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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背景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一直關心基層家庭的處境。疫情爆發約一年，為配合抗疫學校多次轉用網上授課。

劏房學童需要在狹小的空間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及學習，在劏房光線不足、其他環境及個人因素影

響下，均令劏房學童近視比率飈升或衍生其他眼疾。在網絡不穩定或速度緩慢、電子產品型號未能

支援軟件及家長不懂使用電子產品下，基層學童在網上學習遇上重重困難。透過為劏房學童免費驗

眼配鏡的服務，本計劃於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間，透過問卷訪問接近 300 位劏房學童家

長，以了解學童在疫情下視力及網上學習的處境。 

 

調查方法及對象 

是次調查對象為參加「童視未來」劏房學童驗眼護眼計劃的學童家長，由於是次調查並非採用隨機

抽樣的方法，所以調查樣本並不代表整體基層學童的狀況，但調查所得的結果，可以作為參考，以

了解劏房學童在疫情下的眼晴健康需要及網上學習的困難處境。 

 

問卷設計 

是次調查採用封閉式及開放式問題並用的問卷設計。封閉式問題用以了解一般性的背景、習慣及數

據，而開放式問題則讓被訪者自行填寫原因，然後在分析時再作歸納分類，期望可以更深入了解基

層學童在疫情下的視力健康及網上學習的處境及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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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A)基本資料 

學童性別 (表 1) 

在 291 位被訪者的子女中，男女比例相

約，大約各佔一半。 

 

 

 

 

學童年級 (表 2) 

接近七成(68%)的學童為小學或以下，小一

至小三的群組佔整體超過三成。 

 

 

 

 

 

 

 

 

居住地區 (表 3) 

七成的被訪家庭居於九龍西，這可能與計

劃辦事處在深水埗較容易接觸劏房家庭有

關。 

 

 

 

 

 

被訪者(家長)性別 (表 4) 

 

超過八成五的被訪者為女性，即學童的媽

媽。 

 

 

 

  

 人數 % 

男 152 52% 

女 139 48% 

總數 291 100% 

 人數 % 

幼稚園 19 6.5% 

小一至小三 98 33.7% 

小四至小六 81 27.8% 

中一至中三 58 20% 

中四至中六 32 11% 

大專 3 1% 

總數 291 100% 

 人數 % 

港島 29 10 

九龍東 28 9.6 

九龍西 205 70.4 

新界 29 10 

總數 291 100% 

 人數 % 

男 41 14% 

女 250 86% 

總數 2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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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者(家長)就業情況 (表 5) 

 

 

超過一半的被訪者為家庭照顧者，其次為

在職家長佔整體三成半(36.4%)。 

 

 

 

 

家庭人數 (表 6) 

 

 

是次調查以四人家庭為主佔整體四成半，

其次為三人家庭(23.2%)。 

 

 

 

 

 

 

 

B)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BI) 家庭經濟情況 

租金與家庭人數 (表 7) 

 2 人(n=31) 3 人 (n=69) 4 人(n=134) 5 人(n=45) 6 人 (n=5) 

$2,500 以下 1 2 0 0 0 

$2,501 至 $3,500 5 11 1 2 0 

$3,501 至 $4500 16 12 23 6 0 

$4,501 至 $5500 7 19 38 18 3 

$5,501 至 $6500 1 16 36 8 1 

$6,501 至 $7500 0 6 22 4 0 

$7,501 至 $8500 0 1 10 1 1 

$8,501 至 $9500 0 1 2 1 0 

無回答 1 1 2 5 0 

總數 31 69 134 45 5 

*有 7 位被訪者沒有回答同住人數 

用家庭人數及租金的中位數來顯示，2人家庭為$3,501-$4,500，3人及5人家庭平均為$4,501-$5,500，

4 人家庭為$5,501-$6,500。 

 

  

 人數 % 

在職 106 36.4 

家庭照顧者 155 53.3 

失業 28 9.6 

退休 2 0.7 

總數 291 100% 

 人數 % 

2 人家庭 31 10.4 

3 人家庭 69 23.2 

4 人家庭 134 45.1 

5 人家庭 45 15.2 

6 人家庭 5 1.7 

沒有回答 13 4.4 

總數 2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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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佔家庭收入比例 (租收比) (表 8) 

 2 人 

(n=31) 

3 人 

(n=69) 

4 人 

(n=134) 

5 人 

(n=45) 

6 人 

(n=5) 

整體比例 

(n=284) 

<=20% 1 8 9 2 1 21 (7.4%) 

>20% 至 <=30% 4 17 38 15 3 77 (27%) 

>30% 至 <=40% 7 19 49 9 0 84 (29.6%) 

>40% 至 <=50% 7 16 14 6 1 44 (15.5%) 

>50% 至 <=60% 5 1 5 7 0 18 (6.3%) 

>60% 至 <=70% 3 0 2 0 0 5 (1.8%) 

>70%或以上 0 1 9 0 0 10 (3.5%) 

沒有收入 2 3 5 0 0 10 (3.5%) 

無回答 2 4 3 6 0 15 (5.3%) 

總數 31 69 134 45 5 284 

整體而言，有六成五的被訪家庭租金佔家庭收入比例超過三成或以上。 

用租收比中位數再分析不同家庭人數的處境，發現 2人家庭的情況最為嚴重，租收比為 40%至50%，

而 3 人、4 人、5 人家庭的租收比也超過三成的可負擔臨界比例，中位租收比為 30%至 40%。只有

6 人家庭的租收比在 30%或以下可負擔的水平。 

 

被訪者家庭人數的入息與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比較 (表 9) 

家庭人數 人數 (%) (n=284) 家庭入息 

中位數 

全港家庭住戶每月

入息中位數 1 

 (2020 年) 

全港家庭住戶每月入

息中位數 50%  

 

