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實戰篇：
初步評估及提問技巧

2023年5月5日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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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家庭及兒童福利科
社會工作主任 （家庭暴力）4

關慧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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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主任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觀塘)
何綺玲女士

社會工作主任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沙田)
鍾嘉謙先生



內容

• 保護兒童工作基礎知識重溫

• 多專業合作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程序
初步評估

危機評估

初步與可能受傷害/虐待的兒童接觸

• 練習
個案討論：初步評估、危機評估

提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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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業合作

家庭參與

兒童為重、安全為先

保護兒童工作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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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一項不是屬於保護兒童工作的三大原則中

「兒童為重、安全為先」的做法？

a.著重對懷疑傷害兒童的人採取刑事檢控

b.全面考慮兒童的情況

c.醫療檢驗及會面次數減至最少

d.顧及兒童的感受及所採取的行動對兒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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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為重、安全為先
家庭參與

全面考慮兒童的家庭情況、發展階段、
種族、文化、宗教等因素

聽取和認真對待兒童及其家人的意見

使用兒童及其家人能明白的語言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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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為重、安全為先
家庭參與

顧及兒童的感受及所採取的行動對兒童
的影響

使用最少的干預

運用家庭本身的資源及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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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取得當事人的訂明同意，

把所得的個人資料提供予其他工作人員

如未能取得同意，

援引《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特別豁免條文
(「指引」附件二)

第58條有關罪行 第59條有關健康

工作人員對個案處理

的方式或會持不同意

見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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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業合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若當時人不同意向其他人提供個人資料作保護兒童行動之用，但是通報人員使用了其個人資料作通報之用，會否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有關條文?保障資料原則第3原則 － 個人資料的使用(1)  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新目的。(4)  在本條中—新目的 (new purpose) 就使用個人資料而言，指下列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a) 在收集該資料時擬將該資料用於的目的；或(b) 直接與(a)段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VIII 第58條如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包括(a)罪行的防止或偵測；(b)犯罪者的拘捕、檢控或拘留；(d)任何人所作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為、或不誠實的行為或舞弊行為的防止、排除或糾正(包括懲處)；而且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的適用相當可能會損害上述目的，則有關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3保障資料原則所管限VIII 第59條如援引第3保障資料原則相當可能會對資料當事人或任何其他個人的身體健康或精神健康造成嚴重損害， 則與資料當事人的身體健康或精神健康有關的個人資料可獲豁免而不受該保障資料原則所管限。信納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適用，而援引此豁免，並在需要知道的原則下與其他有關的專業人士共用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VIII 第60B條如個人資料是 ——(a)由任何成文法則、法律規則或香港法院的命令所規定或授權使用的，或是根據任何成文法則而規定或授權使用的(b)在與於香港進行的法律程序有關連的情況下被規定而使用的；或(c)為確立、行使或維護在香港的法律權利所需要而使用的該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所管限



►人們（單獨或集體地）利用本身與兒童之間權力
差異的特殊地位（例如年齡、身份、知識、組織
形式）使兒童處於一個易受傷害的境況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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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而言，虐待兒童是指對十八歲以下人士
作出／不作出某行為

以致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害



某些人會利用本身「與兒童之間權力差異的特殊地

位」對兒童作出／不作出某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

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害，哪些人與兒童之間會有權力

差異的特殊地位？

a. 與當事兒童的年齡差距較大的兄姊

b. 利用給予網上遊戲獎賞誘使兒童參與性活動的陌

生人

c. 兒童學校的班主任

d.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單位的照顧員

11











與兒童之間

有權力差異

對兒童有照顧

或管教的責任

父母／監護人
受委託照顧及管教兒童

的人

（例如親屬、教師、兒
童託管人等）

按地位／身分

已擁有照顧或管教兒
童的角色

長輩
（例如親屬、與兒童的年齡差距較
大的兄姊、與父母相熟的朋友等）

其他人
[認識/不認識]

