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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摘要 

 

1.1 為了解近日疫情對隔代照顧家庭帶來的影響及照顧需要的轉變，以及探

討現今祖父母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狀況，信義會沙田多元化金齡

服務中心 「智愛．承傳」隔代家庭照顧支援服務 (本服務) 委託本會的

「循證管理及研究組」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5 月 10 日期間，進行了

一次名為「隔代家庭於疫情下照顧模式及壓力轉變問卷調查」。是次問

卷調查以方便抽樣法 (Convenience sampling) 進行取樣，受訪對象主

要為本服務及本計劃曾接觸之學校網絡所能接觸之隔代照顧家庭，受訪

者分兩類 1) 負責隔代照顧的祖父母；2) 有安排隔代照顧的家長。受訪者

以自填網上問卷、實體問卷或由職員電話訪問的方式回應，共收回 141

份有效問卷，當中由祖父母填寫的共有 80 份，由父母填寫的則有 61 份，

以下為是次問卷調查的主要分析結果。 

 

1.2 是次問卷調查所接觸到需要隔代照顧的祖父母以「頻密照顧者」為主。

於疫症期間，他們在每星期照顧之日數及照顧模式均以不變為主，而每

次連續照顧時數則由疫症前平均每次 9.79 小時增加至疫症期間的 10.7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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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疫症期間，普遍受訪祖父母沒有因照顧孫子女而感到太大壓力，而在照

顧孫子女各方面的壓力亦與疫症前「差不多」。但對部分祖父母而言，

疫症下的照顧壓力依然存在，逾三成受訪祖父母表示疫症期間在「照顧

孫子女起居生活」及「面對孫子女學習」方面的壓力是「增加／大幅增

加」了 。此外，「祖父」及「與孫子女同住」的祖父母亦面對相對較大

的照顧壓力。 

 

1.4 為鼓勵隔代照顧家庭內部溝通與支援，是次問卷調查亦特意邀請父母參

與，從父母作為觀察者的角度了解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時的壓力及可能面

對的困難。父母對祖父母照顧孫子女的壓力評估傾向高於祖父母的自我

評估，反映父母對祖父母於疫症下之照顧壓力的關心與重視，然而祖父

母所感受到的實際支援變化不大。而在眾多種照顧壓力中，父母尤其擔

心祖父母在應付孫子女疫症下學習需要而產生的壓力。 

 

1.5 除照顧狀況及壓力外，是次調查亦關注祖父母在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的現況。調查結果發現祖父母 ICT 應用效能感普遍不高，不少受訪者自

覺其使用 ICT 的能力未能應付孫子女疫症下的學習需要，對一些常用的

ICT 工具亦未能獨自操作，反映祖父母在 ICT 方面有其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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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由第三方提供 ICT 學習相關的協助或較切合隔代照顧家庭的需要，但對

服務提供者的挑戰是思考如何配合需要長時間照顧的祖父母的需要及策

發祖父母的學習動機。 

 

1.7 根據是次研究分析，本會有三項服務建議，包括１） 考慮設立祖父專屬

支援服務；２）安排活動時宜保持彈性如網上與實體混合模式；及３）

提供由照顧者自身需要出發設計 ICT 課程內容及建立共學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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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背景 

 

2.1 「智愛．承傳：隔代照顧家庭支援服務」由 2016 年開始推行，一直致

力為需要隔代照顧的祖父母提供支援，並著力推動三代溝通的社區教育，

強調祖父母生命回顧、重構有為者身分、增進祖孫親密感及倡導社會關

注隔代照顧。 

2.2 在過去一年，疫症為香港社會帶來不少的轉化，為了解近日疫情對隔代

照顧家庭帶來的影響及照顧需要的轉變，以及探討現今祖父母使用資訊

及通訊科技(ICT)的狀況，信義會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智愛．承傳」

隔代家庭照顧支援服務 (本服務) 委託本會的「循證管理及研究組」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5 月 10 日期間，進行了一次名為「隔代家庭於疫

情下照顧模式及壓力轉變問卷調查」。 

 

3. 研究目的 

 

3.1. 了解隔代家庭於疫情下的照顧狀況； 

3.2. 了解隔代家庭的照顧壓力狀況； 

3.3. 窺探祖父母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現況。 

 

https://elcsshk.wixsite.com/grand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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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是次問卷調查的受訪對象主要為本服務及本計劃曾接觸之學校網絡所能

接觸之隔代照顧家庭，受訪者分兩類﹕1) 負責隔代照顧的祖父母；2) 有

安排隔代照顧的家長。 

4.2. 受訪者以自填網上問卷、實體問卷或由職員電話訪問的方式回應，共收

回 141 份有效問卷，當中由祖父母填寫的共有 80 份，由父母填寫的則

有 61 份，是次問卷調查的主要分析結果請閱第 5 部分。 

 

