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童課業壓力大，一成三受情緒困擾 

，每七個受訪小學生有一人出現抑鬱徵狀 

 

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香港學童精神健康問題備受關注，有機構公布小學生情緒健康調

查。調查結果顯示，一成三受訪學童受抑鬱情緒困擾，即每 7個小學

生便有一人出現抑鬱徵狀。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於 2017年 1至 3月，以自填問卷形式訪

問了十四間香港小學共一千三百零一名小三至小六學生。調查顯示，

13.2%人受抑鬱徵狀困擾，其中 9.7%人的嚴重程度更達臨牀水平，須

接受專業輔導及治療。逾兩成（21.7%）受訪學童經常感到有壓力，

較去年的 16.2%升 5.5個百分點，為 3年新高，而他們壓力來源首三

位均與學業相關，首要因素是「功課太多」（24.8%），其次是「升中

選擇及適應」（20.5%）及「學業成績未如理想」（20.2%）。 

機構以此推算，全港有逾 3.3萬名小學生的抑鬱傾向屬同等嚴重

情况，嚴重者或致自殺行為，須接受專業輔導及治療。最多學童出現

抑鬱症狀中，除了有 13.5%學童常常覺得疲倦外，有學童感覺不想動

（9.2%）、睡眠有問題（8.8%）、自覺沒有用（11.2%），有人亦會專

注力下降，行動遲緩或退縮。 

吳先生及吳太的女兒小六任舞蹈班的「小導師」時，因誤會被家

長投訴及被老師罵而情緒低落及抗拒上學，甚至有一次在校內脫校服，

只剩背心和短褲，以為不穿校服就不用上課，後來有學校社工協助及

求醫後，其焦慮及輕度抑鬱徵狀有好轉。但吳太說，女兒升中一後又

因誤會被老師罵，結果再次抗拒上學，每周只能返半日至兩日課，經

社工轉介教育心理學家，最終被確診有輕度抑鬱及高度焦慮，一度需

服藥，其後安排調適及輔導。吳先生說，當時自己辭去兼職工作，用

更多時間陪伴女兒，女兒對韓文和舞蹈有興趣，吳父就陪她一起學，

讓她感到被照顧，又容許她停學一年，接受韓流舞蹈訓練及社交輔導，

病況逐漸改善，始重拾自信，情緒穩定後，她去年重返校園讀中一，

並於今年升讀中二，更參與跳舞班等課外活動。協助吳氏的浸信會愛

羣社會服務處服務協調主任盤鳳愛指，吳女性格慢熱，加上年紀小，

被師長誤會亦不敢對抗，積累負面情緒就不願上學。 

另有 11 歲女童在學校以利器自殘，被醫生診斷為輕度抑鬱，師



 

長才發現她因學業壓力、家長缺乏照顧等，習慣隱藏負面情緒。 

負責調查機構指，家長應避免只處理子女的負面情緒表徵，而忽

略背後原因，建議他們多與子女溝通，增加他們的抗壓力。 

機構進一步分析發現，有近四分一受訪學童「心理彈性」較弱，

他們會盲目堅信內心想法便是現實，容易「鑽牛角尖」而無法接納負

面情緒，竭力迴避或壓抑這些經驗，可惜愈急於擺脫和解決的負面情

緒及想法，反而出現得愈頻繁，遂進一步影響身體、情緒和行動，為

生活帶來愈多限制和煩惱，形成惡性循環，較易出現抑鬱。 

兒童抑鬱症部份病徵與成年人相似，但未必懂得清楚表達感受，

較多從日常生活的行為中反映，例如學業成績變差、睡眠失調及對批

評感到非常敏感等。建議師長耐心聆聽兒童心事，避免急於安慰或解

決問題，否則易引起反效果。 

機構精神健康綜合服務服務協調主任盤鳳愛表示，學童經常感到

有壓力的百分比達 3年新高，反映學童學業壓力問題未解決。她指調

查不能預測學童自殺的趨勢，但自殺事件「一宗都嫌多」，希望能盡

早介入和預防學童的抑鬱情緒。盤鳳愛促兒童事務委員會徹底跟進和

改善，及盡快落實「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支援受精神困擾的學生。

盤鳳愛指，家庭關係良好的學童，較易向父母吐露心聲紓壓，惟調者

發現 37.4%學童很少有家庭活動。她說家長只要把握日常生活小節，

「由淺入深」提升子女的情緒健康，一方面家長可多抽空陪伴，使子

女感到自己是重要的，並營造優質的親子時間，與子女一起時放下手

機、不談學業及聆聽子女的感受。第二是當子女出現行為問題時，家

長可先深呼吸冷靜，留意自己及子女的情緒，然後思考子女每個行為

問題背後的情緒需要，以上步驟最終有助家長回應及協助子女解決困

難。最後是家長應了解而非怪責子女的社交困難，重視子女當中引起

的相關情緒，以讓他們願意向家長傾訴；亦應耐心引導子女找出處理

方法，以及協助他們促進朋輩關係。 

機構臨牀心理學家李明琳說，面對壓力及接納情緒能力較弱的小

孩易鑽牛角尖，認為自己能力不足，亦會迴避或壓抑自己的不快及負

面情緒。李明琳建議家長在小朋友不開心時，給予他們空間和時間去

消化及回應情緒，避免子女習慣壓抑個人情緒及拒絕傾訴；父母也要

多留意子女有否出現易發脾氣、情緒低落、不合作、對事物失去興趣

等抑鬱徵狀。李明琳指國際研究提倡無功課和增加玩樂時間，但現行

學制及催谷文化則反其道而行，形容整個社會都承受很大壓力和處於



 

焦慮。她提醒家長不要過份着重子女學業成績，給予空間和時間小朋

友玩樂，有助消化情緒及建立親子關係。李明琳建議，家長可多抽空

陪伴子女，讓他們感到自己的重要性。 

社工鄧曼恒稱，機構輔導處理有抑鬱症狀學生個案，最年幼僅六

至七歲，有學童經常凝望窗口，喃喃自語「不知跌下去會怎樣」；亦

有人在畫作透露尋死或暴力畫面。她提醒家長可持開放態度，接納子

女的情緒，鼓勵他們檢視現實問題，從而解開他們的心結，「說『別

不開心』之類的話，只會令他們覺得自己的焦慮，在大人眼中是『小

事』，甚至把自己不快樂視為對他人的負擔。」 

分析發現家庭溝通質素愈低，受訪學生的抑鬱徵狀愈顯著。整體

而言，學生的家庭溝通質素一般，從「互相關愛」、「溝通」及「家庭

和諧」三大面向當中，尤以「互相關愛」的表現最差，顯示學生與家

人間相互支持、愛護和關心的程度平平。而受朋輩排擠的情況愈多，

學生的抑鬱徵狀愈顯著，相關程度甚至較學業壓力及家庭溝通質素的

為高，故此學生的朋輩關係狀況是不容忽視的。                      

機構又引用醫管局資料，指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求診人數五年增

加超過五成，抑鬱個案四年亦多一成，提醒家長及學校應多加留意小

朋友日常生活及喜好有沒有大變化，以便及早介入及處理。機構並建

議政府盡快將「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的先導計劃恒常化，確保學校

均可獲得支援，並期望「兒童事務委員會」能徹底跟進改善學生壓力

情況，避免把學童的需要單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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