(只適用於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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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的適用範圍



在考慮界定一事件是否虐待兒童時，應有下列哪些

理解？

a.該行為對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已造成的傷害

b.作出／不作出某行為的人是否有傷害兒童的意圖

c.該行為對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d.作出／不作出某行為的人對傷害兒童的解釋

13







在考慮是否界定一個案為虐待兒童時，

應有下列的理解：

• 該行為對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已造成的傷害及可能造成的影

響，而不是作出／不作出某行為的人是否有傷害兒童的意圖

• 並非要指責涉事的家長／照顧者，或給該家長／照顧者／兒

童一個負面的標籤，而是要讓涉事的家庭了解事情的嚴重性，

促使他們與工作人員合作，運用家庭本身的長處和資源，盡

快妥善處理問題，以確保兒童的身心安全

• 虐待兒童的定義會隨著時間、文化、價值觀和社會變化而改變。

衡量哪些是虐待兒童的行為是基於當時社會的標準和專業的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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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些不是傷害／虐待兒童行為的類別？

a.性侵犯

b.性騷擾

c.疏忽照顧

d.襲擊兒童

e.心理傷害／虐待

f.身體傷害／虐待

g.拋棄或遺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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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虐待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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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傷害／虐待 性侵犯

疏忽照顧 心理傷害／虐待



哪些情況可被視為懷疑「性侵犯」兒童事件處理？

a.若相關的少年人心智發展未成熟

b.少年人經常在網上觀看色情電影

c.因性行為導致染上性病或懷孕

d. 17歲少年人心智發展成熟，自願與年齡相若的男

/女朋友進行性活動

e. 兒童與別人進行性活動時年齡太小（例如小於1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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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項不是造成「疏忽照顧」兒童的形式？

a.身體方面

b.社交方面

c.醫療方面

d.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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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項不是身體方面的「疏忽照顧」兒童的情況？

a.沒有適當儲存危險藥物而令兒童誤服

b.獨留年幼兒童不顧

c.沒有讓兒童接受必須的醫療或精神治療

d.沒有給予兒童必需的飲食／衣服／住所

19





以下哪項不是「心理傷害／虐待」兒童的元素？

a.危害或損害兒童身心健康（包括兒童的情緒、認

知、社交或身體發展）重複的行為

b.嚴重或重複地忽視兒童的基本需要

c.危害兒童身心健康的極端事件

d.照顧者與兒童之間的相處模式危害或損害兒童身

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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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業合作處理懷疑虐待兒童/
保護兒童個案程序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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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

識別可能受傷害或虐待的兒童

通報、初步評估、即時保護兒童行動

保護兒童調查、醫療檢查、刑事調查

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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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個案主管負責保護兒童調查／跟進保護兒童個案的社工統籌各項工作，盡可能讓兒童大部分時間均只需要與個案主管聯繫，以減輕兒童因重複描述受虐經歷對他們所造成的壓力和創傷各界別工作人員按其工作崗位、服務範圍及重點，在不同階段扮演不同的角色主動向個案主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提供重要的觀察或提出可能需要處理的問題，共同商討處理的策略和方式各界別工作人員角色詳列於指引附件四至十根據附件十：教育服務的角色學校應遵照教育局及社署發出的相關指引/通告/實務守則, 建立或完善校內機制、程序及措施，妥善處理，識別可能受虐待的兒童, 留意教育局通告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及家庭暴力個案。機構或中心指引如何處理及通報, 但以保護小朋友為首要首位接觸學生的人員應通知校長, 並徵詢學生輔導主任/教師/人員及學校社工的意見。學校應啟動校本應急機制/危機處理小組, 並應委派學校社工/專責人員處理(包括校長/主任/指定教師/學生輔導主任/教師/人員)首要關注兒童的安全及最佳利益。



如何識別?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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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自行透露  
事件  