二人 31 (11%) $9,500 $27,600 $13,800 

三人 69 (24.3%)  $16,000 $32,500 $16,250 

四人 134 (47.2%) $18,000 $42,000 $21,000 

五人 45 (15.8%) $18,000 $54,400 $27,200 

六人 5 (1.7%) $31,000 $59,400 $29,700 

用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50%與被訪者家庭人數的入息中位數比較，發現被訪 2 人、4 人及 5 人

家庭家庭入息中位數遠遜於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50%，其中以 5 人家庭的相差最遠為$9,200, 

其次為 2 人家庭差額為$4,300 及 4 人家庭$3,000。而 3 人家庭的入息中位數($16,000)與全港家庭住

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50%($16,250)相約。 

 

由表 7、表 8 及表 9 的數據顯示，被訪家庭正處於貧窮邊緣，除 6 人的家庭組合外，其餘 2 人、4

人及 5 人家庭入息中位數遠遜於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50%。而 2 人至 5 人家庭的租收比中位

數已超過三成或以上。按國際量度租住房屋的可負擔性 (Affordability)，一般會以租金佔入息比例

(Rent to Income Ratio)的 30%作為分界線 2。現時房屋署推行租金援助計劃 3，若家庭租金與入息比

例超過 25%，便可獲減一半租金。是次調查發現，被訪家庭的租金佔家庭收入較高比例，令他們

陷入貧窮的處境。 
 

1 按住戶人數劃分的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2020 年版) 

2 參考紐約市租金指引委員會(2015) Income and Affordability Study 

3 參考香港房屋委員會（2016），《公共房屋政策》，2017 年 8 月 17 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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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為節省電費縱然室內光線不足也不開燈或少開燈做功課 (表 10) 

 

接近四分一(24%)的學童為節省電費，縱然室內光

線不足也不開燈或少開燈做功課，可見他們家庭

經濟壓力的沈重。 

 

 

 

BII) 居住環境 

人均居住面積 (表 11) 

 少於 

100 呎 

100 至 

150 呎 

151 至

200 呎 

201 至

250 呎 

251 至 

300 呎 

301 至 

350 呎 

351 至 

400 呎 

401 呎 

以上 

總數 

2 人 

家庭 

17 

(<50 呎) 

9 1 1 0 0 0 0 28 

3 人 

家庭 

13 40 

(<=50 呎) 

13 1 1 0 0 1 69 

4 人 

家庭 

10 57 

(<=37.5 呎) 

39 12 5 4 4 1 132 

5 人 

家庭 

5 11 14 

(<=50 呎) 

1 4 2 1 4 42 

6 人 

家庭 

0 3 

(<=50 呎) 

1 1 0 0 0 0 5 

總數 45 120 68 16 10 6 5 6 276 

以家庭人數與居住面積的中位數比較及分析，4 人家庭的居住面積最為狹小，人均居住面積只得

37.5 呎或以下，而 2 人、3 人、5 人及 6 人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介乎 50 呎或以下。由此可

見，被訪家庭的居住環境十分擠迫，人均居住面積遠低於 76 呎 4，即房屋署視為擠逼戶，可獲搬

遷較大單位紓緩擠逼情況。 

 

 

 

 

 

 

 

 

 

 

 

 

4 按照現時房屋署對公屋住戶人均居住面積規定，人均最低居住面積為 7 平方米 (約 76 呎)以下為擠逼戶  

 人數 % 

有 70 24% 

沒有 198 68% 

無回答 23 8% 

總數 2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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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II) 劏房光線/光源情況 

劏房單位是否有窗戶  (表 12) 

 

調查顯示，仍有 3.4%即 10 戶被訪家庭居於沒

有窗戶的不適切居所內。 

 

 

如有窗戶，窗外景觀  (表 13) 

 次數分配表 % (n=281) % (剔出沒有回答後)n=180 

天井 13 4.6% 7.2 

近距離見到對面

大廈的牆壁 

57 20.3% 31.7 

馬路/天橋 30 10.7% 16.7 

大廈 30 10.7% 16.7 

街/後巷 21 7.5% 11.7 

其他 29 10.2% 16 

無回答 101 36%  

總數 281 100% 100% 
 

在 291 戶中有 281 戶(96.6%)被訪者表示劏房「有窗戶」，在有回答窗外景觀的 180 戶中，將他們的

答案歸類後發現絕大部份窗外是沒有景觀，包括近距離見到對面大廈的牆壁(31.7%)，馬路/天橋 

(16.7%)及天井(7.2%)。透過與被訪者接觸，我們得知不少劏房家庭有窗戶也不能或不願打開，其原

因包括面對環境衛生惡劣的天井、不願見到對面大廈的牆壁及面向馬路/天橋所聽到的噪音。 

 

室內光線情況 (N=291) (表 14) 

 室內光線充足 室內光線穩定 室內光線均勻， 

光線不會時光時暗 

室內光線柔和舒適， 

光線不會令眼睛疲勞 

不能做到 35 28 32 41 

有困難做到 104 90 101 101 

完全做到 129 150 134 126 

沒有回答 23 23 24 23 

總數 291 291 291 291 

整體有 17 人(5.8%)就室內光線的四個範疇全部「不能做到」；另外有 44 人(15%)表示「有困難做到」

四個範疇。四個家長自我評估能否做到的範疇：1)光線充足、2)光線穩定、3)光線均勻、4)光線柔

和舒適，將「不能做到」及「有困難能做」一起累計，佔整體兩成(20.8%)。即有兩成劏房家長認為

室內光線不足、不穩定、不均勻及不柔和舒適，上述室內光線情況直接影響學童眼睛健康。  

 人數 % 

有窗 281 96.6% 

沒有窗 10 3.4% 

總數 2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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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9 位被訪者認為不能或有困難做到室內光線充足，佔整體 48%。值得留意是絕大部份的劏房

