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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以人為本，也以培養人才為目的。前芝加哥大學校長

赫鈇士（R. Hutchins）認為大學教育之目的不在訓練「人力」，而

在培育「人之獨立性」。1 對學生而言，大學固然為探求知識、求

學問之地，然而如何養成學生的品性、重視德行亦是教育者的任務

之一。透過多元化的校園生活締造學生文化，文化又與生活息息相

關，從而影響他們的氣質品性，也緊扣大學以「全人教育」作為辦

學的理念及目標。正如 1980年代前期，浸會學院歷史系系主任劉家

駒先生所說：「盼望所有就讀高等學府的學子們，在將來的歲月裏，

除了知識、學業的進展外，一定該培育出為社會、為大眾、為這一

社會急需發展的需要而服務、而獻身的精神。」2本章首先介紹近

年學生背景概況，並記錄校園生活大概，最後描述學生向外拓闊眼

界、自我增值及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香港浸會書院在成立之初，學生多為官、私立中學的畢業生，

並已領有畢業證書或會考證書。3 步入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迅

速增長，工商業發展蓬勃，加上人口增長穩定，促使香港高等教育

得以進一步發展。1983 年，香港浸會學院成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

助委員會的資助院校。1986至 1987年間，學院共提供兩個學士學

位課程及十一個榮譽文憑課程，其後陸續開辦不同的學位課程。在

1986 年 9 月入讀第一年學位及榮譽文憑課程的新生共九百一十二

名，男女生比例為 0.89：1。學生平均年齡為 20.18 歲，男生平均

年齡為 20.45歲，而女生則為 19.96歲。4 及至 1989年，港督有意

擴充大學學位，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把 1995 年大學首年學位的指

標由適齡人口的 13%增加至 18%，首年學位數字由原來的一萬零

五十個提高至一萬五千個。5 同年，學院亦把所有榮譽文憑課程提

升為榮譽學位課程，申請入讀的學生人數在 1990年代穩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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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人數由 1986年 12月的九百三十八人增加至 1992年 12月的兩

千一百四十七人。6

第一節　學生情況與校園生活

（一）近十年來學生的個人背景

近十年來，全日制本科生收生數字愈趨穩定，由 2004至 2005

學年的一千四百四十四人增至 2013至 2014學年的一千八百五十七

人，而在 2012至 2013學年，迎來在「3+3+4」新學制下兩批分別入

讀三年制及四年制課程的本科生，收生人數激增至三千二百一十五

人。7 為更瞭解新生的背景及需要，學院早於 1981至 1982學年已廣

邀同學參加一項廣泛性的問卷調查，分別於學年的 9月及 4、5月

進行兩次資料蒐集，問卷內容針對學生的背景資料、課外活動、未

來發展、人生目標、自我認知等。透過收集問卷，並加以分析，令

學院更明白學生的需要，從而作出改善及增補相應的輔導服務及活

動。全人發展研究小組在 2012年更進一步，設計了首個本地化的

「全人發展量表（專上學生版）」，希望以一項適合華語學生作自我

評估的量表，在該學年向三年制及四年制的新生進行問卷調查，以

幫助他們瞭解自己，制訂個人成長計劃。8

根據新生入學時所填寫的問卷顯示，全日制本科生在 2014至

2015年度的男女生比例為 1：1.71，女生人數較男生多。男女生比例

除了在 2013至 2014年度曾攀升至 1：1.99外，近十年內的比例相距

不遠。在學生平均年齡方面，問卷在 2012至 2013年度增添了十八

歲或以下一欄，因四年制新生年齡平均比三年制新生較小，該年有

86.4%的新生平均年齡在二十歲或以下，比往年上升 11.2%；2014至

2015年度，平均年齡在二十歲或以下的新生維持在 82.8%。在宗教
（上）1985 年 9 月開學禮後

（下）1990 年代初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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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大約六成學生沒有宗教信仰，而 22.7%學生則信奉天主教

