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護孩子 亦需平衡學習社交 

 

不經不覺，新冠肺炎已與我們相處了一整年，在這一年間，無論你是教師、學生或家長，在教

育這條路上，我們一起走上了最不容易的一年：教師要忙着研究如何在家和學生上網課，一方

面要和其他教師們共同備課，網上處理學校行政事務及評估安排；學生每天都渴望回校，上實

體課求知識、學問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但與同學之間實體見面、暢談及玩耍更為重要；家長

更不容易，除了應付疫情帶來工作上的改變，疫情初期，還要去搶口罩及清潔物資，更要照顧

困在家中，無法上學及無法外出放電的子女起居飲食，多重壓力纏身，實不容易。 

農曆新年假後，學校有不同的復課操作，部分學校繼續維持停課，讓所有師生在家中繼續上網

課；也有些學校只讓三分之一、而且是高年級的學生回校上課；部分學校同樣只讓三分之一學

生回校，但是輪流讓不同級別上學，好使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回校上課；當然，有些學校全體教

師都願意檢測，便可讓全體學生回校上課了。 

無論校方安排如何，也帶出「可回校上課」的信息，不過，這亦為某些家長帶來煩惱：這一刻，

我應否讓孩子回校上課？我從觀察中，發現有兩類型的家長：有一批家長，在疫情期間從來沒

有讓子女外出，保證他們不會有任何機會接觸到感染源頭；亦有另一些家長，替子女做好足夠

的保護措施後，仍然會維持一定的社交生活，如朋友及家人聚會，也會到郊外遊玩，甚或在康

體處所或主題樂園重開後，讓孩子放放電，玩一玩。 

家長如何面對疫情，是沒有對錯；學校提供復課的選擇，家長是否讓子女回校上課，也是沒有

對與錯的分別。因為子女就是父母最寶貴的小禮物，但如何保護孩子免受疫情影響之餘，也可

平衡學習及日常社交生活，這就要考驗家長的智慧。說到尾，不同時代都會有不同的衝擊，可

預視的將來，肯定有更多不穩定的社會、經濟及氣候狀况，重要的，不是父母能為子女擋多少，

而是如何陪伴他們，一同攜手渡過人生的每一個難關。 

文：朱子穎（德萃幼稚園部及小學部總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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