在全屋燈亮後也是不夠光。根據歐盟標準，如果要保護學童眼睛，近距離工作（包括做功課、書

寫及使用電子產品）需要 500 個 lux（勒克斯，量度光度單位）或以上，可是到訪 40 個參加計劃

的劏房家庭後，只有一戶勉強符合上述標準。而其餘的家庭在所有燈亮着後也只得 200 個 lux或

以下，遠遜於歐盟標準。由於我們的眼睛會適應室內光線的轉變，故大部份家長並未察覺劏房光

線不足的情況。 

 

學童是否慣常在光線不足的地方(例如: 上下格床、走廊)閱讀或使用電子產品 (表 15) 

 人數 % 

有 161 55% 

沒有 127 44% 

無回答 3 1% 

總數 291 100% 

有五成半的學童是慣常在光線不足的地方(例如: 上下格床、走廊)閱讀或使用電子產品。根據表 11

劏房面積狹小，人均面積少於 50 呎，令學童只能在光線不足影響視力的環境下，最常是上下格床

完成功課或網上學習，有關情況令人關注。 

 

BIV) 劏房學童網上學習的難處 

家中唯一或電視以外的家居電子產品可供學童使用  (表 16.1) 

 

調查顯示，仍有接近兩成(18.5%)的學

童只能利用智能手機完成網上學習，

另外只能單一使用相對桌上/手提電腦

屏幕較細的平板電腦也佔整體學童

7%。電子產品屏幕細，令學童需要近

距離觀看屏幕，容易導致眼睛疲勞影

響學童視力。 

 

 

 

  

 人數  %(N=291) 

電視 5 2% 

桌上電腦 

桌上電腦 + 電視 

5 

10  

2% 

3.4% 

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 + 電視 

6 

11  

2% 

3.7% 

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 電視 

20 

30  

7% 

10.3% 

智能手機 + 電視 5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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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方法 (表 16.2) 

  人數 人數 % 

家居寬頻 LAN 線 

路由器 (ROUTER) 

LAN 線 + ROUTER 

沒有回答 

14 

82 

3 

20 

119 41% 

電話流動數據 電話公司流動上網 

儲值卡 

電話公司流動上網+儲值卡 

其他 

53 (50%) 

26 (25%) 

2 (2%) 

24 (23%) 

105 36% 

家居寬頻 +電話流動數據 66 23% 

沒有回答 1  

總數 291 100% 

有超過三成半的被訪家庭是使用電話流動數據作上網方法，一半是用電話公司流動上網(50%)，值

得留意當中有四分之一(25%)是使用儲值卡上網。在疫情下，上述上網方法並不能應付學童需要在

家網上學習的數據要求。在了解單一使用「電話流動數據作上網方法」的被訪者後，我們得知部份

劏房單位因「寬頻線位」已爆滿，令他們未能接駁家居寬頻服務，影響網絡的穩定性。 

 

上網是否穩定(如:上網途中會否斷線、網速有否時快時慢) (表 16.3) 

 人數 % 

穩定 72 25% 

不穩定 191 65.4% 

無回答 28 9.6% 

總數 291 100% 

超過六成半的被訪者表示劏房上網並不穩定，上網途中會斷線及網速緩慢的情況。有關網絡(數碼

不公平)的情況，在疫情下直接影響學童網上學習的吸收及動機，影響他們的學習進度。 

 

家長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上有否遇到困難  (表 17) 

 人數 % 

有困難 202 69% 

沒有困難 66 23% 

無回答 23 8% 

總數 291 100% 

接近七成(69%)的家長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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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就網上學習遇到困難原因 (表 18) 

 人次 (N=202 % 

網速太慢 153 75.7% 

電子產品太舊，不能支援教學軟件 45 22.3% 

未能於劏房安裝寬頻 34 16.8% 

能分辨網上學習還是娛樂 30 14.9% 

沒有網上學習技術支援 38 18.8% 

其他﹕小朋友需要共用電子產品、學校需要列印功課、上網斷線、不懂使用軟件 

根據表 17 有 202 位家長表示協助學童網上學習遇到困難，當中最常出現是網速太慢(75.7%)，其

次是電子產品太舊，不能支援教學軟件(22.3%)及在沒有網上學習技術支援下，家長不懂使用電腦

或軟件(18.8%)。 

 

家長協助學童網上學習有否遇到困擾 (表 19) 

有一半(53%)家長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感困

擾。 

 

 

 

 

 

家長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出現困擾的內容 (表 20) 

 

 

 

 

 

 

 

 

 

超過三成(31%)家長最感困擾的內容是家長不懂教學童處理網上功課、上網及使用電腦，其次是學

童網上學習時出現網絡問題或網速慢(12%)，令學童未能與其他學童在相同的情況下學習，影響他

們的吸收及學習動機。 

 

 

  

 人數 % 

有困擾 153 53% 

沒有困擾 111 38% 

無回答 27 9 

總數 291 100% 

 人次 (N=153) % 

學童不專心 11 7% 

網絡問題/網速慢 18 12% 

家長不懂教/上網/電腦 47 31% 

不清楚學習進度 5 3.3% 

沒有電腦/電腦太舊 9 6% 

因使用電子產品發生衝突 4 2.6% 

其他 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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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學童每日使用電子產品時間之改變 (表 21) 

 

 

 

 

 

 

 

 

 

 

 

 

 

 

約七成(68.6%)的學童在疫情下增加使用電子產品時間，有三成(30.3%)學童增加時間在 2 小時或以

下，而增加使用電子產品時間由 2 小時以上至 6 小時也佔整體約三成半(34%)，可見網上學習對學

童生活習慣的改變。 

 

疫情後學童每日增加使用電子產品時間與學童年級的比較 (表 22) 

 

 

 

 

 

 

 

 

 

不同年級學童，在疫情後增加使用電子產品時間平均值相約。但值得留意年級愈小，他們使用電

子產品時間增加平均值相對最大，幼稚園是 2.7 小時，小一至小三 2.5 小時。根據 2019 年 12 月中

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團隊的「香港兒童眼科計劃」發布的調查，發現香港 6 歲兒童的近視比率