或基督教。

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亦有一定的轉變，在 2004至 2005學年，

新生父或母曾接受專上、大學教育的分別有 8.8% 及 4.8%；而在

2008至 2009學年則升至 14.3%及 9.1%；在 2014至 2015學年更增

至 16%及 12.2%。新生家長並無接受正式教育的百分比，由 2004

至 2005 學年的 7.8% 及 9.1% 下降至 2014 至 2015 年度的 4.3% 及

4.9%。可見總體而言，學生家長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這亦與香港

的經濟、教育政策，及社會環境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

就新生的居住環境而言，2004至 2005年度有 51.3%居住在公營

房屋，私人住宅為 43.5%；與 2014至 2015年度的 53.9%及 40.3%相

若。近十年內，逾半數學生居住在新界，其次居於九龍，居於港島

及其他的佔少數，除了居於九龍的學生，其他學生的上學時間均超

過一小時。只有接近 20%的新生認為無須為學費憂心，而大部分學

生最重要的學費來源均來自家庭的經濟支持，少數則依賴政府的學

費資助或貸款。9

（二）校園生活與文化活動

踏入 1990年代，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化城市，並奠下其金融、

通訊、運輸中心的地位。邁進資訊發達又瞬息萬變的千禧年代，香

港近年在政經、社會環境、文化視野等多方面也迭經嬗變，如何適

應這個多變的社會，就成為青年人畢業後首要解決的課題。除了豐

富的知識及技能外，個人價值觀及良好的心理質素也是不可或缺的條

件，有助同學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各種挑戰與考驗。近代西方哲人布勃

（Martin Buber）認為「真正配稱為教育的，主要是品性的教育」。10 

中國傳統教育亦重德性培養，透過「禮」的實踐，正正可以讓學生

言行能有所規範，進而加強個人的品德修為。多元化的校園生活及

文化有助學生建立個人價值觀、適當的處世原則和生活態度，從而

在往後的事業及人生發展上取得成功，亦正正與浸大所秉持的全人

教育理念，及致力培育的七大畢業生特質（公民、知識、學習、技

能、創意、溝通和群體）互相呼應。校園生活可分為四類，包括學

生活動、舍堂生活、實習及海外交流計劃，以及參與校政。

校內所組織的學生活動可大致分為兩類，其一由校方主辦，

其二則由學生組織所主辦，而學生組織又主要分為學生會、學術

學會、興趣學會及宿生會。發展至今，浸大除了富宗教氣氛的活動

外，更為學生另外開闢了豐富多彩又多樣化的活動，包括文娛、體

育、公開比賽等。

秉承基督教辦學的傳統，加上首任校長林子豐亦強調「若在智力

訓練外，又把基督觀念，充滿青年心中，使他們把觀念做成行為，

以行為表現品格，這才能稱為完備的高等教育」11，故早年由校方主

辦的活動多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例如要求學生修讀基督教課程、

出席每周兩次集會禮拜等，內容及活動多圍繞基督教觀點出發。12 

現時校內的宗教信仰活動多由校牧處負責，校牧處自創校以

來已服務整個大學群體，多年來致力發展校園的福音事工。其校園

事工的層面及活動十分廣泛，對象涵蓋教職員、學生及校友，宗教

活動仍保留自 1985年 11月起開展的周三午間崇拜，邀請校內外的

嘉賓講員作分享；大型活動如每學期舉辦一次的「基督教周」，為

期一個星期，每次設有特定主題，內容包括培靈會、午間崇拜、講

座、佈道會等；每年四月又為應屆的畢業生舉辦畢業禮讚，為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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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送上祝福。

在校牧處轄下，由學生主導的基督徒組織包括在 1959年秋成立

的基督徒學生團契，歷史最為悠久，一直以團結校內的基督徒同學

為宗旨，藉團契及相關活動讓同學獲得傳揚信仰、相交的機會。13 而

校內有志於聖樂事奉的基督徒學生，可加入 1963年 12月成立的基

督徒詩班。詩班每年在不同的校內活動中獻唱，例如開學禮、畢業

禮、畢業禮讚、午間崇拜、教職員聚會等。近年詩班走出校園，在

聖誕節期間於商場報佳音，又於教會佈道會中獻唱，希望透過聖樂

詩歌傳揚福音，同時也讓同學接觸不同階層的人士，為他們服務。

早於 1970年代，詩班已遠赴澳門作佈道及聖樂交流。而在 1980年

代開始的暑期工作計劃中，多年來先後到訪不同地區，例如台灣、

馬來西亞、加拿大、中國內地等，進行佈道、聖樂交流及學習，開

創了暑期海外工作計劃的先河，亦令同學獲益良多。在 2008年，詩

班參加了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的「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憑着精湛的歌藝從八間大專院校的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勇

奪公開組合唱比賽冠軍。14 明白到副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的需要，校

牧處在 2002年成立國際學院基督徒團契，旨在使國際學院的基督徒

學生投入委身基督、以基督徒的生命影響生命及實踐佈道。15

有感校內對基督教福音樂隊音樂的需求日漸增加，幾位有志於

以音樂事奉的基督徒同學及教授在 2000年成立了讚美樂隊（即香

港浸會大學基督徒樂隊前身），並於 2006年正式註冊為校牧處轄下

的學生組織，改名為「香港浸會大學基督徒樂隊」。樂隊亦以音樂

服侍社區，又積極參與校內不同的聚會、舉辦不同主題的周年音樂

會。16 其他相關的學生活動包括學系細胞小組、照顧內地學生需要

的普通話團契、奉獻團契、領袖訓練營、基督徒學生交流團、不同
1970 至 1980 年代基督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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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會話班及查經班等，又在 2002年 9月開展了舍堂事工，在舍

堂內實踐對宿生的全人關顧，更為學生提供個人輔導、小組輔導、

工作坊、個人成長生活營等活動。17

自 2007 年起，校牧處一年一度舉行「篤信力行講座」。篤信

者，即一種堅定相信的生命取向；力行者，即指竭力將信仰付諸實

行。講座不單成為校內基督教徒學生和畢業生所期待的活動，更是

香港基督教界的盛事，每年參加的人數都不下於三千人次。

表 8.1　「篤信力行講座」的主題和講者

屆次 主題 講者

第一屆
現實的顛覆： 

舊約聖經文學與生命培育
李思敬教授

第二屆
古典靈修學與後現代的屬靈 

生活
溫偉耀教授

第三屆 亂世佳人 蔡元雲醫生

第四屆 信乎．命乎
麥格夫教授 

(Professor Alister McGrath)

第五屆
放下、自在： 

與偉大心靈同行
余達心院長

第六屆 黎民的信仰告白 梁家麟院長

第七屆
永恆當下天地人： 

約翰福音的時、空、人
孫寶玲院長

第八屆
兼愛、大同： 

挑戰羅馬人的福音
鮑維均教授

第九屆
耶穌的比喻： 

顛覆世界的信息
曾思瀚教授

第十屆
擄到巴比倫： 

權勢．歸回．得釋放
邢福增院長

2015 年第九屆「篤信力行講座」在大學會堂舉行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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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965 年由葉惠康老師指揮的學院管弦樂團

（下）1967 年學院歌唱團在麗的映聲獻唱

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寓教於樂有助道德教化，故為大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元素。在六七十年代，各系會學會於每年舉辦民歌比賽