工具  問卷調查 

o 由受訪者自行填寫網上問卷 

o 由受訪者自行填寫實體問卷 

o 由職員電話訪問 

對象  負責隔代照顧的祖父母 

 有安排隔代照顧的家長 

期間  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5 月 10 日 

抽樣方法  方便抽樣法 (Convenience sampling)  

 本服務之隔代照顧家庭 

 本計劃曾接觸之學校網絡所能接觸之隔代照顧家庭 

結果  祖父母﹕80 份有效問卷  

 父母﹕61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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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分析結果 
 

 

5.1 是次問卷調查所接觸到需要隔代照顧的祖父母以「頻密照顧者」為主。疫症期間，他們在每星期照顧孫子女之日

數及照顧模式大多不變 (即一星期五至七日，日間照顧 / 一星期五日 / 全天候照顧) (見表格一及表格二)，而每次連

續照顧時數方面則輕微增加，由平均每次 9.79 小時增加至 10.74 小時 (見表格三)。 

 

表格 一 祖父母於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日數的轉變 (N=79) 

疫症前                                   疫症期間 一星期少於一天 每星期一至兩天 每星期三至四天 每星期五至七天 總計 

一星期少於一天  8 1 1 1 11 

每星期一至兩天 2 4 2 1 9 

每星期三至四天 1 1 5 3 10 

每星期五至七天 1 1 2 45 49 

總計 12 7 10 5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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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二 祖父母於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日數的轉變分布 (N=79) 

 頻數 百分比 

沒有轉變 62 78.5% 

增加次數 9 11.4% 

減少次數 8 10.1% 

總計 79 100.0% 

 

表格 三 祖父母於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次連續照顧孫子女的時間 (小時) (N=80) 

 平均數 標準差 

疫症前 9.79 6.81 

疫症期間 10.74 8.04 

 

 

5.2 整體而言，需要隔代照顧的受訪祖父母普遍沒有因疫症期間照顧孫子女

而感到太大壓力 (見表格四)，祖父母在自我評估的照顧壓力評分 (0-5 分， 

0 分為完全沒有壓力，5 分為非常大壓力) 平均為 1.99 (SD=1.77)。而當

被問及疫症下照顧孫子女的各方面壓力可有轉變時 (見表格五)，六成或

以上受訪祖父母表示在「照顧孫子女起居生活」(62.5%)、「面對孫子女

學習」(66.3%)、「與孫子女相處時的磨擦」(66.3%)及「與子女 (即父母

本身) 因照顧孫子女的安排而發生衝突」(73.8%) 以「差不多」為主，這

或許與他們本身已是「頻密照顧者」有關，加上疫症沒有為照顧狀況帶

來太大的轉變，故沒有因此感到份外受壓。值得關注的是，受訪祖父母

中仍有逾三成表示在「照顧孫子女起居生活」(32.6%)及「面對孫子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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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31.3%) 方面的壓力是「增加／大幅增加」了。而且在群組分析下

亦發現 (見表格四)，平均而言「祖父」及「與孫子女同住」的祖父母的

壓力評分相對較高，祖母之壓力評分平均為 1.77 (SD=1.74)，而祖父則

高至 3.36 (SD=1.29) ; 同住之祖父母的壓力評分平均為 2.37 (SD=1.81)，

亦較非同住的 1.59 (SD=1.65)高，顯示對部分祖父母而言，疫症下照顧

壓力仍然存在。  

 

表格 四 按性別及居住狀況劃分之壓力狀況 (N=80)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N=80) 1.99 1.77 

按性別 女性 (N=69) 1.77 1.74 

男性 (N=11) 3.36 1.29 

按居住狀況 同住 (N=41) 2.37 1.81 

非同住 (N=39) 1.5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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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五 祖父母於疫症期間照顧孫子女各方面的壓力狀況分布 (N=80) 

 大幅減少 減少 差不多 増加 大幅増加 總計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照顧孫子女的起居生活的壓力 2 2.5% 2 2.5% 50 62.5% 19 23.8% 7 8.8% 80 100% 

面對孫子女在學習方面的壓力 1 1.3% 1 1.3% 53 66.3% 20 25.0% 5 6.3% 80 100% 

與孫子女的相處時衝突/磨擦 2 2.5% 4 5.0% 53 66.3% 14 17.5% 7 8.8% 80 100% 

與子女因照顧孫子女的安排而發生衝突 4 5.0% 3 3.8% 59 73.8% 9 11.3% 5 6.3% 80 100% 

照顧孫子女所得到的情感/社交/實際支援  3 3.8% 2 2.5% 65 81.3% 5 6.3% 5 6.3%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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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為鼓勵隔代照顧家庭內部溝通與支援，是次問卷調查亦特意邀請父母參