（11.4%）為「全球之冠」。在疫情下劏房學童增加使用電子產品時間，相信兒童的近視比率將進

一步惡化。 

 

 

  

 人數 % 

沒有改變/變少 65 22.4% 

更加少於 1 小時 36 12.3% 

多於 1 小時 至 2 小時 51 18% 

多於 2 小時 至 3 小時 37 13% 

多於 3 小時 至 4 小時 22 7.5% 

多於 4 小時 至 5 小時 22 7.5% 

多於 5 小時 至 6 小時 18 6% 

多於 6 小時 至 7 小時 5 1.7% 

多於 7 小時 至 8 小時 4 1.3% 

多於 8 小時 至 10 小時 4 1.3% 

沒有回答 27 9% 

總數 291 100% 

 人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幼稚園 18 2.750 .0 7.0 

小一至小三 90 2.489 -2.0 8.0 

小四至小六 74 2.311 -2.0 10.0 

中一至中三 52 2.298 -2.0 9.5 

中四至中六 27 2.111 .0 7.5 

大專 3 2.167 .0 4.5 

總數 264 2.377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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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劏房學童的不利處境 

CI) 學童視力情況 

疫情前有視力問題 (表 23.1) 

 視力問題情況 人數 (N=138) 人數 % 

有 近視    

近視+遠視  

近視+散光 

近視+遠視 +散光 

遠視 +散光 

散光 

無回答 

54 

1 

30 

2 

3 

8 

39 

138 47% 

沒有 59 20% 

不知道 92 31% 

無回答 2 2% 

總數 291 100% 

 

疫情前學童近視情況 (表 23.2) 

 近視 (N=54) 近視+散光 (N=30) 

幼稚園 0 0 

小一至小三 10 7 

小四至小六 11 9 

中一至中三 17 9 

中四至中六 14 5 

大專 2 0 

總數 54 30 

 

疫情前有視力問題，學童有否佩帶眼鏡嗎? (表 23.3) 

 人數 (N=138) % 

有 99 71% 

沒有 30 22% 

無回答 9 7% 

總數 138 100% 

 

根據表 23.1 疫情前已有接近一半(50%)的學童有視力問題包括近視、散光或遠視，家長不知道學童

有否視力問題佔三成(31%)。七成學童在疫情前已經需要佩帶眼鏡矯正視力。(表 23.3) 而表 23.2 顯

示初小組別(小一至小三)有 17 名學童，高小(小四至小六)有 20 名學童出現近視的情況。調查顯示

在疫情前劏房學童早於初小便出現近視的情况，相信在疫情後學童近視比率及人數將更多，大眾習

以為常的學童過早出現近視情況，實為「不能接受」的公共衛生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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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眼睛健康的現況 (n=291) (表 23.4) 

 有人數 

(%) 

出現的時期 

<1 個月 已經 1 個月 
已經 2 個

月 

已經 3 個月 4 個月以上 

學童表示視覺模糊／重

複，聚焦感到困難／遲鈍 

85 (29%) 20 

(23.5%) 

14 12 5 29 

學童表示眼睛對亮光敏感 
121 

(41.6%) 

11 (9%) 17 7 2 22 

眼乾、眼澀 
109 

(37.5%) 

39 (36%) 24 9 6 22 

流眼水 41 (14%)  11 (27% 10 4 2 10 

眼睛痕癢、捽眼 
147 

(50.5%) 

38 (13%) 30 12 10 46 (31%) 

紅眼、眼睛有血絲 60 (20.6%) 22 (37%) 10 9 3 11 

首 3 位最多學童出現眼睛健康狀況為眼睛痕癢、捽眼(50.5%)，學童表示眼睛對亮光敏感 (41.6%)

及眼乾、眼澀(37.5%)。而八成出現眼睛痕癢、捽眼的學童的情況已超過 4 個月，有三成(31%)的

學童有關情況已出現 4 個月以上。 

 

D) 健康素養 (health literacy)  

-家長及學童對「基本健康資訊及醫療服務的取得、理解、應用的能力」 

DI) 基本眼睛健康資訊的理解 

家長和學童清楚知道視力變差是一個不能逆轉的狀況 (表 24) 

 家長 學童 

知道 239 (82%) 150 (51%) 

不知道 52 (18%) 138 (48%) 

無回答 0 3 (1%) 

總數 291 291 

接近兩成(18%)的家長及接近一半(48%)的學童不知道視力變差是一個不能逆轉的狀況。 

 

家長認為學童視力會影響日後就業機會 (表 25) 

 人數 % 

影響 235 81% 

不影響 30 10% 

無回答 26 9% 

總數 291 100% 

超過八成家長認為學童視力會影響日後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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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 基本眼睛健康資訊的取得及應用的能力 

家長對保護學童視力的能力 (n=291) (表 26) 

 有 沒有 無回答 

足夠的知識察覺學童的視力狀況  57 (19.5%) 212 (73%) 22 (7.5%) 

有途徑接觸視力健康的資訊 54 (18.5%) 215 (74%) 22 (7.5%) 

有途徑諮詢專業意見跟進學童視力健康  34 (11.5%) 235 (81%) 22 (7.5%) 

有資源定時為學童檢測視力 32 (11%) 237 (81.5%) 22 (7.5%) 

調查顯示，八成的家長沒有資源定時為學童檢測視力(81.5%)及沒有途徑諮詢專業意見跟進學童視

力健康(81%)。而接近七成五的家庭表示沒有途徑接觸視力健康的資訊(74%)及沒有足夠的知識察

覺學童的視力狀況(73%)。而在保護學童視力的範疇上，家長在取得及應用相關健康資訊擔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 

 

學童在保持視力健康的行為 (n=291) (表 27) 