晚會，也會在學生節中舉辦系際音樂比賽。18 及至現今，仍有不少

學生組織在校園內推動音樂文化，例如樂社、學生會無伴奏合唱學

會。於 1980年成立的國樂會，以推廣國樂為主，並會定期舉辦各項

中樂推廣活動、樂器班、籌辦中樂興趣小組等。19 大學在 2006年成

立本港唯一的巴羅克室樂團，由音樂系系主任潘明倫教授創辦及指

揮，招募同學及校友為成員，旨在本地及內地推廣巴羅克音樂。樂

團在 2007年獲邀在「青春萬歲—在國旗下」慶祝香港回歸十周

年聯歡晚會演出，並在全國廣播，成為唯一一隊獲中國教育電視台

邀請於晚會中代表香港的樂團。2009年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教

育系合唱團合作，聯合演出舉世知名的《彌賽亞》，在聖誕期間為

樂迷帶來悠揚樂韻。20 

2009年成立的室樂合唱團（Cantoría Hong Kong），由音樂系

文盛伯博士指揮，為新成立的混聲室樂合唱團，並由二十四位音樂

系學生組成。合唱團表演的曲目非常廣泛，盡顯不同時期的音樂特

色，也體現了香港獨有的多元文化及融合了多國語言，重點表演

曲目有文藝復興時期及巴羅克時期的作品，例如意大利語及英語牧

歌、拉丁語聖樂等。在成立之初，已於捷克舉行的「2010年歐洛慕

奇歌唱音樂節」中，以意大利文、法文、拉丁文、德文及中文表演

不同曲目，最後更贏取金牌，揚威海外。21 在 2012年 6月 10日，

合唱團更應北京國家大劇院的邀請，首次在該劇院的周末音樂會

「中外合唱新聲」上獻唱，成為首隊在該頂尖表演場地公演的香港高

等院校學生合唱團。該音樂會全長九十分鐘，由浸大室樂合唱團獨

力演出，吸引了逾一千六百名觀眾出席。22 2016年 6月 6至 11日，



大學的巴羅克室樂團與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教育系合唱團合演巴哈名曲

學生會合唱團在 1979 年「學聯之夜」歌唱比賽中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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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樂合唱團遠赴劍橋大學，與帝皇學院的合唱團演出；及後又與倫

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合唱團和倫敦的 Gresham Centre與 National 

Youth Choir of Great Britain Fellowship Octet聯合演出。合唱團又應

邀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電台節目“In Tune”上即席演唱。23

第一屆學生聯會在 1967年 11月成立，定名為「香港浸會書院

學生聯會」。翌年，聯會出版《浸會學生報》，並在 11 月改名為

「香港浸會書院學生會」。經過多年的發展，學生會現為校內最大

規模的學生組織，下設幹事會、評議會及編委會，在幹事會下設有

福利合作社、社會事務委員會及大學事務委員會；評議會下則設有

財政委員會、章則委員會、秘書處、大選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及監

察委員會。根據學生會會章，其宗旨在於本着民主自治精神，促進

同學德、智、體、群四育，鼓勵同學關心社會、認識世界、謀求同

學福利、爭取同學應得權益、促進大學發展、提高大學聲譽、並與

校方一道為爭取大學應得之地位而共同努力。24 學生會的內務工作

包括提供電腦展銷優惠、舉辦迎新營、系際球類比賽、歌唱比賽、

學生論壇等，其中每年的千人宴是重點活動之一，亦為同學所津津

樂道。在千人宴中，師生聚首一堂，共享美味的盆菜宴，席間亦會

邀請校內外組織及嘉賓作表演，並設有抽獎環節，為師生間留下美

好的回憶。由於千人宴為學校的大型活動，學生會會邀請學生加入

籌備委員會，讓他們有參與的機會，在籌備的過程中發揮所長。此

外，學生會開設兩所福利合作社，在收支平衡的大前提下為同學提

供服務，所出售的貨品普遍低於市場價格，也為弱勢社群提供自力

更生的機會。其他設施包括學生會室、民主牆、借用物資等，藉此

實踐為同學服務的精神。編輯委員會負責學生會刊物出版事宜，肩

負會內的輿論監察責任，也為學生們提供發表意見的渠道。25 

首次學生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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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學會在校園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多為以共同修讀所屬

課程作基礎而組織的系會、聯會及各學院的學生會，服務對象為各

學系、課程及學院的同學，提供具針對性又與其學科相應的活動。

學術學會以相同背景基礎的同學為會員，活動內容多以凝聚及服務

系內同學為主，故歸屬感較大。在新學制下，部分學系及學院採用

聯合收生制，同學在第二個學期時才按個人興趣和成績，選擇主修

科目，故不能即時成為學會系會的會員。有見及此，部分學會系會

因此作出相應的轉變，例如組成學生聯會、十七個學會系會的幹

事會任期作出更改等，以便四年制學生到海外交流及進行實習。同

時，學術學會亦會因應學校新開辦的課程而有所增加，加入學術學

會幹事會人數由 2006至 2007年度的三百六十六人，增至 2012至

2013 年度的四百零九人。學術學會的活動可大致分為迎新、體育

康樂、學術、聯校活動、對外交流、會議等。根據學生事務處 2012

至 2013年度的報告，學術學會共四十一個，興趣學會共五十六個，

所舉辦的活動較多以培養會員之間的團隊合作為主，佔 26.48%，

加強溝通技巧的佔 21.02%，學習知識及技能的分別為 13.86% 及

13.52%，培養學生成為社會公民的活動相對較少。26

隨着社會不同大眾文化及科技發展，加上社會風氣的轉變，

學生的興趣也變得更多元化，除了保留傳統的興趣學會外，很多新

興的學會也隨之而興起。興趣學會可分類為文化綜藝型、康體運動

型、社會事務型、宗教事務型及其他專門型，以首兩類型為主的興

趣學會較多。27劇社為校內歷史悠久的興趣學會之一，早在 1956年

就已成立，一直致力推廣戲劇文化及提高學生及公眾對戲劇的興趣

和認識。劇社由學生創辦，香港話劇團桂冠導演毛俊輝先生、電視

藝員楊英偉先生及戲劇藝術文化工作者盧偉力博士亦曾任劇社主席

（上）1959 年《西施》一劇的台前幕後

（下）1967 年劇社成員與導師鍾景輝（左四）合照，右三者為成員之一毛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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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事務處在 2012至 2013年度的相關紀錄，學生近年來