其他人透露  
事件  

初步處理  

發現身體／行為／

情緒／環境徵象  

初步評估  

通報予負責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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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些是與身體傷害／虐待有關的徵象？

a.兒童穿著異常多衣服以遮蔽身體

b.兒童透露家長或其他人曾與他／她玩秘密遊戲

c.兒童懂得超乎兒童年齡所認識的性知識或性行為

d.有特殊照顧／學習需要兒童被剝削接受適當評估、教育或

訓練的機會

e.兒童對受傷原因的解釋或受傷的經過令人難以信服、前後

矛盾或與傷勢不符

f.經常不給予情緒反應／不給予適當的情緒反應

g.嬰兒／兒童身處於有懷疑危險藥物或吸食工具的地方、照

顧者／其他人懷疑吸食毒品時兒童在場

h.異常的懲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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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虐待可能出現的徵象

與各類傷害／虐待有關的行為／情緒徵象，兒童方面，例如：

• 嬰幼兒異常的徵象

• 無故缺課／退學或突然失去聯絡

• 於遊戲或日常行為中重演／重現類似受傷害／侵犯情形

• 經常表現恐慌／過度警惕

• 極端反叛／過份順從或討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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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虐待可能出現的徵象

與各類傷害／虐待有關的行為／情緒徵象，兒童方面，例如：

• 對照顧者的情緒／反應異常敏感

• 對照顧者以外的人或陌生人有不尋常的友善表現／心存猜忌及難以
建立信任

• 有倒退或重覆行為

• 心身癥狀（因心理或情緒的困擾引致身體不適或出現癥狀，
例如頭痛、肚痛、肚瀉、嘔吐、皮膚敏感症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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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虐待可能出現的徵象

與各類傷害／虐待有關的行為／情緒徵象，父母／照顧者方面，例如：

• 屢次不讓其他人接觸兒童或不容許兒童直接與工作人員溝通
（例如工作人員每次約定家訪時兒童都不在家或正在睡覺、其他親友
亦無法接觸兒童）

• 無合理原因而不讓兒童接種預防疫苗或接受健康／醫療跟進

• 父母／照顧者無合理原因而不為兒童申領出生證明書／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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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虐待可能出現的徵象

• 特別留意
受傷位置及傷痕形狀不尋常

父母／照顧者／兒童對兒童受傷原因的解釋或受
傷的經過令人難以信服、前後矛盾或與傷勢不符

沒有就醫或延誤就醫

兒童於遊戲或日常行為中重演／重現類似受傷害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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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身體傷害／虐待可能出現的徵象

身體徵象

瘀傷和條痕

撕裂和擦傷

燒傷和燙傷

骨折

內部受傷

其他 (被咬痕跡)

行為徵象

傷患解釋

延醫

衣著

重演／重現類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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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性侵犯可能出現的徵象

身體徵象

懷孕

性病

生理異常徵象／引發表現

- 內衣褲撕破、染污或染血

- 陰部痛楚、腫脹或痕癢

- 小便痛楚

行為徵象

兒童對成人身體器官表現得特別有興趣或

屢次觸摸成人身體敏感部位

已有自理能力的兒童透露照顧者

經常為他／她處理個人衞生／護理事宜

（例如洗澡、如廁後清潔、更換衣服等）

兒童透露家長或其他人

曾與他／她玩秘密遊戲

於遊戲或日常行為中重演／

重現類似受性侵犯情形

懂得超乎兒童年齡所認識的

性知識或性行為

過度自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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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疏忽照顧可能出現的徵象

身體徵象

嬰兒出生時出現斷癮症狀、

尿液樣本中危險藥物檢驗呈陽性

營養不良、體重過輕或瘦弱

發育遲緩

(例如語言、四肢動作、智力等）

嚴重的皮疹或其他皮膚問題

環境及行為徵象

照顧者／其他人懷疑吸食毒品時

兒童在場

居所發現懷疑危險藥物或

吸食工具

居住環境欠安全

（例如兒童可接觸到危險物品／家居藥物）

由不適合人士（例如年幼兒童）

照顧兒童

經常表示饑餓或到處尋找食物，

狼吞虎嚥或乞討／偷取食物

因看管不足而被牽涉在性活動中
EDB_3rd SG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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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心理傷害／虐待可能出現的徵象

