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心兒童身心福祉 思考公共遊樂場的各種可能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也徹底顛覆了小朋友的生活日程和成長環境，除長期居

家抗疫、獨個兒網課學習外，更因遊樂場長時間關閉而無法在戶外空間自由遊樂。 

 

小朋友需要遊戲，無論境況如何，小朋友的遊戲本能和成長需要均不會改變，更

需要回應和照顧。在戶外遊樂場玩遊戲，如自由跑動、跳躍、攀爬，瀡滑梯、盪

鞦韆等、對促進小朋友的健康發展尤為重要；而接觸自然陽光和天然草木，更有

助紓緩壓力和舒展身心，疫情下，家長和小朋友同樣精神繃緊，對資源缺乏和特

殊需要的小朋友而言，衝擊更甚。新常態下，遊樂與防疫應可同時並存，關鍵在

如何平衡需要和減低風險，而在空氣流通的戶外玩遊戲，感染的機會也相對較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20 年 3 月 28 日開始關閉戶外兒童遊樂設施，因應疫情

起伏而有間斷開放兒童遊樂場。隨著第四波疫情緩和，莘莘學子重拾復課的節奏，

各種康樂體育設施也陸續開放，康文署亦宣佈於 2021 年 4 月 1 日重新開放戶外

兒童遊樂設施。我們期望康文署此舉能帶起牽頭作用，引領各個主要管理者，包

括民政事務署、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及各個提供公共遊樂空間的政府部門及

公營機構，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渠務署、水務署、領展、港鐵及各個私人物業

管理者，重新思考開放旗下的公共遊樂場。 

 

就短期措施方面，我們建議管理單位善用既有資源，因應各個遊樂場的使用狀況

及地區特點，再行整合調節： 

 對圍封已久的遊樂設施作基本清潔及檢查，確保運作正常 

 公佈開放時間，並於關閉以作清潔時，採用鐵馬或繩子圍封指定範圍，毋須

將遊樂設施一一封條，以方便翌日運作 

 視乎遊樂設施的數量和使用頻率，加強清潔，例如每天一次至三次 

 配合地區需要和場地特色，提供酒精搓手液 

 透過放置橫額、張貼告示或廣播等，公開發放有關防疫措施的各種資訊，並

採取圖文並茂的兒童友善表達方式 

 安排公園主管評估審視各項防疫措施的執行情況 

 為家長提供統一及整合的訊息平台，以方便獲取與照顧兒童有關的防疫資訊 

 

   

 

 

 

 



 

 

 

 

應對疫情有機會反覆重來，可行的中期措施包括： 

 審視開放措施，並為公園主管及執行員工提供相關在職培訓，以提升實踐果

效 

 透過多元化及創新方式收集使用者的意見，包括家長和小朋友，以調節執行

方向 

 

長遠而言，政府可考慮任命專責單位，監察與兒童身心健康有關的各種突發狀況，

並適時向政府建議對應措施，有需要時則啟動跨部門協作，制定政策。至於與戶

外遊樂息息相關的遊樂空間設計、規劃及管理，則必需透過有系統的知識傳遞、

在職培訓及親身體驗，務求專責人士可設身處地認識兒童的需要和理解家長的關

注，進一步創造適合兒童成長的理想環境。 

 

對家長來說，使用遊樂場期間亦必須肩負起照顧子女的責任，確保小朋友身體健

康，提醒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衛生，並指導子女配合管理者的措施、保持社交距

離、公平享用數量有限的遊樂設施之餘，亦需要愛惜和保護相關設施。 

 

抗疫逾年，城市的步伐被逼放慢了，唯獨孩子的成長卻未有停下來，而關心下一

代的應不僅限於家長，因為城市的未來是整個城市的事，期望你我攜手，趕緊把

握！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2021 年 4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