的興趣較為分散，而且受時尚活動、文化及運動潮流所影響，由此

建構多元化的學生組織及校園生活氛圍，培養學生不同的興趣。31

舍堂生活在學生的品德培育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校內宿舍在

2002 年 3 月建成，四幢學生宿舍提供約一千六百個宿位，並以中

國近代名人命名，分別為楊振寧堂、蔡元培堂、周樹人堂及宋慶齡

堂，並各自組成宿生會及舊生會。至 2009至 2010學年，宿位數目

增至一千七百七十個。

宿舍儼然一個小型社區，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更深刻的群

體生活及環境，同時彰顯全人教育的果效—培養與他人相處之道

及溝通能力，塑造獨立、自律及互助互諒的品性。32四所宿舍各有

特色，例如楊振寧堂的舍堂精神為「修身養性，心及天下」，希望

宿生能推己及人，關懷社群；蔡元培堂是「邁向卓越」，希望學生

在與人相處中，能彼此學習和成長；周樹人堂以「跨越界限，關懷

社稷」為格言，希望學生可以打破地域界限，服務社會；宋慶齡堂

的格言為「學海人生，奉獻精神」，以回應大學全人教育的辦學理

念。為了加深學生對四位名人及傳統中國文化的認識，宿生會每年

均會籌辦甚具特色的楊振寧節、蔡元培節、魯迅節及宋慶齡節，一

系列的活動既可加強同學對宿舍的歸屬感，又可以讓他們發揮個人

才能，投入舍堂生活。當中蔡元培堂舊生會為了宣揚蔡元培先生的

教育精神，與蔡元培堂合力擴建陽江市陽東縣的一所農村小學，並

改名為「蔡元培學校」。學校在 2007年 9月正式成立，致力幫助內

地有需要的學童，為他們提供教育的機會，而宿生會也會定期探訪

該校的學生，把理念傳承下去。33

一職，並邀得鍾景輝先生擔任顧問，為劇社引入中外戲劇演繹手

法的元素。劇社在 1959年首演著名戲劇大師姚克先生的作品《西

施》，師生們上下一心排演，並以該劇為興建永久校舍籌款，最後

更籌得十萬元捐款。近年來，劇社專注於演出校內及校外劇、周年

演出，又熱心於參與大專戲劇節舉辦的大專戲劇匯演。28

透過舞蹈的薰陶，也能讓學生欣賞到不同的藝術及文化特質。

舞蹈學會在 1993年成立，舞種主要以嘻哈舞及爵士舞為主，近年則

加入現代舞、霹靂舞及其他街頭舞蹈的元素，擴闊同學對舞蹈的認

知。浸大舞蹈學會於大專學界中享負盛名，曾於香港大專院校舞蹈

比賽獲取佳績，例如先後憑演繹作品《美麗誘罪》及《命運遊戲》

在 2011年及 2012年的「全港大專聯校舞蹈邀請賽」中奪得亞軍，

2012年更贏得「最佳排舞師」獎項。29除此之外，體育舞蹈學會隊

員亦在第六至第九屆的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中表現超卓，並在

探戈、華爾茲、牛仔舞、查查查、倫巴舞等舞蹈項目中獲獎無數。

2012年，更在「第九屆 ISTD盃標準舞冠軍賽」中脫穎而出，贏得

團體冠軍榮銜。30 



蔡元培學校

寓學習於生活的舍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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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挑戰自我和交流實習

（一）學生屢創佳績

面對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機遇及挑戰，學生除了提升自己的學

術水平外，亦需要鍛煉個人體能，以應付二十一世紀社會及未來在

職業上的需要。透過參加體育競技及其他公開活動，既可以磨煉意

志、改善身體機能，又可以培養體育精神，不斷挑戰技能與體能，

訓練毅力及認識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在五育教學中，着重培養學生的德、智、體、群、美，從中

可見體育發展亦是重要的一環。在六七十年代，學校設有兩個排球

場、一個足球場和一個籃球場，為學生提供體育活動空間；基督教

1985 年校慶活動之師生

籃球友誼賽，謝志偉校

長主持開球禮。

1984 年金城道運動場，現址為偉衡體育中心。

教育中心的地下康樂活動室自落成後，設置了小型桌球枱及乒乓球

枱供學生使用；直至 1980年代中，因校園擴建工程，學生唯有使用

在聯福道臨時校舍一座由政府倉庫改裝而成的室內運動場。隨着大

學的不斷發展，學生人數與日俱增，自 1990年代起，偉衡體育中

心、許士芬博士體育館及毗鄰校園的聯校運動中心相繼落成，大大

增加了活動空間。另外，學校在 2007年開展「校園總體規劃」，並

在 2012年 11月落成啟用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娛中心，為學生提供

了更多運動場地。34

眾多體育競賽中，可分類為校內及校外比賽。周年水、陸運

動會為校內大型的體育活動，同學均可以代表學系出賽。浸大歷屆

的水運會多假九龍摩士公園游泳池舉行；自聯校運動中心落成後，

周年陸運會均在中心舉行。其後各式各樣的體育學會組織也紛紛興

起，初以校隊為主，例如田徑、游泳、各類球類運動等；後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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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同的興趣學會，例如球類、精武武術、划艇、柔道、空手道、

