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是高中選修科之一。它最大的特色是提供學習情境，讓學生負起良好公民

責任，建立關愛社會。 透過實地學習，學生參與或策畫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學習應用有關策

略，從而更全面地認識健康與社會關懷的概念，為他們未來投身相關專業作好準備。 

由 實地學習 到 助人專業 

問：  你認為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對你修讀醫

科有幫助嗎？ 

答：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令我明白「全人健

康」的重要，醫治病人不是只「看病」，

在查問病歷時，除了解病況外，我亦會關

注病人的社交需要，以及他們所獲得的支

援配套是否適切。課程令我知道醫院屬於

第二層的醫療護理，醫療護理還包括基礎

醫療護理，而疾病預防是十分重要的。這

些知識有助我思考如何在不同層面幫助病

人，包括如何做好住院前的疾病預防，以

及住院後的復康。 

回想我剛到醫院實習，就遇上一個骨折入院

的病人。 他也是長期病患者。 起初只是替他

醫治骨折，進一步瞭解後，發現原來病人心

中尚有很多憂慮。身型龐大的他擔心出院

後，細小的斗室容納不下輪椅，因此他亦需

要 職 業 治 療 師 上 門 協 助 改 善 家 居 呢 ！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讓我學會關懷他人，

使我記得病人不只是個案，而是一個獨立個

體，需要我們由疾病預防至康復，全面照顧 

他們的需要。 

畢業生專訪(1) - 全人醫治  

問： 要跟病人有效溝通，實地學習的學習經驗對

你有所幫助嗎？  

答： 是的。高中時我的實地學習主要是長者服

務。現在我們在醫療服務中時常接觸到長

者，同學或會覺得長者難以溝通。我了解他

們生活的年代，所用的言語跟我們不同，加

上長者聽力較弱，所以與他們溝通時，我們

需要說話大聲一點，並使用他們的言語，他

們才會明白。實地學習令我掌握跟長者溝通

的基本技巧。  

問： 有沒有讀書心得可以跟學弟妹分享？  

答： 首先是要對科目有興趣，其次是要多留意與

醫療及社會福利有關的新聞，再將課堂所學

的理論應用於現實事例之中，以了解為何事

情會這樣發生，以

及正、反雙方的看

法。溫習時需要分

清楚有哪些理論概

念必須熟讀，有哪

些只需要理解已經

足夠。必須有系統

整理知識，才可應

付自如。 

譚兆茵 

 

中文大學醫學院  



姚爾晴 (中文大學社工系) 

我曾經認為跟長者相處是一件苦事。由於外婆是智

障人士，我從小就要學習遷就和忍耐，跟她慢慢溝

通。那時候的我沒有真正諒解她，一切的忍讓都只

為表面上滿足她的需要，跟她相處是一件麻煩的苦

差。 

糊餐考驗 

中五那一年，當我們學到人口老化、醫療融資這些

課題的時候，老師帶我們體驗長者生活。第一項活

動是試食糊餐。糊餐原本是為咀嚼有困難的長者而

設，把營養食物攪拌成糊狀。但那賣相實在令我沒

有胃口！為了學習，惟有硬著頭皮嘗試。吃下第一

口後，我突然害怕年老，怕自己老了以後，可能每

一天，每一餐都要吃這些東

西。那一刻，我想起外婆。

或者，一直以來我覺得照顧

她是件苦差，是因為我並沒

有好好了解她，代入她的角

度，了解她面對的處境和她

的想法。 

姚爾晴同學在講座中分享經歷 

社區行 

在那次實地學習活動

中，我們也曾模擬行動

不便的長者，在社區內

行走。我們佩戴貼了膠

紙的老花眼鏡和沙包，

用拐杖或輪椅在社區走

動。我們的行動當然並

不像其他人一樣順利，結果卻換來途人鄙視嫌棄的

目光，那眼神極不友善！那一刻，我感受到很大的

壓力，心想長者一邊走一邊要兼顧的事很多，難道

還要承受這些不必要的目光嗎？大家都沒有想過自

己也有年老的一天嗎？如果當自己成為輪椅上那一

位的時候，自己又想得到怎樣的對待呢？ 我慶幸我

和同學很快可以卸下「道具」，做回自己。但長者

卻不能！這些不是道具，而是他們身體的狀況。他

們只能默默承受！ 

這次體驗令我在學習社會政策的時候，更容易代入

長者角度理解政策，亦明白社會不少人視長者為負

累，我認為有需要改變社會對長者的看法。因此，

我選擇了社工，作為我未來的職業。 

從抗拒到承擔 

 

實地學習經歷分享(1) 



中四同學回應 

姚爾晴同學的分享令我體

會到長者的生活真不容

易，只因為走路較慢也會

被人歧視。我們也會老

去，亦不想被歧視。我們

應從關心自己家中的長者

做起，多了解他們的需

要，減低他們的孤獨感。 

在梁創業同學分享的阿星

故事中，阿星的工作伙伴

因他的種族、膚色及體味

跟自己不同而為他改花

名、杯葛他。 透過實地學

習，例如探訪他們、了解

他們的居住環境，我們可

以更切身處地明白他們的

苦處，思考如何打破重重

隔閡，令抽象的課題變為

具體。(潔心林炳炎中學陳

容怡同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學生 

梁創業同學在講座中分享經歷 

梁創業 (城大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部) 

薯條 ‧ 汽水 ‧ 隔閡與共融  

阿星是一名印度裔的人士，住在舊式大廈五樓的一個單位，狹窄的飯廳

僅能放置一張飯桌及數張膠椅子，長長的走廊盡是各式各樣的雜物。 

阿星一家月入大概14,000元，扣除了6,000元的租金後，一家四口僅餘

8,000多元，不計水、電、煤的日常開支，每個家庭成員連2,000元的生

活費用都沒有。我自己每日吃飯的開支大約是109元，每月已經需要 

3,300元。 

為何阿星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改善生活呢？原來阿星曾經被同事改花

名，取笑他的體味，甚至利用語言攻擊他，令他感到十分難受，最後因

為同事的排擠，令他放棄寫字樓穩定的職業，選擇當個司機，因而影響 

家庭收入。 

當天阿星以薯條和汽水接待我們。身為運動員的我，當天並沒有吃和喝

這些別人眼中的「垃圾食物」。現在回想，薯條可能已是他們一家三餐

的食品，汽水更是他從微薄收入中掏出來接待

客人的飲料。這反思令我心裡難過！我以為香

港早已沒有歧視，歧視問題只是少數族裔不願

發奮的藉口。聽畢阿星的分享，我心中萌生一

個念頭︰要為弱勢社群發聲。 

歧視 

 

經歷分享(2)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科技教育組 

查詢：

teched@edb.gov.hk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課程 

 

 

 

畢業生專訪(2) - 以教育扶貧 

問： 為什麼會修讀教育？ 

答： 記得有一次在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有關貧窮的選修單元進行

的外出探訪，我到了土瓜灣了解劏房戶的生活。這次探訪讓我

了解在職貧窮家庭的景況。我一直深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如

果貧困的學童能接受到高質教育，提升個人競爭力，便可以在

社會上向上流動，繼而脫貧，所以我選擇修讀教育。 

問： 有沒有讀書心得可以跟學弟妹分享？  

答： 最好的讀書方法是運用概念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有不少的概念和理論，以概念圖的方法可以

把不同單元的概念和理念整合聯繫。在答題時候可以運用跨單元的概念，令答案更具體。另外，健

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跟社會息息相關，留意社會上不同議題有助理解概念和理論，可以令答題更仔

細，更具說服力。 

香港大學教育及社會科學系 

李旭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