與，從父母作為觀察者的角度了解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時的壓力及可能面

對的困難，結果發現父母對祖父母照顧孫子女的壓力評估普遍較祖父母

自評的高 (見表格六)。父母對祖父母照顧孫子女的壓力評分平均為 2.2 

(SD=1.42)，較祖父母的 1.99 (SD=1.77) 略高；此外父母認為祖父母在

疫症下「照顧孫子女起居生活」(父母=39.4%，祖父母=32.6%)、「與

孫子女相處時的磨擦」(父母=31.1%，祖父母=26.3%)及「與子女 (即父

母本身 ) 因照顧孫子女的安排而發生衝突」 (父母=24.6%，祖父母

=17.6%) 等壓力狀況評估為「增加／大幅增加」了的比例也較祖父母自

評的比例高 (見表格七) ; 此外，在眾多疫症下的照顧壓力中，最多父母

(50.8%) 認為疫症下祖父母在「面對孫子女學習」的壓力是「增加 / 大幅

增加」了，但事實上只有約三成 (31.3%) 的祖父母認為在這方面的壓力

是「增加 / 大幅增加」。雖然父母關注及顧慮祖父母疫症下照顧孫子女

的壓力，逾八成 (81.3%) 受訪祖父母認為疫症下「在照顧孫子女所得到

的情感／社交／實際支援」為「差不多」，即未有感到因此而得到額外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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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六 祖父母及父母於疫症期間照顧孫子女的壓力狀況 (N=61) 

 平均數 標準差 

祖父母 (N=80) 1.99 1.77 

父母 (N=61) 2.20 1.42 

 

表格 七 祖父母及父母於疫症期間照顧孫子女各方面的壓力狀況分布 

 大幅減少 / 減少 差不多 増加 / 大幅増加 

 祖父母 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祖父母 父母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

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照顧孫子女的起居生活的壓力 4 5.0% 5 8.2% 50 62.5% 32 52.5% 26 32.6% 24 39.4% 

面對孫子女在學習方面的壓力 2 2.6% 6 9.8% 53 66.3% 24 39.3% 25 31.3% 31 50.8% 

與孫子女的相處時衝突/磨擦 6 7.5% 7 11.5% 53 66.3% 35 57.4% 21 26.3% 19 31.1% 

與子女因照顧孫子女的安排而發生衝突 7 8.8% 7 11.5% 59 73.8% 39 63.9% 14 17.6% 15 24.6% 

照顧孫子女所得到的情感/社交/實際支援  5 6.3% 7 11.5% 65 81.3% 38 62.3% 10 12.6% 16 26.3% 

 

 



 

版權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凡轉載必須註明出處              頁 | 13  

 

5.4 除照顧狀況及壓力外，是次調查亦關注祖父母在 ICT 應用方面的現況，

結果發現受訪祖父母有學習 ICT 的需要。首先，受訪祖父母在 ICT 應用

效能感偏低，只有約兩成 (20.1%) 祖父母認為自己使用 ICT 的能力足以

應付疫情下照顧孫子女學習需要 (見表格八)。此外，超過七成 (72.6%) 

祖父母表示未有具備獨自使用視像通話進行學習 / 會議的能力 (見表格

九)。與此同時，父母亦有類似觀察，只有少於三分一 (32.8%) 父母認為

祖父母的能力「能夠 / 非常能夠」應付因疫症而改變的照顧模式 (見表格

八)，故從祖父母 ICT 應用技巧及效能感的角度而言，是有學習需要及提

升的空間。 

表格 八 使用 ICT 的能力能否應付因疫症而改變的照顧孫子女模式分布 

 祖父母 父母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能夠 5 6.3% 5 8.2% 

不能夠 17 21.3% 13 21.3% 

一半半 42 52.5% 23 37.7% 

能夠 13 16.3% 18 29.5% 

非常能夠 3 3.8% 2 3.3% 

總計 80 100%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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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九 祖父母對於不同 ICT 工具之應用能力程度分布 (N=80) 

 絕不能夠 通常不能夠 有時能夠 

有時不能 

有時 經常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我能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接收及發放文字

/ 語音對話的訊息 

4 5.0% 5 6.3% 16 20.0% 8 10.0% 47 58.8% 

我能使用視像通話進行學習／會議 25 31.3% 16 20.0% 17 21.3% 8 10.0% 14 17.5% 

我能透過手機的應用軟件程式來取得生

活中所需的資訊 

11 13.8% 7 8.8% 17 21.3% 13 16.3% 32 40.0% 

我能透過社交媒體瀏覽、觀看社交平台

渠道 

9 11.3% 3 3.8% 16 20.0% 14 17.5% 38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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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儘管八成 (80.3%) 父母表示曾協助祖父母學習使用 ICT工具 (見表格十)，

