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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積極規劃人生 迎接豐盛未來 ─ 2016台灣升學及文化考察交流團 

 

前言 

是次升學交流團，是希望透過實地的考察和交流，加深

學生對台灣的認識，擴闊眼界，令他們在規劃生涯發展

時，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在四日三夜的台灣交流團中，我校一行三十人先來到花

蓮慈濟科技大學作交流。慈濟科技大學的師生們都表現

得十分熱情，早早已在火車站上迎接我們，並為我們作

出一系列悉心的安排，包括校車接送、學校簡介、學系

訪問，甚至為我們安排食宿，這樣無條件的為我們付出，

令我校師生對這所大學留有深刻的印象。離開花蓮後，

我們再到達台北的訪銘傳大學，該校的教職員同樣積極為我們服務，帶領我校師生參訪各個學系，更在參訪完畢

後請我們品嚐台式的珍珠奶茶，十分好客。兩校無微不至的照顧，令學生開始體驗到台灣人的熱情，這種熱情亦

深深地吸引著他們，成為他們到台升學的考慮因素之一。 

 

除了大學參訪外，社會發展與文化體驗亦是交流團中不可缺少的行程。行程中安排學生參

觀了核電廠展覽館、垃圾焚化廠和慈濟環保回收站等設施參觀。這些參觀除了讓學生了解

日常生活中，資源的流向外，更重要的是啟發他們，知道生活中所擁有的東西並非必然，

消費每樣東西背後都須要付上代價，如電力消耗背後是承擔輻射的污染，百年不衰、物質

生活造成垃圾的堆積和污染，影響生態環境。而這些企業正積極的發展廢物分類及回收，

盡力減少為生產活動付上的生態影響代價，為環境保育作出貢獻。 

 

而在文化體驗上，學生先參觀了野柳地質公園，欣賞到台灣自然的景觀，隨後到訪朱銘美

術館，觀賞朱銘先生的藝術創作，最後更在士林夜市吃晚飯，感受台灣獨特的夜市文化和

品嚐台灣的美食。行程的安排，由自然、藝術到人文，令學生親身感受台灣不同方面的獨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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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學習機會 訂立發展目標  

花蓮慈濟科技大學和銘傳大學兩所大學的教學方針各具特色，慈濟科技大學著重

實用科目，以專門職業訓練為主；而銘傳則著重學術科目，以通才博雅訓練為主。

正配學生不同的志趣，因同學中有活潑好動的，對學習應用層面為主的學科很有

興趣；也有善於思考的，適合入讀理論探索的科目。是次參訪，也能讓學生深入

了解大學的環境，有助同學訂立自己的升學目標，升學發展及早籌謀。 

 

 

感受自然之美 反思生命能耐 

在香港這國際大都會生活的學生，擁有先進的生活科技，隨時隨地都可享受

到優質的生活。不過在享受優質生活的同時，卻與大自然遠遠的隔離了。在

此次行程中，學生有機會去體驗一下沒有依賴科技的環境，回歸大自然的純

樸，當中為他們帶來很好的啟示。 

 

5C 謝俊耀 

到了銘傳大學這所高等學府，他們是

亞洲第一間的美國認證大學，成績非

常優異，培育了多位精英。我發覺這

所大學很適合我在升讀大學時作第二

準備。而且在校英文成績優異，更可

以申請往美國留學一年，所以我現在

會對英文更加下苦功，申請來銘傳大

學就讀，嘗試到西方國家留學的經

驗，非常期待。 

5C 吳洛婷 

在參訪銘傳大學時，我們一眾人走了約

二十一層樓梯，當中過程讓我苦不堪

言。儘管如此，我還真真實實感受到銘

傳大學中的一大校訓──「毅」，這字

讓我在這所大學中感覺充滿著一種堅

毅、不屈的精神，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5D 譚惠育 

在慈濟大學參訪過不同的科目，例如

護理系、資訊科技系等，讓我們了解

課程內容，而當中最令我感到興趣的

是護理系。教授帶我們到兒科及病人

房參觀，當中教導我們如何幫嬰兒洗

澡、當身為護士遇到病人時應如何反

應，如量體溫、血壓等，這些都增加

了我對護理系的認知，使我對護士這

行業更感興趣。 

5C 張柏謙 

從慈濟科技大學的宿舍中過了一晚，

由於他們校方理念追求環保，因此宿

舍中並未有裝設冷氣，只有風扇，此

事令我最為難忘。同時，也讓我反思

到科技給予我們人類方便，但另一方

面卻令我們失去適應環境的能力。科

技令人類的原始本性遠離於大自然，

我想科技對人類帶來不只有好處，科

技的缺點我們往往也忽略了。 

3B 潘梓傑 

突然要在一個沒有空調的環境休息，正值夏天，實在難以入睡。但從中我反思到，有

時我們可能真的過度依賴了這些科技，失去了人類的本能，從不知不覺間，我們變得

脆弱，意志力薄弱。這次體驗後，我想我會在使用科技的同時，亦避免過份依賴科技，

以免潛移默化下令我變得軟弱。 

3C 陳明森 

到了野柳地質公園，那裡的石頭受到天然的侵蝕變成

了很多奇特的形狀，如有女皇頭、公主頭、龍頭和金

剛等等。大自然的神奇之處，若是沒有豐富的想像

力，這些美我們就感受不到了。我認為人一定要有想

像力來發現身邊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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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環保設施 善用匱乏資源 