身體徵象

體重過輕或瘦弱

發育遲緩

進食失調（例如厭食）

心身癥狀

行為徵象 - 兒童方面

抗拒與其他人及外界接觸

焦慮徵狀，例如習慣性地咬指甲、

拉扯頭髮、吸吮手指、撞擊頭部、

搖擺身體等

遺尿／便溺

傷害自己或有自殺念頭／企圖

行為徵象 - 照顧者方面

對兒童表現得疏離或漠不關心

經常針對某兒童，予以特別差的對待

終日責罵、侮辱性的批評、恐嚇

屢次在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

指控他人傷害／虐待兒童，

致令兒童經歷多次不必要的調查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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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可能受到傷害／虐待的兒童

身體／行為／情緒／環境徵象

►可能獨立／一同出現

►需要有較高的敏感度及較仔細的觀察以辨識

►考慮有關兒童的年齡和能力，同時留意父母／照顧者的
行為、態度及家庭環境

►應全面考慮兒童可能曾受各種類別的傷害／虐待，不應
只集中考慮某一類別

►盡早諮詢有關界別的專業人士

≠
徵象

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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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困難

照顧困難

管教模式

身體傷害／虐待

疏忽照顧

心理傷害／虐待

徵象 = 傷害／虐待？

支援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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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危機評估
（第五及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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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程圖二

接受通報

危機評估

是否需要採取即時
保護兒童行動？

初步評估

是否有理由相信／
懷疑兒童受到傷害

／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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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進行



初步評估範圍

• 是否有理由相信／懷疑兒童曾受傷害／虐待

• 兒童當前面對受傷害的危機的程度

• 是否需要採取即時保護兒童行動

注意事項:

考慮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對所關注的行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重
點應在保障兒童身心安全

如需要轉介個案予有關部門／機構／人士跟進
 考慮援引《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45A條兒童評估程序

資料不足個案的持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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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危機評估？

危機評估 = 評估兒童當前／日後受傷害／虐待的可能性及
嚴重程度。在評估時，需識別／分析以下兩方面：

►危機因素(risk factors)：令兒童受傷害／虐待的危機增加
的因素，一般包括有關引發事件、兒童方面、照顧者方
面、家庭方面及環境

►保護因素(protective factors)：可降低兒童受傷害／虐待
的危機，及提高兒童的安全程度的因素，包括兒童及其
家庭的能力、優勢及資源(支援網絡) [任何因素如能減低
已知危機因素的影響均可視為保護因素]

EDB_3rd SGTOP 39



保障兒童安全的危機評估－持續及平衡

保障兒童身
心安全的決
定及安排

保護因素 危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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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危機評估的主導原則
• 評估模式的參考資料（附件

十六及十七）



主導原則
不同途徑

搜集資料

具體事例／

行為闡述

需評估家庭內
其他兒童受傷
害／虐待危機

機程度
全面評估各種因
素的危機程度及
其相互的影響

(dynamic 
interaction)

保護因素能針
對性及持續地
減低某種危機

與兒童及家庭
成員一同討論

對兒童／家庭
造成最少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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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評估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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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評估的時間及目的

處理

階段

初步

評估
調查 跟進

個案

結束

危機評估
目的

保護兒童的
即時安全

制訂保護
兒童安全
的計劃

檢視兒童安
全的情況是
否得以改善

確定兒童的
安全持續得

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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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因素類別 變數