但有逾四成 (44.3%) 父母表示在協助祖父母時感到「困難 / 非常困難」 

(見表格十一)，同時逾一半 (50.8%) 父母表示會鼓勵祖父母參與中心提

供的 ICT 學習課程 (見表格十二)，由此可見父母對這種由第三方提供的

ICT 學習支援有一定的需求。有超過六成祖父母表達於學習 ICT 有不同

需要，當中以選擇學習「與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工具」最多 (25.0%)，

其次為即時傳訊類別 (17.5%)。然而從祖父母的角度而言，即使自覺有

上述學習需要，加上父母觀察中的確認，但當被問及需要學習那些 ICT

工具時，仍然有 27.5%祖父母表示「不需要學習」 (見表格十三)，因此

對服務提供者而言，如何鼓勵／吸引祖父母提起學習 ICT 動機時或需要

多花心思，並且會是重要的第一步。 此外如前述，這群動輒需要花9-10

小時照顧孫子女的祖父母，能配合他們的日常生活運作並在不增加他們

壓力下提供 ICT 學習機會，安排上的彈性亦將會是提升他們參與的重要

誘因之一。 

表格 十 父母曾否協助祖父母使用 ICT 的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有 49 80.3% 

沒有 3 4.9% 

祖父母沒有需要 9 14.8%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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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十一 父母認為協助祖父母學習使用 ICT 時的困難程度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困難 2 3.3% 

不困難 7 11.5% 

普通 25 41.0% 

困難 25 36.1% 

非常困難 5 8.2% 

總計 61 100.0% 

 

表格 十二 父母鼓勵 / 不鼓勵祖父母參與中心提供的 ICT 學習課程的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鼓勵 1 1.6% 

不鼓勵   5 8.2% 

一半一半   24 39.3% 

鼓勵 24 39.3% 

非常鼓勵  7 11.5%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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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十三 祖父母認為最需要學習的 ICT 類別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不需要學習 22 27.5% 

與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工具 20 25.0% 

即時傳訊類別  14 17.5% 

其他﹕ 

 即時傳訊類別 + 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工具 (4) 

 即時傳訊類別 + 社交平台類別 + 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

工具 (1) 

 即時傳訊類別 + 社交平台類別 (1) 

 未能歸類﹕打字 (1)、上網搜尋資訊 (1)、通訊錄 (1)、電

腦 (1) 

10 12.5% 

 

社交平台類別  6 7.5% 

不知道 8 10.0% 

總計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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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及建議 

 

6.1 整體而言，是次問卷調查所接觸到需要隔代照顧的祖父母以「頻密照顧

者」為主，於疫症期間，他們在每星期照顧之日數及照顧模式均以不變

為主，而每次連續照顧時數則由疫症前平均每次 9.79 小時增加至疫症期

間的 10.74 小時。 

 

6.2 受訪祖父母自身評估的平均壓力雖不算太高，但其性別及居住狀況則影

響平均壓力評分。而父母作為觀察者，對疫症下祖父母所承受的照顧壓

力也較祖父母自身感受的評估高。 

 

6.3 受訪祖父母的 ICT 使用效能感偏低，部分亦因不同原因，如不懂得使用

電子工具的操作，而限制了其參與中心活動的機會，同時，祖父母亦表

達了欲學習 ICT 課程的意願，故可見祖父母在這方面的學習需要。 

 

6.4 是次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為支援隔代照顧家庭服務帶來三方面的提醒及

啟示﹕ 

6.4.1 服務建議（一）：祖父專屬支援服務 

第一，在不同類別的隔代照顧家庭中，需要「同住照顧」及由「祖父」

擔當照顧者的家庭較其他類別的隔代照顧家庭有更大的支援需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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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疏解較大的照顧壓力，尤其是後者。在普遍以女性為照顧者的社會文

化中， 男士實踐照顧孫子女機會不多，一旦因家庭特別需要而突然擔此

重任的祖父，在照顧孫子女時或會因技巧不純熟而較一般祖母遇到更多

困難或需要更長的適應期，同儕中面對類似狀況的人又不多，難以從中

獲得足夠的支援／共鳴，而過程中即使願意到服務中心向社工尋求支援 

/ 協助，也會因參與者中的男士比例較少而感到卻步，故服務提供者可

考慮發展能有效回應隔代照顧家庭中祖父專屬的支援服務。 

 