 
在家長要求下

完成人數 

學童不用提

醒下完成人

數 

沒有此行為 

人數 

無回答 

 

使用較大屏幕的電子產品上網 54 (18.6%) 53 (18.2%) 160 (55%) 24 (8.2%) 

在室內光線充足下看書做功課／ 

使用電子裝置 

127 (43.6%)  111 

(38.1%) 

27 (9.3%) 26 (8.9%) 

觀看手機或電腦時與屏幕保持 30 厘米 

以上的距離 

123 (42.3%) 62 (21.3%) 78 (26.8%) 28 (9.6%) 

端正地坐著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 140 (48.1%) 62 (21.3%) 65 (22.3%) 24 (8.2%) 

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時， 

每逢進行 30 分鐘就會休息 5-10 分鐘 

103 (35.4%) 33 (11.3%) 131 (45%) 24 (8.2%) 

讓眼睛休息時，會遠眺望景物 88 (30.2%) 31 (10.7%) 147 (50.5%)  25 (8.6%) 

一天當中眼睛注視電子螢幕的總時數不

超過 2 小時 

92 (31.6%) 38 (13.1%) 137 (47.1%) 24 (8.2%) 

平均一星期到戶外活動的總時數達到 2

小時 

122 (42%) 63 (21.6%) 78 (26.8%) 28 (9.6%) 

 

表 27 顯示，超過或接近一半的學童並有主動行為以保持視力健康的個人行為，包括使用較大屏幕

的電子產品上網(55%)，讓眼睛休息時，會遠眺望景物(50.5%)，一天當中眼睛注視電子螢幕的總時

數不超過 2 小時(47.1%)及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時，每逢進行 30 分鐘就會休息 5-10 分鐘

(45%)。而使用較大屏幕的電子產品上網及讓眼睛休息時，會遠眺望景物，這兩項可能與劏房學童

在電子產品資源及居住環境上未能配合。 

 

值得留意，有三項是在家長要求下完成比率超過或接近四成半，包括端正地坐著看書/做功課/使用

電子裝置(48.1%)，在室內光線充足下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43.6%)及觀看手機或電腦時與屏

幕保持 30 厘米以上的距離 (42.3%)。由此可見，家長在上述三項保護學童視力行為上較為認同，

又或者是較易提醒及要求學童跟隨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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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分析 
 

劏房學童的不利處境 

 

1) 眼睛健康．劏房學童過早出現近視的情況 

透過表 21 及表 22，不同年級學童，在疫情後增加使用電子產品時間平均值相約。但值得留意年級

愈小，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時間增加平均值相對最大，幼稚園是 2.7 小時，小一至小三 2.5 小時。根

據 2019 年 12 月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團隊的「香港兒童眼科計劃」發布的調查，發現香港 6 歲兒童

的近視比率（11.4%）為「全球之冠」。在疫情下劏房學童增加使用電子產品時間，相信兒童的近視

比率將進一步惡化。 

 

根據表 23.1 疫情前已有接近一半(50%)的學童有視力問題包括近視、散光或遠視，家長不知道學童

有否視力問題佔三成(31%)。七成學童在疫情前已經需要佩帶眼鏡矯正視力。(表 23.3) 而表 23.2 顯

示初小組別(小一至小三)有 17 名學童，高小(小四至小六)有 20 名學童出現近視的情況。調查顯示

在疫情前劏房學童早於初小便出現近視的情况，相信在疫情後學童近視比率及人數將更多，大眾習

以為常的學童過早出現近視情況，實為「不能接受」的公共衛生警號。 

 

首 3 位最多學童出現眼睛健康狀況為眼睛痕癢、捽眼(50.5%)，學童表示眼睛對亮光敏感 (41.6%)

及眼乾、眼澀(37.5%)。而八成出現眼睛痕癢、捽眼的學童的情況已超過 4 個月，有三成(31%)的學

童有關情況已出現 4 個月以上。(表 34)上述學童出現的情況，可能與眼疾有關連，故非常需要關注

及跟進。 

 

2) 劏房學童面對在家網上學習的困難 

調查顯示，仍有接近兩成(18.5%)的學童只能利用智能手機完成網上學習，另外只能單一使用相對

桌上/手提電腦屏幕較細的平板電腦也佔整體學童 7%。電子產品屏幕細，令學童需要近距離觀看屏

幕，容易導致眼睛疲勞影響學童視力。(表 16.1) 

 

有超過三成半的被訪家庭是使用電話流動數據作上網方法，一半是用電話公司流動上網(50%)，值

得留意當中有四分之一(25%)是使用儲值卡上網。在疫情下，上述上網方法並不能應付學童需要在

家網上學習的數據要求。在了解單一使用「電話流動數據作上網方法」的被訪者後，我們得知部份

劏房單位因「寬頻線位」已爆滿，令他們未能接駁家居寬頻服務，影響網絡的穩定性。 

 

綜觀有六成半的被訪者表示劏房上網並不穩定，上網途中會斷線及網速緩慢的情況。有關網絡(數

碼不公平)的情況，在疫情下直接影響學童網上學習的吸收及動機，影響他們的學習進度。(表 16.3)。

然而，大部分家長並未能為學童提供幫助，接近七成(69%)的家長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遇到困難。

(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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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低收入/貧窮家庭 

用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50%與被訪者家庭人數的入息中位數比較，發現被訪 2 人、4 人及 5 人

家庭的入息中位數遠遜於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50%，其中以 5 人家庭的相差最遠為$9,200, 其

次為 2 人家庭差額為$4,300 及 4 人家庭$3,000。而 3 人家庭的入息中位數($16,000)與全港家庭住戶

每月入息中位數($16,250)相約。(表 9) 

 

由表 7、表 8 及表 9 的數據顯示，被訪家庭正處於貧窮邊緣，除 6 人的家庭組合外，其餘 2 人、4

人及 5 人家庭入息中位數遠遜於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50%。而 2 人至 5 人家庭的租收比中位

