖然家庭教育服務的試驗期於二零零

三年二月完成，但家庭關懷大使計劃的

發展將會繼續並步入一個新階段。我們

決定全面重整及擴展「大使」的服務角

色，將「大使」小組融合於中心其他的

服務小組內，並由大使發揮啟動作用，

透過組員間互動互學，在其他小組內發

掘及培訓更多有潛質的婦女擔任「大

使」的工作。而「大使」亦有機會參與

不同小組的服務，成為其他服務的支援

隊伍，肩負更多不同類型的工作，為有

需要的家庭提供更多元化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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