6.4.2 服務建議（二）：彈性活動安排、網上與實體混合模式 

第二，為回應「頻密照顧者」的日常生活模式，服務提供者在安排活動

時需要提升活動安排的彈性及貼心程度，如提供平衡小組，甚至安排祖

孫活動，讓祖父母在參與活動之餘可同時兼顧 / 暫時放下照顧者角色。

其次是考慮採用網上與實體混合模式進行活動，一方面網上活動可使祖

父母節省掉往返中心的時間或可在家中進行視像活動的同時繼續看顧孫

子女，令他們較容易在緊密的照顧安排中擠出時間參與活動，另一方面

網上活動亦讓祖父母有更多實踐 ICT 應用的機會，適應及習慣操作智能

手機／平板電腦等 ICT 應用相關的硬件，而間歇性的實體活動又能建立

／維持參加者之間的關係，讓網上關係得以走進實體，補足純粹網上活

動中參加者之間的疏離感，令同儕／社群關係增強參加者持續參與的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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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服務建議（三）：由照顧者自身需要出發設計 ICT 課程內容及建立共學

社群 

第三，針對祖父母的 ICT 學習需要，第一步是要策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運用 ICT 增進祖孫關係固然是其中一個可發展的誘因，是次調查結果亦

顯示，六成 (62.5%) 祖父母「認同 / 非常認同」使用 ICT 能增進祖孫關

係。此外父母的鼓勵／推動（甚至安排）亦是重要助緣之一，然而若能

讓祖父母了解到學習 ICT 不止是回應／應付照顧孫子女，而是在急速數

碼轉型的社會趨勢下，有助提升他們解決日常生活所需，保持生活中的

「自理」能力，甚至可透過學習複雜／進階的 ICT 工具，發展成一種嗜

好／興趣，享受箇中樂趣味並為生活帶來娛樂及添上色彩，或能進一步

提升學習動機。同時，亦可透過共學的方式，鼓勵同儕互動及即時技術

支援 (如 WhatsApp 群組)，加強學習效果。為達以上的目的，服務提供

者可在開辦基礎 ICT 課程外，提供更多由照顧者自身需要出發及興趣發

展的 ICT 學習活動，提醒祖父母在擔當照顧者身份之外，亦能照顧及平

衡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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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祖父母受訪者及其隔代家庭的基本資料 

表格 十四 祖父母性別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女 69 86.3% 

男 11 13.8% 

總計 80 100.0% 

 

表格 十五 祖父母年齡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60 歲或以下 5 6.3% 

61-70 歲 48 60.0% 

71-80 歲 25 31.3% 

81 歲或以上 2 2.5% 

總計 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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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十六 祖父母教育程度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沒有接受教育 3 3.8% 

小學或以下 40 50.0% 

中學 34 42.5% 

大專或以上 3 3.8% 

總計 80 100.0% 

 

表格 十七 祖父母工作狀況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已退休 50 62.5% 

家庭主婦 25 31.3% 

全職 3 3.8% 

兼職 2 2.5% 

總計 80 100.0% 

 

表格 十八 祖父母健康狀況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有 38 47.5% 

沒有 42 52.5% 

總計 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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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十九 與祖父母同住孫子女的數量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1 位 22 27.5% 

2 位 15 18.8% 

3 位或以上 4 5.0% 

沒有 39 48.8% 

總計 80 100.0% 

 

表格 二十 需要祖父母隔代照顧孫子女的數量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0 位 1 1.3% 

1 位 45 56.3% 

2 位 27 33.8% 

3 位或以上 7 8.8% 

總計 80 100.0% 

 

表格 二十一 需要祖父母隔代照顧的孫子女之特殊學習需要數量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72 90.0% 

1 位 6 7.5% 

2 位 2 2.5% 

總計 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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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二十二 祖父母隔代照顧孫子女的原因 (N=80) 

 頻數 百分比 

因其父母均需上班 50 62.5% 

只擔當支援者的角色，不用恆常照顧 21 26.3% 

其父母不在港居住 / 在香港以外地方生活及工作 4 5.0% 

其他 3 3.8% 

其父母有多名小朋友，故需要支援 1 1.3% 

其父母離異 / 分居 / 雙亡 1 1.3% 

總計 80 100.0% 

 

 

表格 二十三 祖父母接觸此問卷的渠道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經信義會通知 56 70.0% 

經學校通知 23 28.8% 

其他 1 1.3% 

總計 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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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疫症下隔代家庭的照顧狀況 

 

表格 二十四 祖父母於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頻密程度分布 (N=80) 

 疫症前 (N=80) 疫症期間 (N=80)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一星期少於一天  11 13.8% 12 15.0% 

每星期一至兩天 10 12.5% 7 8.8% 

每星期三至四天 10 12.5% 10 12.5% 

每星期五至七天 49 61.3% 50 62.5% 

其他 0 0% 1 1.3% 

總計 80 100.0% 80 100.0% 

 

表格 二十五 祖父母於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次連續照顧孫子女的時間 (小時) (N=80) 

 平均數 標準差 

疫症前 9.79 6.81 

疫症期間 10.74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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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二十六 祖父母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日數的轉變 (N=79) 