I. 引發事件 (1) 虐待事件的嚴重性及／或頻密程度

(2) 疏忽照顧的嚴重性及／或頻密程度

(3) 身體受傷部位

(4) 虐待兒童的紀錄

II. 兒童方面 (1) 兒童的年齡、體能及／或心智能力

(2) 懷疑傷害兒童的人是否可以接觸到有關兒童

(3) 兒童的行為

(4) 兒童與照顧者之間的相處

(5) 兒童與兄弟姊妹、朋輩及其他人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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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評估危機變項」
(Family Assessment Risk Variables)(附件十六)



危機因素類別 變數
III. 照顧者方面 (1) 照顧者照顧兒童的能力

(2) 照顧者與兒童之間的相處

(3) 照顧者與照顧者之間的相處

(4) 照顧者教養兒童的技巧／知識

(5) 照顧者有否濫用藥物／酗酒

(6) 照顧者的犯罪行為

(7) 照顧者的情緒及精神健康

IV. 家庭方面 (1) 家庭成員的相處／關係及家庭壓力

(2) 家庭支援系統的能力

(3) 家庭內虐待／疏忽照顧的紀錄

(4) 家庭有可取代父／母照顧角色的成員

(5) 家居環境

V. 家庭與工作人員間的互動 (1) 照顧者與工作人員及／或對跟進計劃的合作程度

(2) 正在接受跟進服務／治療的兒童／家庭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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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評估危機變項」
(Family Assessment Risk Variables)(附件十六)



有理由相信
兒童受到傷害／虐待

保護兒童
及其他相關調查

不屬於兒童受到傷害／虐
待，但該家庭有其他問題

或危機

繼續協助該家庭
或轉介予適當單位跟進

不屬於兒童受到傷害／
虐待，該家庭亦沒有其

他問題
結束評估

所得資料
未足夠作出評估

進一步了解情況

有理由懷疑
兒童受到傷害／虐待

保護兒童
及其他相關調查

初步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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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多專業合作

• 不過早確定或否定事件是懷疑虐兒

先進行初步評估，了解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是否已受危害
或損害。
如否，先支援家庭

• 非懷疑虐兒事件：盡量以多專業合作方式處理

福利會議(Welfare Meeting)
個案會議(Cas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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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與可能

受傷害／虐待的兒童接觸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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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有關事件
事件經過

兒童身體有否受傷

兒童情緒及行為表現

• 了解有關危機
過往管教／照顧兒童的模式

過往嚴重／特殊事故

兒童與家人及懷疑傷害兒童的人的關係，包括家人
是否知悉事件、有甚麼家人／親屬可以保護和協助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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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初步評估：

當前兒童及家人可能需要的協助

事件的嚴重性及緊急性

兒童日後受傷害／虐待的危機程度

•解釋：

可能採取的行動／調查對兒童的影響及考慮他／她的

意見

事件對協助兒童日後免再受傷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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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幫助部署跟住嘅行動:  小朋友身體傷害需要入院，因為講左出黎會危險，安排芷若園或其他的地方住等，sexual 更加要留意小心，積極游說離開先



初步與可能受傷害/虐待的兒童接觸準備

• 安排寧靜、令兒童感覺安全的時間和地方單獨傾談

• 與兒童建立友善關係，可考慮安排一位兒童信任和熟識的成

年人陪同支援（例如學校社工/老師）

• 必須小心計劃，以免兒童受到壓力而不再披露事件

• 如察覺到兒童可能有所隱瞞，應使用適當技巧深入探問，亦

可透過有較多機會接觸該兒童的人（例如其他家人、同學等）

了解兒童的情況

• 少數族裔兒童受其文化背景影響會顯得退縮或不願意透露事

件，應盡量協助兒童釋懷，鼓勵兒童把事件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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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與可能受傷害的兒童接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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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不應