山藝歷奇、居合道、劍道、登山等，向同學推廣不同的體育康樂文

化。為了表揚各學系、學會及同學在體育運動上的優秀表現，學校

特在 1973年設立林子豐博士紀念盃，每年在頒獎典禮上頒發多個獎

項及多項體育獎學金，設有總團體、男女子團體、男女子全場冠軍

獎等。35

除了參與校內的體育活動，各健兒更在學界比賽中大放異彩，

在田徑、劍擊、跆拳道、空手道、划艇、游泳、球類等項目上均表

現出色。36 2011年，大學田徑隊在由香港大專體育協會舉辦的周年

陸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在單項賽事贏得兩金五銀四銅、男子團體

季軍和總團體殿軍。37 大學越野隊在香港大專體育協會主辦的 2008-

2009大專越野賽中，分別贏得男子團體和男女子團體亞軍，個人方

面則奪得男子組冠軍和亞軍，及女子組亞軍。2010年，再次勇奪男

子團體冠軍，又取得男女子全場總冠軍及女子團體冠軍。38 划艇會

近年的收穫甚豐，2007年曾代表香港出戰「2007年中國大學賽艇公

開賽」，並奪得季軍；又在「第十五屆全港大學賽艇錦標賽」中贏

得七個獎項，包括團體全場總亞軍和男子全場總亞軍。2008年，更

擊敗十多間來自其他亞洲地區的大學划艇隊，在亞洲大學賽艇邀請

賽“Uniten Rowing Invitational 2008”展示實力，贏得男子雙人雙槳

艇金牌、男子室內賽艇 4×500米接力金牌、女子四人無舵手艇金牌

和女子室內賽艇 4×500米接力銀牌。39 在搏擊運動方面，柔道學會

隊員在 2013年的「第二十四屆大專盃柔道賽」中表現出色，勇奪

隊際賽冠軍，並囊括六項個人賽獎項。柔道隊已經連續第四年贏得

全場總冠軍，成績斐然。跆拳道學會在「大學盃跆拳道錦標賽 」中

贏得五個獎項，包括女子色帶組雛量級冠軍、男子色帶組中量級亞

（上）2010 年浸大田徑隊參與大專陸運會，為校爭光。

（下）2013 年浸大健兒參與大專越野賽，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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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蠅量級季軍及團體季軍。另外，更在由大專體育協會主辦的大

專賽事中，贏得女子隊團體冠軍，及在個人賽共取得十三項獎牌。40 

在球類運動中，大學乒乓球隊在 2012年參加第十六屆成龍挑戰盃大

專乒乓球邀請賽，奪得男子組賽事季軍，女子組賽事則榮膺亞軍。

大學的手球和足球女子隊實力非凡，分別在 2010年奪得大專比賽冠

軍，是兩隊歷來最佳成績。活木球隊在 2010年大專體育協會主辦的

大專賽事中，囊括了男子團體、女子團體和總團體三項冠軍，以及

兩項個人冠軍和一項季軍；在 2011年的大專盃賽中連續三年贏得團

體總冠軍、連奪四屆男子團體冠軍，女子隊亦獲頒團體亞軍，成績

彪炳。41

在國際賽事中，七位本校學生代表香港參加 2009年的東亞運

動會，成績優異，分別在女子對練賽贏得金牌、賽艇輕量級男子四

人雙槳賽取得銀牌及男子四人無舵艇賽中取得銅牌。42 就讀運動及

康樂學副學士課程兼香港體操隊成員吳翹充同學，2010年在第三屆

國際體操聯盟世界盃比賽中，贏得男子吊環銅牌，為港增光。2013

年，再次在湖北舉行的「2013全國體操冠軍賽」吊環決賽中，奪得

銅牌。除了多次贏取國際賽事的獎項外，2015 年更成功創出兩個

新的吊環動作，經第四十五屆世界錦標賽評審，喜獲命名為「吳翹

充—經背水平直臂拉上成銳角十字懸垂」及「吳翹充—前翻直臂壓

上成水平支撐」。43 2010年，浸大同學出戰在廣州舉行的第十六屆

亞洲運動會，在二十一個項目的賽事當中力壓群雄，取得女子佩劍

個人銀牌和團體銅牌、女子重劍個人銅牌及空手道男子七十五公斤

級銅牌佳績。44 2016年 6月，中國研究課程何宛淇同學在杜拜舉行

的硬地滾球世界公開賽中，勇奪 BC3個人賽冠軍；45 2016年 9月，

她作為香港代表隊成員出席巴西傷殘奧運會，參加硬地滾球的賽事。

踏入二十一世紀，學生更勇於面對挑戰，在各範疇的公開活動

中成績驕人，為校爭光。在公開辯論比賽中，中文辯論隊可謂有口

皆碑，在多場比賽中屢獲殊榮，曾連續四屆在「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大專生辯論賽」中贏得冠軍。2008年，在香港電台與香港專上

學生聯會合辦大專辯論賽決賽中稱霸，更同時奪得「最佳辯論員」

獎項；同年，更先後贏得多個辯論賽事獎項，包括「九龍盃」冠軍

和「自由盃」季軍，又連續第三年勇奪「菁英盃」冠軍。翌年，在

由本港八所大專院校舉辦的香港高校「八角盃」大專普通話辯論賽

中，憑着雄辯滔滔的口才取得勝利。2014 年，更在公民黨舉辦的

「公民盃」大專辯論賽總決賽中衛冕冠軍。46

在文學創作、演講及徵文比賽方面，浸大的學生及畢業生在香

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的「二○○八年度香港中文文

學創作獎」中獲兒童文學組的冠軍及優異獎、小說組高級組亞軍。

浸大健兒勇奪 2008 至 2009 年度大專跆拳道錦標賽女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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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在第七屆「華都獅子盃」全港大學生演講比賽中，憑着

個人出色的演講技巧及精彩的內容，力壓其他院校參賽者，榮獲全

場總冠軍「華都獅子盃」。2010年，個別同學在「城市文學創作獎

2010」中獲新詩組季軍。47

工商管理方面，浸大學生在由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主辦的

「2007至 2008年度大學投資分析比賽」中勇奪冠軍。2007年起，

The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開始舉辦全球投資分析比賽，吸引來

自全球的大學生參加。在 2008年，浸大工商管理學院的學生經過

歷時七個多月的初賽及決賽，先後奪得大中華區冠軍及稱冠亞太區

決賽，最後更擊敗多支歐美代表隊，贏得全球總冠軍，勝出的同學

獲邀主持同年五月二日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的收市敲鐘儀式。48 2009

年，工商管理學院兩隊同學分別揚威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主辦的

「2009至 2010年度大學投資分析比賽」及「IIBD國際案例比賽」，

雙雙贏得冠軍。2010年，工商管理學士課程學生更組成浸大隊代表

香港出戰 2010年在菲律賓舉行的「2009至 2010年度 CFA協會亞太

區投資分析比賽」，結果贏得季軍。49

傳播媒體及公關廣告方面，2007年傳播系公關廣告學十三位同

學組成「公關廣告社」，參加國際廣告協會 Dentsu InterAd XI全球

學生廣告比賽，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的滅貧工作設計宣傳活動，最後

奪得南太平洋區域的亞軍，成為香港及亞洲區唯一的得獎隊伍。有

「華語學界奧斯卡」之稱的「第六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頒獎典

禮在 2008年舉行，當晚共頒發十二個獎項，浸大學生成績甚佳，五

份成功入圍的學生作品共贏得五個獎項，再次成為大中華地區得獎

最多的參賽院校。50

在科技發展上，計算機科學系的同學奪得首屆「全港大學 IBM

2008 年工商管理學院本科生在第二屆 CFA 贏得全球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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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程式設計比賽」大學總冠軍及隊際亞軍，成績超卓。為了提