數已超過三成或以上。按國際量度租住房屋的可負擔性 (Affordability)，一般會以租金佔入息比例

(Rent to Income Ratio)的 30%作為分界線。現時房屋署推行租金援助計劃，若家庭租金與入息比例

超過 25%，便可獲減一半租金。是次調查發現，被訪家庭的租金佔家庭收入較高比例，令他們陷

入貧窮的處境。根據表 10，有接近四分一(24%)的學童為節省電費，縱然室內光線不足也不開燈或

少開燈做功課，可見他們家庭經濟壓力的沈重。 

 

居住面積狹窄 

調查顯示，以家庭人數與居住面積的中位數比較及分析，4 人家庭的居住面積最為狹小，人均居住

面積只得 37.5 呎或以下，而 2 人、3 人、5 人及 6 人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介乎 50 呎或以下。

由此可見，被訪家庭的居住環境十分擠迫，人均居住面積遠低於 76 呎，即房屋署視為擠逼戶可獲

安排搬遷較大單位。由於劏房面積窄小，學童往往只能坐在光線不足的上格或下格床上做功課或上

網課，一方面影響視力，另一方面亦影響他們的脊椎發展。居住面積狹窄可成為解釋，表 15 有五

成半的學童是慣常在光線不足的地方(例如: 上下格床、走廊)閱讀或使用電子產品。 

 

居住環境光線/光源情況 

根據表 12 及表 13，仍有 3.4%即 10 戶被訪家庭居於沒有窗戶的不適切居所內。在 291 戶中有 281

戶(96.6%)被訪者表示劏房「有窗戶」，在有回答窗外景觀的 180 戶中，將他們的答案歸類後發現絕

大部份窗外是沒有景觀，包括近距離見到對面大廈的牆壁(31.7%)，馬路/天橋 (16.7%)及天井(7.2%)。

透過與被訪者接觸，我們得知不少劏房家庭有窗戶也不能或不願打開，其原因包括面對環境衛生惡

劣的天井、不願見到對面大廈的牆壁及面向馬路/天橋所聽到的噪音。為節省租金，基層家庭往往

租住一些沒有窗，或窗戶面對天井而不會打開的劏房作居所，令學童未能利用窗外的自然光線做功

課，保護眼睛。 

 

表 14 顯示，整體有 17 人(5.8%)就室內光線的四個範疇全部「不能做到」；另外有 44 人(15%)表示

「有困難做到」四個範疇。四個家長自我評估能否做到的範疇﹔1)光線充足、2)光線穩定、3)光線

均勻、4)光線柔和舒適，將「不能做到」及「有困難能做」一起累計，佔整體兩成(20.8%)。即有兩

成劏房家長認為室內光線不足、不穩定、不均勻及不柔和舒適，上述室內光線情況直接影響學童眼

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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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9 位被訪者認為不能或有困難做到室內光線充足，佔整體 48%。值得留意是絕大部份的劏房

在全屋燈亮後也是不夠光。根據歐盟標準，如果要保護學童眼睛，近距離工作（包括做功課、書寫

及使用電子產品）需要 500 個 lux（勒克斯，量度光度單位）或以上，可是到訪 40 個參加計劃的劏

房家庭後，只有一戶勉強符合上述標準。而其餘的家庭在所有燈亮着後也只得 200 個 lux 或以下，

遠遜於歐盟標準。由於我們的眼睛會適應室內光線的轉變，故大部份家長並未察覺劏房光線不足的

情況。 

 

家長未能支援學童在家網上學習 

根據表 17 顯示，接近七成(69%)的家長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遇到困難，當中 202 位家長表示協助學

童網上學習遇到困難，當中最常出現是網速太慢(75.7%)，其次是電子產品太舊，不能支援教學軟

件(22.3%)及在沒有網上學習技術支援下，家長不懂使用電腦或軟件(18.8%)。 

 

綜合表 19 及表 20，有一半(53%)家長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感困擾。超過三成(31%)家長最感困擾的

內容是家長不懂教學童處理網上功課、上網及使用電腦，其次是學童網上學習時出現網絡問題或網

速慢(12%)，令學童未能與其他學童在相同的情況下學習，影響他們的吸收及學習動機。 

 

 

4) 健康素養 (health literacy) 

家長及學童對「基本健康資訊及醫療服務的取得、理解、應用的能力」基本眼睛健康資訊的理解 

 

表24顯示，接近兩成(18%)的家長及接近一半(48%)的學童不知道視力變差是一個不能逆轉的狀況。

上述結果顯示，最少有一半學童仍未明白視力變差是不能逆轉的事實，深近視將構成日後不同眼疾

的關連。另外，有八成的家長沒有資源定時為學童檢測視力(81.5%)及沒有途徑諮詢專業意見跟進

學童視力健康(81%)。而接近七成五的家庭表示沒有途徑接觸視力健康的資訊(74%)及沒有足夠的

知識察覺學童的視力狀況(73%)。而在保護學童視力的範疇上，家長在取得及應用相關健康資訊擔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表 26 我們得出在社區推廣眼睛健康及護眼資訊的迫切性及重要性。 

 

表 27 顯示，超過或接近一半的學童並未有保持視力健康的個人行為，包括使用較大屏幕的電子產

品上網(55%)，讓眼睛休息時，會遠眺望景物(50.5%)，一天當中眼睛注視電子螢幕的總時數不超過

2 小時(47.1%)及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時，每逢進行 30 分鐘就會休息 5-10 分鐘(45%)。在

未能做到使用較大屏幕的電子產品上網及讓眼睛休息時，會遠眺望景物，這兩項可能與劏房學童在

電子產品資源及居住環境上未能配合。 

 

值得留意，有三項是在家長要求下完成比率超過或接近四成半，包括端正地坐著看書/做功課/使用

電子裝置(48.1%)，在室內光線充足下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43.6%)及觀看手機或電腦時與屏

