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質教育中心的體驗 

 

各位義工： 

 

你們好，我是参與十二月十三日荔枝窩地質教育中心的義工 Benjamin，我是個

剛在科技大學完成了生態旅遊文憑課程的學生。以下是我當天參與這項義務工作

的體驗，希望能與各位分享。 

 

我與其他同班同學一樣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來迎接畢業後第一份導賞工作(荔枝

窩地質教育中心導賞員)。在這之前兩週，我努力地把科大課本的資料及 Young Sir 

在 Pre-trip所講的資料重温，希望在導賞時，不會失禮村中父老。但很快地，期

望的日子亦到了，我與 Isbella 及 Kee 在當天早上十時多剛好完成了打掃中心，

張貼指示牌，路標及整理擺設的工作後，正奇怪地為何尚未有人到訪呢？突然我

們就聽到遠處響起「大聲公」的聲音，原來有一個三佰多人的旅行團已經抵達荔

枝窩，就這樣我們興奮地歡迎第一批訪客。大多數的訪客不論老幼都對我們的展

板資料，石頭樣本及客家村屋內的擺設都有很大的興趣。尤其帶有小朋友的家

長，他們引領小朋参與 Hidy所設計的互動區「歷史觸印」及「岩石觸覺」*。我

們在旁亦加以講解，另外有部份長者亦對展示的岩石非常有興趣，經我們講這些

岩石是如何形成及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後，他們表現很滿意地離開。這樣

我們就渡過一個很充實的早上，但另一面，我們亦很失望因我們的免費導賞服務

仍未有人参加，只好期待下午團可以出發吧。 

 

不知是否上天不想令我們這三個導賞員初哥失望或是 Hidy 及 Isbella的機智，午

飯後，有七名行山人仕分兩組，一組三人及一組四人相繼來到中心問路並查詢有

關荔枝窩的資料時，Hidy及 Isbella 除講解一番後並提議眾人可参加我們的導賞

服務，我們一邊可以講解荔枝窩村的歷史，風水林的價值及生態，紅樹林及荔枝

窩村的地理及地質環境給他們聽，另一面為他們引路。就在這情況下，我與 Isbella

各帶一組人，便開始我們的首個導資服務了。我帶的一個四人組，要從荔枝窩步

行回烏蛟騰，所以我們從荔枝窩村的東門開始，經慶春七約廣場，紅樹林到觀景

台，沿途為他們講解荔枝窩的生態，地質及文化。不知為何，平時不善於對陌生

人說話的我，今天卻可以流暢地作出講解，可見這份心情不是筆墨可以形容。 

 

時間過得很快，總計全天有大約十多個團體共千多人到訪荔枝窩，正當我們收拾

整理中心外圍準備關門的時候，剛巧又是在廣場販賣粥品的村民在收拾用具「回

家」，她們很熱誠與我們打招呼，並說有空擋時亦會到中心探訪我們，這份鄉土

情，就連那一隻在中心附近或廣場流連的小黃狗，亦依依不捨我們這班導賞員，

一直送我們到碼頭(牠好多謝我們在這個週末來探望牠，哈哈! 發傻!)，實在帶給

我們這班外來人無限溫暖。 



 

回想今天的工作，我希望各義工在可行的情況可以加一些互動的遊戲或展覽與參

觀者，這樣可加深訪客對参觀中心的興趣及對岩石的認知。在中心前的一幅牆，

可以掛上一些活動展板，介紹例如岩石是那裹來，荔枝窩的地質是如何形成等。

另外，Hidy設計的岩石沙龍，除可種一些花奔，增加色彩外。亦可像 Hidy的想

法一樣，擺設一些與當地民生有關的石製品作展品，希望各義工在當值有空時在

附近的荒廢村屋尋找有用的展品。還有可以在中心岩石的展櫃旁，貼上岩石硬度

對照表。 

 

以上是我在今次義工的體驗的小小的建議。 

 

Best Regards 

Benjamin 

 

*註：「歷史觸印」及「岩石觸覺」是中心管理負責人孫嘉雯小姐設計的。 

 

  

 「岩石觸覺」是甚麼？ 合力建造「賞石沙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