高同學對化學的興趣，香港化學會和英國皇家化學學會舉辦第十九

屆香港奧林匹克化學比賽，浸大化學系同學就解決指定的化學難

題，榮獲亞軍。51

（二）交流實習和開闊眼界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與衝擊，學生必須增強個人競爭力，不單要

瞭解本地事務，也要認識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及背景，以應付將來

的需要。近十年來，香港浸會大學為進一步推動校園國際化，在校

內籌辦豐富多彩的活動，同時也為學生提供到內地及海外遊歷及實

習的機會，豐富人生閱歷。早於 1960年代，因時局問題，每年均有

不少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僑生入讀浸會學院，隨後在 1962年成立南洋

學生會，並興建海外生宿舍，聯誼活動包括迎新環島旅行、聖誕聚

餐、春遊等。52發展至 1998年，大學着力推行國際學生交流計劃，

希望把「國際化帶入校園」，來自二十二間夥伴大學的三十三名交

流生，入住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與本地生共同分享舍堂生活。交

流生計劃主要由國際事務處統籌，截至 2013年 5月，大學與海外院

校和機構簽訂了學生交換和海外進修協議共三百零四份。海外交流

生數目持續增加，在 2004至 2005年度，有一百八十五名來自十五

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學生來校修讀、一百二十九名本校學生到十七

個國家和地區作交流；到 2013至 2014年度，共有三百五十八名海

外交換生來到浸大修讀，而赴海外交流的學生則有三百一十三名。53

其中，於 1998年由學生事務處轄下事業策劃中心推出的「大都會工

作體驗計劃」，每年暑假約有二百位同學參加，分別遠赴各大城市

進行為期八星期的工作實習，透過舉辦不同公司機構的考察及專題

講座，讓同學能實切地體驗生活、增廣見聞，又可以從工作中感受

當地商業及社會發展。至 2014年，約有一百二十間來自不同行業的

公司及機構為同學提供實習機會，包括跨國企業、傳播媒介、政府

部門、專業機構、慈善團體等，而實習的地點更遍佈全球，例如美

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澳洲、中國內地等地的各大城市。54

除了積極與海外及內地院校合作外，大學經常舉辦不同類型的

文化藝術活動，把不同文化引進校園。每年一度的國際文化節，是

一個絕佳的機會讓同學親身感受多元文化薈萃。國際文化節由國際

事務處、語文中心和學生事務處舉辦，於 2005年 9月 26日首辦，

起初細分為「意大利節」、「法國節」、「日本節」、「德國節」等，

至今則透過一連串精彩的節目，例如地球村市場、日本花藝及茶道

示範、國際攝影展、海外升學展覽、文化講座、懷舊香港遊戲、競

飲涼茶比賽、民族服裝表演等，讓國際及內地生瞭解到本地文化之

餘，也使本地學生認識到各國的文化風俗。55「駐校總領事計劃」

在 2004年開始，學校每年都會邀請不同國家的駐港總領事親臨校園

與學生作交流，並主持駐校總領事講座，與學生探討各國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風俗，讓學生瞭解世界事務，先後已有三十二個國家的

駐港領事到訪本校。56此外，浸大學生又踴躍參與享負盛名的「模

擬聯合國會議」，並獲獎無數。2005年十七位同學組成代表團，遠

赴美國波士頓，學習從嶄新的角度認識世界，並從中體驗國際談判

及協商的過程，更成為是次會議當中唯一一支來自香港的大學代表

隊伍。2010至 2011學年，六名浸大學生代表模擬德國的與會代表，

參加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國際模擬聯合國大會」，憑着出色的談判

和外交才能，奪得四個獎項，包括兩個最佳團員獎、一個最佳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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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獎及一個最佳團隊獎。同年，大學推動了「浸大模擬聯合國會