疫症前                       疫症期間 一星期少於一天 每星期一至兩天 每星期三至四天 每星期五至七天 其他 總計 

一星期少於一天  8 1 1 1 0 11 

每星期一至兩天 2 4 2 1 1 10 

每星期三至四天 1 1 5 3 0 10 

每星期五至七天 1 1 2 45 0 49 

總計 12 7 10 50 1 80 

 

表格 二十七 祖父母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日數的轉變分布 (N=79) 

 頻數 百分比 

沒有轉變 62 78.5% 

增加次數 9 11.4% 

減少次數 8 10.1% 

總計 7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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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二十八 祖父母現時照顧孫子女的模式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日間由祖父母照顧，晚間則由父母照顧 31 38.8% 

平日由祖父母照顧，週末則由父母照顧 13 16.3% 

祖父母為主要照顧者 

(日夜均由祖父母照顧，父母不定時/甚少/完全不回家) 

11 13.8% 

其他﹕ 25 31.1% 

 未能歸類 14 17.5% 

 不需要照顧孫子女 7 8.8% 

 有需要才照顧孫子女 4 5.0% 

總計 80 100.0% 

 

 

7.3 疫症下隔代家庭的壓力狀況 

 

表格 二十九 按性別及居住狀況劃分之壓力狀況 (N=80)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N=80) 1.99 1.77 

按居住狀況 同住 (N=41) 2.37 1.81 

非同住 (N=39) 1.59 1.65 

按性別 女性 (N=69) 1.77 1.74 

男性 (N=11) 3.3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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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三十 祖父母於疫症期間照顧孫子女各方面的壓力狀況分布 (N=80) 

 大幅減少 減少 差不多 増加 大幅増加 總計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照顧孫子女的起居生活的壓力 2 2.5% 2 2.5% 50 62.5% 19 23.8% 7 8.8% 80 100% 

面對孫子女在學習方面的壓力 1 1.3% 1 1.3% 53 66.3% 20 25.0% 5 6.3% 80 100% 

與孫子女的相處時衝突/磨擦 2 2.5% 4 5.0% 53 66.3% 14 17.5% 7 8.8% 80 100% 

與子女因照顧孫子女的安排而發生衝突 4 5.0% 3 3.8% 59 73.8% 9 11.3% 5 6.3% 80 100% 

照顧孫子女所得到的情感/社交/實際支援  3 3.8% 2 2.5% 65 81.3% 5 6.3% 5 6.3%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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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祖父母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狀況 

表格 三十一 祖父母於疫症期間使用 ICT 的頻率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大幅減少 2 2.5% 

輕微減少 1 1.3% 

維持不變 34 42.5% 

輕微增加 29 36.3% 

大幅增加 14 17.5% 

總計 80 100.0% 

 

表格 三十二 祖父母使用 ICT 的能力能否應付因疫症而改變的照顧孫子女模式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能夠 5 6.3% 

不能夠 17 21.3% 

一半半 42 52.5% 

能夠 13 16.3% 

非常能夠 3 3.8% 

總計 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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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三十三 祖父母對不同 ICT 工具之應用能力程度分布 (N=80) 

 絕不能夠 通常不能夠 有時能夠 

有時不能 

有時 經常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頻數 百分

比 

我能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接收及發放文字/語音對話的訊息 4 5.0% 5 6.3% 16 20.0% 8 10.0% 47 58.8% 

我能使用視像通話進行學習／會議 25 31.3% 16 20.0% 17 21.3% 8 10.0% 14 17.5% 

我能透過手機的應用軟件程式來取得生活中所需的資訊 11 13.8% 7 8.8% 17 21.3% 13 16.3% 32 40.0% 

我能透過社交媒體瀏覽、觀看社交平台渠道 9 11.3% 3 3.8% 16 20.0% 14 17.5% 38 47.5% 

 

表格 三十四 祖父母在照顧孫子女學習需要時的困難程度分布 (N=80) 

 非常困難 有點困難 有困難但處理到 沒有太大困難 完全沒有困難 由子女/孫子女 

負責(或)不適用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開啟「視像學習」 8 10.0% 8 10.0% 13 16.3% 8 10.0% 3 3.8% 40 50.0% 

陪伴/監督孫子女

「視像學習」 
5 6.3% 4 5.0% 15 18.8% 9 11.3% 9 11.3% 38 47.5% 

網上交功課 8 10.0% 2 2.5% 3 3.8% 8 10.0% 4 5.0% 55 68.8% 

接收學校網上通告 6 7.5% 2 2.5% 4 5.0% 5 6.3% 7 8.8% 56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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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三十五 祖父母學習使用 ICT 時曾提供協助之人士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子女 52 65.0% 

孫子女 31 38.8% 

家人/親屬 21 26.3% 

朋友/鄰居 5 6.3% 

社區中心職員 5 6.3% 

無人可以協助 2 2.5% 

不需要協助，已慬得使用 4 5.0% 

其他 5 6.3% 

*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 

 