幕保持 30 厘米以上的距離 (42.3%)。由此可見，家長在上述三項保護學童視力行為上較為認同，

又或者是較易提醒及要求學童跟隨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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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透過「社醫共生」的工作手法回應劏房學童眼睛健康的需要 

本計劃於過去一年，透過與協作伙伴「醫護行者」的共學及共生，以社區共同參與模式，令社

區持份者「共同參與」一起回應社區健康需要，計劃成功將一些專業的概念、資訊變成「貼地」

的護眼知識向劏房家長及學童傳遞，提升他們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讓他們有信心、能力

及資源應對保護學童眼睛健康的挑戰。計劃的成效引證「社醫共生」應對劏房學童視力健康的

重要性。「社醫共生」同時強調組織社會力量的元素，故此提升持份者或不同組織的健康素養，

包括提高健康資訊及服務的可及性、可讀性及可用性，令家長在社區上更容易接觸及理解相關

健康資訊及服務。 

 

另外，本計劃回應劏房光源不足的不利處境，透過送贈燈具增加學童學習環境的光線，保護他

們的眼睛。縱然計劃在送贈燈具前已舉行家長工作坊或透過短片教授正確的安裝燈具方法，可

是仍有不少家長因居住環境的限制，令燈具的安裝不甚理想。故此，「醫護行者」的社區護士協

助培訓一班關注學童眼睛健康的家長，讓她們成為「護眼使者」向其他家長教授正確安裝燈具

的方法及分享護眼資訊及與小朋友有效溝通的心得，讓她們協助其他家長重拾基本健康資訊的

信心及能力。 

 

因計劃座落於深水埗區，故是次參與服務對象主要為九龍西的基層劏房家庭。因計劃資源有限，

未能回應及支援全港其他地區的劏房學童及家長需要，讓他們在資源、個人生活習慣及知識上

得以提升，一同保護學童眼睛健康。故此，我們建議政府提供額外資源讓各區也可以透過「社

區發展」及「社醫共生」的工作模式，連同地區持份者合力回應劏房學童的不利處境。 

 

2) 謀求社區方法(community solution)應對不適切居所衍生的學童健康需要問題 

基層家庭因節省租金開支租住劏房，包括沒有窗戶或窗戶面對天井而不會打開的劏房作居所，

令學童未能利用窗外的自然光線做功課，保護眼睛。另外，因居住面積狹窄學童需要用不合身

高比例的桌椅，又或是坐於上格或下格床上做功課，未能確保合適書寫或使用電子產品的距離，

影響他們視力及脊椎健康。 

 

除要求政府盡快及多興建公屋外，基層學童在未能離開不適切居所前，社區的參與及支援顯得

最為重要。我們呼籲地區學校、堂區、教會、小店或企業在中午或下午時段借出地方，讓學童

可以在充足的光線、確保書寫及閱讀距離的空間、及提供合適身高比例的桌椅的環境下，讓學

童可以完成功課或溫習。例如學校能於假日或放學後開放操場或課室，讓劏房學童可以在合適

的環境下完成功課。現時計劃已聯絡一些有心的店舖(書店、餐廳)並得到他們的同意借出地方

供劏房學童使用。然而，劏房的學童遠遠多於願意借出地方的店舖數量，故此一方面需要提升

家長及學童的健康素養，另一方面需要社區的參與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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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發展」讓大眾反思「不能接受」的公共衛生警號 

透過「社區工作」手法，令社區人士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不正常的公共衛生現象」，即香

港學童早於小學一年級甚至幼稚園已出現近視的現况，實為「不能接受」的公共衛生警號。透

過社區教育活動、街展讓大眾關注學童眼睛健康的議題，由一個「個人健康問題」變成一個具

有公共、共通性的「社會健康議題」。惟有將學童眼睛健康變成公共衛生議題，這樣在課程設

計(包括戶外活動的多寡、網課的長度、內容上會否加入護眼知識等)、政府投入的資源、社區

參與、樓宇設計上得以改變。透過提升「公共衛生」的關注，讓學童的個人生活習慣、家長知

識及信心得以提升，令學童過早出現近視的不合理現象得以正視。透過及早識別及處理，正視

學童眼睛健康的問題，避免這一代學童因深近視出現的眼疾問題，成為日後香港公共醫療沉重

的負擔。 

 

4) 積極應對學童網上學習遇到的困難 

學校在網課設計上應同時兼顧學童眼睛健康的需要，讓學童在網課超過 20 分鐘便有 20 秒望 20

呎以外的遠物，有關做法讓眼睛肌肉得以休息，減少近視的風險。老師刻意提醒學童需要讓眼

睛休息，暫時離開電子產品對眼睛正在發育的幼稚園及小學生尤為重要。 

 

另外，就劏房網絡不穩定或網速緩慢；未能使用較大或較新穎電子產品上網的情況，有不少社

福機構或學校已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流動數據儲值卡上網及提供屏幕較大或可支援更新軟件的

電子產品，讓處於數碼不公平的劏房學童可以有一個較公平的學習起步點。但由於部份劏房未

能接駁家居寬頻服務，故持續提供流動數據儲值卡上網有其必要性。另外，政府亦需在電腦技

術上支援家長/學童使用或更新軟件、於政府不同部門提供免費列印服務，讓學校轉用網上授課

時可支援有需要的學童列印功課或資料。老師、社工、社區人士及持份者亦需留意學童在網上

授課或學習時有否因為網絡及電子產品的問題，影響他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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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樣本  

疫情下劏房學童視力及網上學習 問卷調查   

受訪者背景資料    

就讀年級﹕                         學童年齡﹕                     

家長/監護人性別﹕□男 □女  同住家庭人數(包括填表者)﹕                 

劏房實用面積(包括廚廁)﹕ □少於 100 呎 □100 -150 呎 □151 -200 呎 □201-250 呎 □251-300 呎  

 □301-350 呎 □351-400 呎 □401 呎或以上 

居住區域﹕□港島及離島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劏房租金﹕每月                     家庭總收入﹕每月                 