議」，由 2012至 2013年起更擴展成區內的大型活動，邀請了本地、

海外中學及專上院校共一百五十名學生參加，透過為期四天的會

議，讓學生可以在平台上發表對全球關注議題的感想及見解。57

除此以外，不少學會及學生組織也會籌辦一些較具針對性的

海外考察活動，例如舉辦學術交流團，既可以與當地大學生交流，

又與自己主修的科目相關，例如在 2012至 2013年度，傳理學會帶

領同學到泰國領略當地文化及瞭解泰國傳播媒體的運作和生態；中

國研究課程學會則讓同學實地瞭解中國湖北的社會文化；政治及國

際關係學學會到馬來西亞認識當地政治、社會及企業的發展；地理

學會則到馬來西亞沙巴考察天然海洋資源、高山及國家公園，瞭解

當地的熱帶氣候、生物多樣性及地理環境；中藥學會則到北京瞭解

傳統中藥的歷史、演變和發展。至於其他學生組織、大學同學則在

2007年夏天參加了由青年會舉辦的「青年會海外實習計劃」，在美

國、英國或青年會的服務單位實習八至十個星期，親身接觸外國文

化，獲益良多。58

第三節　學生輔導和校政參與

（一）關懷學生成長

浸會大學除了提供高質素的教與學外，亦致力推動全人教育

發展。培養學生知識及德性的過程，實與注重學生身心發展及個人

成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學生事務處早期以維持學生紀律操守、管

理學生組織為主，及後發展學生心理輔導、成長發展等服務。近年

來，學生主體更多元化，除了本科生外，還有海外交換生及內地學

生。為了更瞭解學生的需要，學生事務處推出更多種類的活動及服

務，例如服務之旅，希望以“Train the trainer”為目標，透過培訓同

學，讓他們具備能力培訓新一批的學生，達到服務學習的目的。59

1970年代初，大學聘請兩位專業學生輔導員，以兼職的形式為

學生提供輔導服務。就業輔導中心及輔導中心於 1972及 1973年先

後成立，又在 1988年合併為職業及心理輔導處，及後又分為兩個

獨立部門，與領袖素質中心同屬學生事務處管理。輔導中心以「人

有其價值、有選擇的自由、有自己的獨特性、有一定的潛力、有改

變的能力」為宗旨，希望為學生提供專業的輔導服務，透過舉辦實

用的成長課程及豐富的成長教育資源，促進他們成長，並孕育關愛

文化。在心理輔導上，同學可以尋求專業輔導員的協助，又可參加

小組輔導，透過啟發性活動及與其他組員的交流，例如互相模仿、

檢視現實、學習人際關係的技巧等，可以引發同學反思。同時，中

心備有多種心理測驗及職業測驗，心理評估結果透過輔導主任解說

及一些客觀、科學性的評估量表（例如在 1998年取得中文翻譯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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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F 卡特十六種性格因子問卷、MBTI 職業性格測試、SII 職業興趣

量表、WPDI 全人發展量表等），讓同學可以更加認識自己，有助

改善自我及訂立未來路向，從而獲得均衡的發展。除了由專業的輔

導員提供服務外，中心亦鼓勵朋輩輔導訓練計劃，例如 2007年首辦

的學長先鋒工程，旨在利用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學到有關成長和精神

健康的知識，加上主動聆聽及勇於面對問題的態度，去關懷同輩，

藉此提升學生的關愛精神。中心又在國內舉辦「朋輩輔導冬令營」，

並在 2007及 2008年，曾先後舉辦「韶關教學交流團」，參加同學運

用他們學到的朋輩輔導知識及技巧，來訓練及培養國內一群小四至

小六學生成為校園內的學長。60

中心在推動學生的個人成長方面不遺餘力。1990 年代，除了

定期舉辦工作坊外，還提供專設培訓服務，讓同學自行組成小組，

與中心磋商培訓題目、日期及時間，為其提供適切的服務，配合

需要。在校園內設有流動服務站及展覽，配合不同主題，提供有關

個人成長的資訊及書籍展覽，又藉各種遊戲如計算機心理測驗遊戲

等，使同學關注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另外，在 1999年 9月推出了為

期一年的「個人蛻變計劃」，同學在瞭解各自的成長狀況後，按自

己的需要訂立培訓計劃，訓練內容可選擇中心及校內其他部門所舉

辦的工作坊、技巧訓練、學術講座、國際交流、生活體驗計劃等，

在一年內完成。為了讓同學提高心理效能及認識更多心理技巧，輔

導中心提供全年成長課程，分為自我認識、情緒智商及正向心理系

列，供同學自行報讀。除此之外，更在 1999年開始了「浸大早晨」

項目，起初每星期會藉電子郵件，向同學發放關於個人成長的簡短

訊息，及後則改為收集發人深省的格言及座右銘，內容包括勵志及

人生雋語，在校內廣播，藉此激勵同學思考人生，享受生活。61

對於新生及其他同學，大學也致力關注他們的需要。為了讓新

生盡快適應校園生活，大學在 1996年設立「大學生活」，一年級同

學必須參與，三個組合分別包括「學習技巧工作坊」、「大學論壇」

及「師友聚」。時至今天，「大學生活」為通識教育下的科目，一年

級同樣必須參與，當中包括迎新活動及工作坊、聯通課程等。62在

1997 年，輔導中心以一年級同學為主要對象，推出「浸大人」系

列小冊子，圖文並茂地介紹有關個人成長及生活技巧方面的資訊。

在 2003 年實行「學友計劃」，為每一位新生安排一位同系或學院

的學長作「學友」。每位學友會帶領約十名新生，在大學的迎新活

動中參加各項活動，其後又會組織活動，協助新生適應大學生活及

學習環境，為他們提供意見及指導。鑒於在校的內地生人數日益增

長，中心另外設有內地學生關顧服務組，服務包括生活指導、文化

適應與融進活動及建立朋輩網絡，希望協助同學在面對陌生環境及

文化差異時，盡快融入香港生活。小組每年均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及講座，例如內地新生輔導日、廣東話會話班、香港法律法規講

座等。中心更推出「親善家庭計劃」，針對獨自來港的內地生，以

改善因言語不通及不同的生活文化，而產生的生活及社交方面的困

難。計劃為期一年，由每年的九月至翌年七月，為內地來港學生安

排接待家庭，讓他們在生活中體驗兩地文化異同，亦可感受到家庭

的溫暖，獲得關懷及協助。63

領袖訓練亦是重點項目之一，故學生事務處在 2000年成立領袖

素質中心，以多方面的培訓活動，加強同學的領導才能、公民意識

及社會責任，使同學兼具自我領導、審時度勢、以服務別人為目標

及發揮團隊精神等素質。通群體驗計劃之領新部落在 2010年展開，

每年於學年的第一個學期，邀請同學成為「部頭」，與新生（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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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配對成個別的「部落」，圍繞三個主題參與不同的團隊活動、