表格 三十六 父母認為協助祖父母學習使用 ICT 時的困難程度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困難 2 3.3% 

不困難 7 11.5% 

普通 25 41.0% 

困難 25 36.1% 

非常困難 5 8.2%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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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三十七 祖父母認同 / 不認同使用 ICT 能提升祖孫關係的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認同 2 2.5% 

不認同 7 8.8% 

一半半 21 26.3% 

認同 40 50.0% 

非常認同 10 12.5% 

總計 80 100.0% 

 

表格 三十八 祖父母於疫症期間參與中心「祖孫視像活動」的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有 24 30.0% 

沒有 56 70.0% 

總計 80 100.0% 

 

表格 三十九 吸引祖父母參與「祖孫視像活動」的原因 (N=80)*  

 頻數 百分比 

享受與孫子女在視像模式中進行學習或小組活動 31 38.8% 

我需要學習新知識 30 37.5% 

家人/親友鼓勵 19 23.8% 

其他 17 21.3% 

活動內容吸引 15 18.8% 

打發時間 5 6.3% 

社工鼓勵 5 6.3% 

*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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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四十 窒礙祖父母參與「祖孫視像活動」的原因 (N=80)* 

 頻數 百分比 

不懂使用電子工具進行視像學習 29 36.3% 

其他 22 27.5% 

我沒有時間與孩子/孫子女進行視像活動 19 23.8% 

我不覺得自己/孫子女有需要進行視像小組活動  13 16.3% 

孫子女不願意與我一起進行視像小組活動，常常出現不合作

的情況 

7 8.8% 

家中的網絡較為慢 5 6.3% 

沒有那個電子工具(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 進行視像小組活動 4 5.0% 

家中太嘈/沒有地方可以讓孫子女一同進行視像小組活動 2 2.5% 

 

表格 四十一 祖父母認為最需要學習的 ICT 類別分布 (N=80) 

 頻數 百分比 

不需要學習 22 27.5% 

與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工具 20 25.0% 

即時傳訊類別  14 17.5% 

其他﹕ 

 即時傳訊類別 + 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工具 (4) 

 即時傳訊類別 + 社交平台類別 + 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

工具 (1) 

 即時傳訊類別 + 社交平台類別 (1) 

 未能歸類﹕打字 (1)、上網搜尋資訊 (1)、通訊錄 (1)、電

腦 (1) 

10 12.5% 

 

社交平台類別  6 7.5% 

不知道 8 10.0% 

總計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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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父母受訪者及其隔代家庭的基本資料 

表格 四十二 父母性別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女 56 91.8% 

男 5 8.2% 

總計 61 100.0% 

 

表格 四十三 父母年齡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20 歲或以下 0 0% 

21-29 歲 1 1.6% 

30-39 歲 42 68.9% 

40-49 歲 18 29.5% 

50-59 歲 0 0% 

60 歲或以上 0 0% 

總計 61 100.0% 

 

表格 四十四 父母婚姻狀況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未婚 1 1.6% 

已婚 60 98.4% 

分居 / 離婚 0 0% 

已再婚 0 0% 

喪偶 0 0% 

總計 61 100.0% 



 

版權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凡轉載必須註明出處              頁 | 37  

 

表格 四十五 父母教育程度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沒有接受教育 0 0% 

小學或以下 0 0% 

中學 19 31.1% 

大專或以上 42 68.9% 

總計 61 100.0% 

 

表格 四十六 父母工作狀況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全職 33 54.1% 

兼職 1 1.6% 

失業 / 待業 1 1.6% 

家庭主婦 26 42.6% 

已退休 0 0% 

其他 0 0% 

總計 61 100.0% 

 

表格 四十七 主要協助隔代照顧祖父母的年齡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60 歲或以下 8 13.1% 

61-70 歲 37 60.6% 

71-80 歲 15 24.6% 

81 歲或以上 1 1.6%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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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四十八 需要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的數量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1 位 21 34.4% 

2 位 31 50.8% 

3 位或以上 5 8.2% 

沒有 4 6.6%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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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從父母角度觀看疫症下隔代家庭的照顧狀況 

 

表格 四十九 父母認為祖父母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時間的轉變 (N=58) 

疫症前                             疫症期間 一星期少於一天  每星期一至兩天 每星期三至四天 每星期五至七天 總計 

一星期少於一天  15 1 1 1 18 

每星期一至兩天 1 3 3 1 8 

每星期三至四天 1 2 2 0 5 

每星期五至七天 0 3 2 22 27 

總計 17 9 8 2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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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五十 父母認為祖父母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時間的轉變分布 

(N=58) 

 頻數 百分比 

沒有轉變 42 72.4% 

增加次數 7 12.1% 

減少次數 9 15.5% 

總計 58 100.0% 

 