盡快會見兒童 拖延會面

先見兒童 先見家長或懷疑傷害兒童的人

了解兒童文化背景 忽略文化特性、特殊需要

同性別工作員 不同性別工作員

回應兒童特殊需要，安排合適的傳譯員 認識兒童的人擔任傳譯員

由同一位工作人員搜集資料 不同的工作人員搜集資料

向兒童解釋為了保護他／她的安全，有需要
與其他人員一起合作處理而作出通報

答應兒童不向其他人透露事件（保密
要求）

由醫護人員檢查傷勢 在非緊急情況或未得兒童／家長同意
下檢查兒童傷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同性別工作員, 盡快見。例子：學生上第一堂班已比老師睇到有傷，但等上完堂/放學先帶學生見社工，而社工又等到4點55分先打比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問。情況好唔理想，細路好攰、搞到好夜、污染証供。事後我地都有要求學校跟教育局同社署指引。先見兒童：就算家長接送番學放學期間自己爆比學校知，都要分開家長同細路，先見細路，再見家長。檢查身體由醫護人員進行，最好有多一個人陪住見證，避免有機會比辯方律師屈回應兒童特殊需要, 如SEN、聽力/智力問題、少數族裔, 安排合適的傳譯員



初步與可能受傷害的兒童接觸的提問態度

53

應 不應

無獎無罰、態度中庸 不過早確定或否定事件是懷疑虐兒

細心聆聽，觀察及了解兒童的情緒及行
為表現

一邊問一邊低頭筆錄

抱持信任態度，讓兒童感到安全 令兒童感到壓力，如要求兒童想清楚／澄清答案

保持安全距離 有身體接觸

自然反應 誘導性／誇張反應，如讚賞、大力㸃頭、皺眉頭、
懷疑表情

保持中立 評論或責備兒童／其家人／懷疑傷害兒童的人

以兒童最佳利益為依歸 以工作人員利益為依歸

尊重兒童，在採取其他行動前向兒童解
釋及考慮他／她的意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評論家人：兒童說出來，是想停止件事，而唔係想拉佢屋企人。佢地可能同施虐者好好感情，佢地講出尼係真正對事不對人。另外，對佢地尼講，係佢自己搞散屋企。例：妹妹比口供後對社工態度由合作轉為敵視，與哥哥感情要好，想哥哥快歸家信任：　點解你被人打———覺得質疑抵打？



初步提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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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兒童所能明白的詞語及方式發問

•自由敘述 - 由兒童用自己的語言和步伐來講述
事件
你話比我知發生咗咩事。
你將事情從頭到尾講比我知。
然後點樣？跟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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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提問技巧



•何時 (When)? 
大概日期、時間，最早及
最近一次（或最深刻一次）

•何處 (Where)? 
第一次 / 最嚴重一次事發
地點

•何人 (Who)? 
涉案人，一個或超過一個

• 何事 (What)? 
是否懷疑有罪案發
生，事件嚴重性

• 怎樣 (How)? 
事件簡單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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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提問技巧

“我尋晚喺屋企同細佬玩緊
嘅時候，唔小心推跌咗細佬，
阿媽好嬲，就用衣架打我！”



初步提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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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不應

