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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正喜歡地理的學生來說，親自到大自然見到、摸過一塊石，跟課室看任何標本，是迥然不同。

17 位青年地質保育大使，上月底往韓國濟州 4 天考察，了解當地自然地貌，參考保育措施。談保育，未真

切感受過大自然之美，又怎會懂得保育有多重要？ 
  
  親子版將一連兩天，報道這班中學生的考察經驗。 
  
  由新創建集團舉辦的「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過去 5 年帶領學生考察不同地貌，像台灣馬祖、

中山海口等。曾參與計劃的學校約 200 間，並已培訓近 1,000 名高中生；學生出外考察前，要接受有關地質

理論實踐訓練。 
  
  一連 4 天的濟州考察，學生分別到過濟州石文化公園、城山日出峰、天地淵瀑布、大浦海岸、西歸浦層、

水月峰等地。 
  
打開溝通之門 
  
  近年來不少企業也投放資源在公益事務上，特別是教育範疇，集團執行董事暨環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

席張展翔也愛行山。「現在愛行山很多都是中坑……要地質保育單靠我們這一代不行，會青黃不接。」 
  
  他不諱言，身邊的管理層都覺得新世代思想偏激：「你可以講他們帶了有色眼鏡，或是部分年輕人給管

理層的錯覺，我覺得長此下去，彼此有很大分歧，需要填補。」他覺得社會要持續發展需要年輕人，因此，

計劃目標是拉攏年輕人體驗地質保育，以他們的角度去推廣，更能令同輩認同，甚至同時教育老一輩。 
  
播下保育種子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博士隨團與當地地質學家一起為學生講解，他覺得現時的教育系統，

地理科有理論知識，獨欠生態保育教育一環，而計劃目標，正可透過學生親身考察，真切感到大自然奧妙而

興起愛護之心，始有保育意志；而實地看到濟州的保育經驗，也是拓寬學生相關知識，或許將來有機會應用

在香港。 
  
  保育，他覺得不只是某個品種，是要整個生態系統配合去做。「地質保育是全面的工作，是所有生態環

境，這是相對較新的概念……全世界對地質保育，起步都很慢；真正的保育實踐，是要政府政策、環境評估

配合。」部分學生來濟州考察前，就算尚未讀過相關地質課題，已先了解理論，像不同石頭的形成。「你揀

地理科，很少涉獵自然地理，亦不全面介紹香港地質……地理是很好的通識教育，是香港教育制度令學生可

以選擇不揀這科，能接觸相關知識的機會更少。」 
  
  腳下的土地，地理也是歷史，我們有多認識自己的香港？這班中學生藉 濟州的地質考察，同時也從地

理科的研究精神，了解自己成長的土地。 
  
遊學團 另類觀察 
  
  不時也有機會做海外遊學的採訪，短短數天相處，多少也見到這代學生的不同個性；而這團的學生，可

算是記者見過最積極投入各項考察活動的一班：不住追問當地專家，用心寫筆記，記者早已遺忘的地理知識，



隨便問學生，也可為我補足。這可是主辦單位，從 240 位中挑選出真正對地理有興趣的學生，跟人人也有機

會參與的學校交流團的分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