表格 五十一 父母認為祖父母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星期照顧孫子女時間的分布 

(N=61) 

 疫症前 (N=61) 疫症期間 (N=61)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一星期少於一天  18 29.5% 17 27.9% 

每星期一至兩天 8 13.1% 10 16.4% 

每星期三至四天 5 8.2% 8 13.1% 

每星期五至七天 28 45.9% 24 39.3% 

其他 2 3.3% 2 3.3% 

總計 61 100.0% 61 100.0% 

 

表格 五十二 父母認為祖父母疫症前及疫症期間每次連續照顧孫子女的時間 (小時) 

(N=61) 

 平均數 標準差 

疫症前 6.07 5.12 

疫症期間 7.57 7.93 

 

 



 

版權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凡轉載必須註明出處              頁 | 41  

 

表格 五十三 父母選擇隔代照顧的原因 (N=61) 

 頻數 百分比 

父母均需上班 30 49.2% 

祖父母只擔當支援者的角色，不用恆常照顧 22 36.1% 

父母有多名小朋友，故需要祖父母支援 5 8.2% 

其他 4 6.6% 

父母不在港居住/在香港以外地方生活及工作 0 0% 

父母離異/分居/雙亡 0 0% 

總計 61 100.0% 

 

表格 五十四 父母接觸此問卷的渠道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經信義會通知 47 77.0% 

經學校通知 14 23.0% 

總計 61 100.0% 

 

7.1. 從父母角度觀看疫症下隔代家庭的壓力狀況 

 

表格 五十五 祖父母於疫症期間照顧孫子女的壓力狀況 (N=61)  

 平均數 標準差 

父母認為祖父母的壓力狀況 2.2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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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五十六 父母認為祖父母於疫症期間照顧孫子女各方面的壓力狀況分布 (N=61) 

 大幅減少 減少 差不多 増加 大幅増加 總計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照顧孫子女的起居生活的壓力 2 3.3% 3 4.9% 32 52.5% 20 32.8% 4 6.6% 61 100% 

面對孫子女在學習方面的壓力 3 4.9% 3 4.9% 24 39.3% 25 41.0% 6 9.8% 61 100% 

與孫子女的相處時衝突/磨擦 3 4.9% 4 6.6% 35 57.4% 13 21.3% 6 9.8% 61 100% 

與子女因照顧孫子女的安排而發生衝突 3 4.9% 4 6.6% 39 63.9% 11 18.0% 4 6.6% 61 100% 

在照顧孫子女所得到的情感/社交/實際支援  4 6.6% 3 4.9% 38 62.3% 14 23.0% 2 3.3% 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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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從父母角度觀看祖父母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狀況 

 

表格 五十七 父母認為祖父母於疫症期間使用 ICT 的頻率 (N=61) 

 頻數 百分比 

大幅減少 3 4.9% 

輕微減少 1 1.6% 

維持不變 19 31.1% 

輕微增加 26 42.6% 

大幅增加 12 19.7% 

總計 61 100.0% 

 

表格 五十八 父母認為祖父母使用 ICT 的能力能否應付改變的照顧孫子女模式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能夠 5 8.2% 

不能夠 13 21.3% 

一半半 23 37.7% 

能夠 18 29.5% 

非常能夠 2 3.3%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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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五十九 父母曾否協助祖父母使用 ICT 的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有 49 80.3% 

沒有 3 4.9% 

祖父母沒有需要 9 14.8% 

總計 61 100.0% 

 

表格 六十 父母認為協助祖父母學習 ICT 時的困難程度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困難 2 3.3% 

不困難 7 11.5% 

普通 25 41.0% 

困難 25 36.1% 

非常困難 5 8.2% 

總計 61 100.0% 

 

表格 六十一 父母認為祖父母認同 / 不認同使用 ICT 能提升祖孫關係的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認同 3 4.9% 

不認同 7 11.5% 

一半半 24 39.3% 

認同 25 41.0% 

非常認同 2 3.3%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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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六十二 父母認為祖父母最需要學習的 ICT 類別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即時傳訊類別 29 47.5% 

與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工具  18 29.5% 

不需要學習 7 11.5% 

社交平台類別  4 6.6% 

其他﹕ 

 即時傳訊類別 + 社交平台類別 + 與孫子女視像學習相

關的工具 (1) 

 即時傳訊類別 + 與孫子女視像學習相關的工具 + 

google & chrome (1) 

 游戲 apps (1) 

3 4.9% 

總計 61 100.0% 

 

表格 六十三 父母鼓勵 / 不鼓勵祖父母參與中心提供的 ICT 學習課程的分布 

(N=61) 

 頻數 百分比 

非常不鼓勵 1 1.6% 

不鼓勵   5 8.2% 

一半一半   24 39.3% 

鼓勵 24 39.3% 

非常鼓勵  7 11.5% 

總計 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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