自由口述 利用工具、圖畫或玩具等協助兒童

開放式問題 引導／假設性問題

用兒童自己的辭彙和描述 改變兒童的辭彙和描述

用字簡單、清晰，符合兒童理解力 複雜、抽象、一連串、多重問題，以及
不清晰的代名詞

同一問題只提問一次 重複提問同一問題

讓兒童自由闡述、說明某些需要說明的地方 問「為甚麼」

有足夠資料顯示有理由相信或懷疑事件確曾
發生便何停止發問

除非兒童可能有所隱瞞，否則不要深入
詳細探究事件的經過細節(尤其性侵事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引導性問題：「你阿哥摸你胸時係咪要除除你個胸罩？」(你又知個女有帶胸罩？)、「你見唔見到你阿哥搞完你之後，啊尿嗰度有白色野流出尼？」、「你隻手咁瘀，你阿爸有冇立野打你？」、「番尼係番大婆/小三/嫲嫲爺爺屋企？」使用引導性的說話、圖畫或玩具／工具兒童：「叔叔搞我。」工作員：「你呀叔係咪摸你嗰度呀！ 」利用工具、圖畫都是引導性，而所有工具有可能要呈堂兒童的可引導性年幼兒童較易被引導兒童以為成人已知道所有如未經歷，難以描述仔細內容兒童詞彙：𡱺尿嗰度、爸b (澄清爸b 是爸爸之後可以沿用爸b、籮係指籮柚、pat pat定係打我囉？點解比阿哥搞左咁多年都唔講，衣家先講？、點解當時唔大聲叫阿爸阿媽過尼？(潛台詞：一早講出尼咪冇事囉。意思是細路錯)。可以改問「你話比阿哥由6年班開始性侵，到衣家中三呢幾年都冇將呢件事講過比人知，有乜野考慮令你一直都冇講出尼、直到衣家決定要講？」(internalized vs externalized)，如小學生的言詞要簡單：講左出尼會點架？(佢担心嘅後果就係唔講出尼嘅原因)深入提問：你阿哥摸你胸，搓左幾耐、有冇捽乳頭、佢右手捽，咁左手放邊、一路捽，佢表情興唔興奮多重問題 (Two-part question)：你可唔可以話我聽發生咗咩嘢事呀？不清晰的代名詞：佢係唔係曾經同你講唔好話比佢哋聽佢搞過你？避免重複提問同一問題，即使有需要澄清，嘗試以另一個方式提問No repeated questions: Particularly with suspicious tone that leads the child to think he/she must give or make up answersNo guiding / suggestive / leading questions: That leads the child to believe something might have happened because of what you saidNo suggestive tool: Don’t use anatomically dolls before any disclosure of abuseChildren are more suggestible than adultsYounger children are more suggestible than older children Children look to adults for cues on how to interpret social behaviors Young children tend to assume that adults have got all the answers Always ask the right type of questions and in the right manner 



何時結束提問

►有理由相信／懷疑兒童受到傷害／虐待

 在初步面見時，如兒童就懷疑受傷害/虐待事件在自
由叙述中的內容已包含「四何一怎」的元素，便可
結束提問，無須就當中細節作進一步詳問

 否則，仍可按「四何一怎」的提問方式去澄清和補
充基本資料

►若兒童自行透露事件細節，則不應阻止

IVE(ST) - Special Childcare & Inclus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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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與可能受傷害／虐待的兒童

的家長接觸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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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與可能受傷害／虐待的兒童的家長接觸

►了解兒童是否曾受傷害／虐待及其情況

►初步了解家庭的情況及需要

►向家長解釋工作人員的關注，了解家長對事件的看法

►如認為兒童可能受傷害，應評估事件的嚴重性、緊急性
及兒童日後受傷害的危機程度，以及當前兒童及家人可能
需要的協助

►向家長解釋初步評估的結果，並所需採取的行動或跟進
方式，以及與家長討論處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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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若兒童已透露的事件涉及家庭成員之間的性侵犯，考慮到事件的複雜性、敏感性及家庭成員的反應對受侵犯的兒童可能造成的影響及壓力，工作人員在接觸家長前，應盡快聯絡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服務課），與服務課社工商討處理個案的方式，包括何時與警方聯絡、適宜先聯絡哪位家庭成員以支援兒童、如何及何時聯絡相信沒有涉及性侵犯事件的家長等。



安排

• 為保障兒童的最佳利益，應就個別個案的情況
考慮先與哪一位家長聯絡比較合適（例如是沒
有涉及傷害兒童的家長、在離異家庭中負責管
養或照顧兒童的家長、首先透露事件的家長
等）。

• 就離異家庭的兒童，在作出有關兒童照顧安排
的決定時，需要盡量與負責管養兒童的家長聯
絡

• 應考慮與家長單獨傾談，若要安排家長與兒童
一起會面，先評估此安排對兒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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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技巧練習

自由敘述

四何一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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