家居環境是否有窗戶？ □沒有  □有  

→ 如有窗戶，窗外景觀﹕_________________  (例如對天井、對面大廈牆壁、估算可望最遠處的距離) 

 

家長/監護人類型: □在職    □家庭照顧者   □失業    □退休     

           

II) 上網及使用電子產品情況 

學童可使用的家居電子產品 (可選多項)︰ □電視    □桌上電腦    □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   

 □智能手機   □其他：                       

 

上網方式 (可選多項)︰ □家居寬頻 ➔ □LAN 線  □WIFI 路由器 

                     □電話流動數據 ➔ □電話公司流動數據計劃  □儲值卡  □其他：                            

  

上網是否穩定(如:上網途中會否斷線、網速有否時快時慢) ﹕□穩定   □不穩定 

 

處理網上學習有否遇到困難﹕ □沒有 □有 

若有(可選多項): □網速太慢  □電子產品型號太舊，不能支援教學軟件  □未能於劏房安裝寬頻 

               □不能分辨學童是網上學習還是網上娛樂  □沒有網上學習技術支援  其他：        

 

在協助學童網上學習有否遇到困擾﹕□沒有 □有 如有，請註明﹕                             

學童每日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及用途:  (請於填寫數字，1 為使用時間最多、3 為最少) 

疫情前(停課前) → 每日使用的平均時間：               小時 

□網上學習(學童/家長建議)  □學校網上授課/做功課  □娛樂(電子遊戲、睇片、社交媒體等) 

□其他：                       

 

停課後(2020 年 2 月)至現在 →每日使用的平均時間：               小時 

□網上學習(學童/家長建議)  □學校網上授課/做功課  □娛樂(電子遊戲、睇片、社交媒體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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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在使用電子裝置時，室內光線如何？（圈出數字） 

 
不能 

做到 
有困難 

完全

做到 

室內光線充足 → 沒有傢俬雜物阻擋光源     1       2       3 

室內光線穩定 → 光線不會時光時暗     1       2       3 

室內光線均勻 → 光線不會過光過暗     1       2       3 

室內光線柔和舒適 →光線不會令眼睛疲勞     1       2       3 

 

學童有沒有曾經為了節省電費，而盡量不開燈或少開燈做功課或上網做功課，就算家裡光線不足呢？ 

□沒有       □有 

 

學童是否慣常在光線不足的地方(例如: 上下架床、走廊)閱讀或使用電子產品? 

□沒有       □有 (原因：                                         ) 

 

III) 學童視力情況 

停課前學童本身 (12/2019 前) 有沒有視力問題？ 未曾驗眼→□不知道  →曾驗眼 □沒有   □有 

最近你知道的學童視力情況 

□近視 (左眼度數：               ；右眼度數：               )    

□散光 (左眼度數：               ；右眼度數：               ) 

□遠視 (左眼度數：               ；右眼度數：               ) 

□其他：                           

 

學童有佩帶眼鏡嗎？(如上題回答有視力問題) 

□有       □沒有 (原因：                                         ) 

 

學童有否以下行為保養眼睛?  請於每題✓出最合適的選項 

 
在家長要

求下完成 

學童不用提

醒下完成 

沒

有 
如沒有做到的原因 

使用較大屏幕的電子產品上網     

每星期食用不少於 2 次的護眼產品/維他命     

每星期不少於 2 次進行護眼操     

在室內光線充足下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     

端正地坐著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     

觀看手機或電腦時與屏幕保持 30 厘米以上的距離     

看書／做功課／使用電子裝置時，每逢進行 30 分鐘

就會休息 5-10 分鐘 

    

讓眼睛休息時，會眺望遠方景物     

一天當中眼睛注視電子螢幕的總時數不超過 2 小時     

平均一星期到戶外活動的總時數達到 2 小時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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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足夠的知識察覺學童的視力狀況？  □有  □沒有 

你是否有途徑接觸視力健康的資訊？      □有  □沒有  

你是否有途徑諮詢專業意見跟進學童視力健康？   □有  □沒有  

你是否有資源定時為學童檢測視力？      □有  □沒有  

 

學童停課後有否出現以下情況嗎？ 請於每條✓ 

 沒有 不知道 有 

如有，請於每題✓出最合適的選項 

少於 1 個月 已經 1 個月 已經 2 個月 
已經 3 個

月 

已經 4 個月

或以上 

學童表示視覺模糊／重複， 

聚焦感到困難／遲鈍 
 

       

學童表示眼睛對亮光敏感  
       

眼乾、眼澀  
       

流眼水  
       

眼睛痕癢、捽眼  
       

紅眼、眼睛有血絲  
       

其他（請註明）：  
       

你認為學童視力會否影響他們日後就業機會(例如成為紀律部隊、飛機師) ？  □會  □不會                

你和學童是否清楚知道視力變差是一個不能逆轉的狀況？ 家長 □知道       □不知道 

                                                   學童 □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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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8%B8 

 

NOW 新聞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29920 

 

東網 ON.CC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404/bkn-20210404124729322-0404_00822_001.html 

 

巴士的報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23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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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4/05/AP606a2476e4b04e1918cf1daa.html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4/04/AP60697daee4b04e1918cf0ec4.html 

 

大公網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1/0405/570992.html 

https://epaper.tkww.hk/a/202104/05/AP606a2a42e4b0661d5580e58d.html 

 

香港電台 RTH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lmRHUBJvYc5NopK6f5O6Vtz5kab8Hhv/view?usp=sharing 

 

 

The Standard 英文虎報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section/4/168888/NGO-says-many-students-have-

to-study-without-sufficient-ligh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health-environment/article/3128273/more-half-hong-kong-

parents-living-subdi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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