當香港仍糾纏於對焚化爐興建和堆田區擴建的爭議時，台灣

在資源回收方面已經比香港走前多了。活在香港這個環保回

收意識不普及的地方，當學生有機會了解到台灣的環保回收

系統時，都感到非常驚訝，同時亦讓學生對自己日常生活中

的過度消費行為有所反省，學會珍惜資源，減少浪費。 

 

體驗當地生活 細味文化特色 

台灣文化的內涵豐富，每年都吸引數以千萬計的旅客到台遊歷。是次交流，學生先後到了花蓮東大門夜市和台北

士林夜市，品嚐台灣的美食之餘，亦體驗當地的生活文化，親身感受台灣人的友善和熱情。另外，亦到了台灣著

名的藝術家朱銘先生的美術館，去欣賞他的藝術作品，這些藝術品蘊含著台灣文化的精髓，對學生了解台灣這地

的文化有很大的啟發。 

  

5C 謝俊耀 

今天參觀慈濟環保回收園，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每日所進食的食物

所生產的二氧化碳含量很驚人，例如一個牛肉漢堡每年需要一百多棵樹木

才能抵消所生產的二氧化碳，但如果我們選擇吃素食的漢堡，就能節省三

分之二的碳排放。是次參觀，我明白到人類繼續吃肉，便會對地球有更壞

的影響，因為肉類的碳足跡太高，所以我會減少吃肉類食物，增加去吃素

食的次數，為地球出一分力，減少溫室氣體。 

4C 馮冠行 

我原先想像核電廠和焚化廠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在我參觀完後，

我才明白，原來它的存在是為我們的生活作出貢獻呢。核電廠負責發送、

焚化廠負責回收，這才能提供我們生活的所需啊！看著很多東西被焚化，

我才發覺要減少製造垃圾啊！ 

5C 陳依彤 

來到台灣的第一天，心情非常興奮，當我們順利到達後，便匆匆忙忙

地開始了今天的行程。而在我們吃午飯的時候，吃的是一盒便當，台

灣的便當與香港的飯盒大為不同，讓我感到很新奇。此外，晚上逛東

大門夜市的時候，讓我感受到台灣人的友善。當我們分散到不同地方

品嚐小食的時候，我在途中撞到了一位老伯伯，當時感到很不好意思，

便連忙道歉，可是他卻笑著對我說沒關係。台灣的花蓮，不但有美麗

的山水景色，更重要的是有暖心的人情味。雖然伯伯年紀比我大，但

對我仍然十分尊重，對比在香港的人，雖然生活水平較高，但卻未有

讓人感到暖心的感覺，這是我們該學習台灣的地方。 

 

 

3B 潘梓傑 

參觀過慈濟環保回收站後令我有所反思。它反

映了我們平常的購物習慣和心態，日常中有很

多數之不盡的商品都是過度包裝，但不只這

樣，我們甚至貪一時之便利去購買塑膠袋，實

在過於浪費。這令我自此之後，外出購物都會

帶備購物袋，減少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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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短短數天的旅程，學生遊歷了花蓮和台北兩地。在緊湊

的行程下，學生或許未能很深入的了解台灣的文化，但

在參訪各個地方、與不同的台灣人交流下，他們對台灣

都留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台灣人很熱情、很友善，

這亦是台灣最吸引人之處。透過是次台灣交流之旅，除

了加深學生對台灣的印象外，更重要的是讓他們了解在

台升學的環境狀況，提升他們在升學發展方面的盼望，

使他們立定志向，並努力向著目標邁進，活出積極的人

生。 

 

反思 

1 讀書是為將來工作做準備，所以選讀實用科目較好。你同意這個看法嗎？ 如選讀非實用科目，

你認為作用及好處在那呢？ 

2 科技的革新，有助改善我們的生活，但當我們過份依賴科技的時候，我們的生命耐力會受影響，

那我們可如何取一平衡呢？ 

3 台灣是華人社會中推行環保做得好的地區之一。為何香港在環保上的成效，仍未能趕上呢？ 

 

5D 譚惠育 

令我最深刻的是參觀朱銘美術館。當我走進展覽場地，聽導

賞員的簡介，再親身觀賞作品，發現朱銘的作品真是十分吸

引人，也明白到「粗而幼細」的意思。雖然他的作品主要以

雕刻為主，造工不是十分精緻，但作品所表達的韻味卻十分

細膩，簡直是出神入化。 

5C 吳洛婷 

今天印象最深刻是在晚上逛東大門夜市，這種夜市文

化是台灣一種富地道特色的獨特文化，在香港是沒有

的。在導遊的講解下，我發現夜市中有來自五湖四海

的食物，原因是因在當年國共內戰，來自中國各地的

士兵或平民撤退至此落地生根，卻因思念家鄉的食物

而做的，經過多年的變遷，變成現時的夜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