學習及培訓，為期約四個月，其後部員亦有機會參加第二個學期的

進階領袖培訓活動—領族培訓。根據中心統計數字，在 2013至

2014學年，共有一百四十七位新生參與是次計劃，由四十一位分別

來自不同學系或學院的學長帶領，組成共十八個「部落」。對於新

生而言，計劃可幫助他們更快適應新的大學生活，擴闊社交網絡，

培養對大學的歸屬感；對於參與同學而言，既可從中學習到領導技

巧，又可以建立團隊精神。64為了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中心又與

其他學生組織合作，例如和富領袖網絡、大學青年會等，提供和富

使命導航計劃、大學青年會社會觸覺小組、廉政公署學生大使計劃

等活動。使命導航計劃分為四個單元：價值理念、體驗實踐、反思

研討及策劃推動，從四個層面加強學生對本港及內地政制及社會事

務的認識，例如舉辦「港政」「國情」研習之旅，瞭解內地不同城市

的政經社會及文化歷史，曾到訪廈門、青海、山西、上海、南京、

內蒙等地。65

有感事業規劃對於學生將來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學生事務處在

1972年設立就業輔導中心，現改名為事業策劃中心，成立的主要目

的為提供就業訊息、求職訓練及擔任大學與僱主間的橋樑，又致力

提供實習機會，希望提高學生的求職技巧及讓他們瞭解更多就業市

場資訊。中心提供職業輔導來幫助同學計劃及決定未來事業發展，

就學生的興趣及專長，向他們提供勞動市場的資訊及就職要求等，

訂立求職方向及計劃。中心會為學生設立綜合平台，同學可隨時更

新自己的學生發展歷程紀錄及展才履歷，上面載有同學參與聯通課

程、非學術活動及課外活動的紀錄，畢業時可用於製作簡歷，方便

僱主瞭解學生在校的發展。此外，中心舉辦求職技巧工作坊及各類

職業講座，並在工作坊中訓練同學各種考試、筆試、面試、求職信

及履歷寫作等的技巧，提供職業性向測試、履歷諮詢，又會邀請各

政府及私人機構中的精英及專業人士來與學生分享工作心得，例如

舉辦僱主午餐會，讓學生瞭解各行各業的最新情況。中心推動事業

導師計劃，為學生安排專業人士作事業上的導師，為期約一年半，

導師會讓同學瞭解公司的運作，又會為他們提供模擬面試，加強同

學的自信心。在 2012至 2013學年，共有一百四十七位導師及二百

零六位同學參與計劃。66

（二）學生參與校政的情況

大學的發展及政策與同學的大學生活有莫大關連，在作育英

才的過程中，大學亦鼓勵同學就不同方面提供意見，甚或參與學校

的決策及管理。除了關心校園的發展、有助推進民主化教育外，更

希望學生把其延伸至社會、國家，甚至放諸四海，透過所學服務社

群，更為將來社會發展及改革社會承擔責任，回應時代的挑戰。

學生在大學不乏參與校政的機會，他們可循多個途徑提出意

見，例如師生諮詢委員會、師友學術指導計劃及各層面的委員會

等。近年來，學生事務處也會安排茶敍等，增加學生與校長及其他

行政部門的溝通渠道。隨着大學發展更多元化，在很多事務上都會

邀請學生發表意見，所以都讓學生參與諮詢小組、聚焦小組等。大

學在各層級的委員會中，包括校董會、教務議會，以及所有院務委

員會和學系或課程管理委員會，都廣設學生代表，在 2015年 9月，

這些委員會中共設有二百八十四個學生議席。教務議會屬校內處理

學術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例如課程設計與發展、學術研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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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位頒發、學生紀律等，在議會中設有九位學生代表，除學生

會會長為當然代表外，其餘八位會於每年舉行學生代表選舉，分別

由所屬的學院及研究院的同學投票選出。67

除了在委員會上發聲，學生亦以行動關注學校的校園規劃及

發展，甚至引發大大小小的學生運動。在過往，就曾因增加學費、

《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停辦土木工程系等風波，引起學生的抗

議。68

近年來，大學的發展仍然面臨不同程度的挑戰。2012年 1月，

有消息指香港浸會大學啟德校園將於同年被政府收回，校方在 3月

回應表示，租用啟德校園的合約將於 8月 31日屆滿，政府產業署

提出租金由原來的每月約五萬港元提升至三十萬港元，大學根據原

定計劃，預算於 2013年 9月把視覺藝術院遷回九龍塘校園新建成的

傳理視藝大樓。此消息傳出後，引起視覺藝術院學生極大迴響，同

學分別在校內貼大字報及擺放藝術品。2012年 4月，學生成立「浸

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一方面約見校長及校董會，另一方面去

信有關政府部門，希望收回加租決定。關注組又派發特刊、發起聯

署簽名聲明、舉行「啟德校園開放日」、發起遊行收集五千多名市

民簽名等，促請政府繼續以特惠租金讓大學承租啟德校園。事件在

2012年 8月出現轉機，教育局表示會以每月五萬港元租金讓大學續

租啟德校園一年，大學更在同年 12月向教育局提交建議書，最後在

2013年 7月獲以象徵式租金成功續租啟德校園至 2023年。69

學生更在九龍塘前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校舍更改土地

用途一事上，與大學積極打破沉默，促使政府改變政策。前李惠利

校舍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的舊校舍，浸大自 2005年

起一直致力向政府爭取，希望把前李惠利用地撥作大學長遠發展用

途，並於《2020年願景》十年發展策略綱領中，計劃把前李惠利整

幅用地用作興建有一千七百個宿位的學生宿舍、二百個床位的中醫

教學醫院及全人發展綜合大樓。但 2012年 12月，政府卻公佈並建

議把本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的前李惠利舊校舍南部用地，

改為「住宅」用途。事件引發大學社群的抗議和反對，學生亦積極

響應學校的呼籲，以「一人一信」的方式，於城市規劃委員會公眾

諮詢期內表達反對意見。同時，學生會在爭取前李惠利用地上也扮

演重要的角色，例如曾去信予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與校方代表

舉辦論壇「呼籲同學團結爭取李惠利用地」、與教務議會學生代表

及近二百多名同學發起到政府總部通宵靜坐集會，又聯同數百名師

生、校友到北角政府合署城規會都市規劃小組委員會抗議等。四堂

宿生會則聯合組成「香港浸會大學本科生舍堂發展關注小組」，並

發起校內聯署行動，又出版刊物《號外—說好的李惠利呢？》，

及去信予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最後，政府把前李惠利北部用地交由

大學作長遠發展用途，而在 2014年 3月表示前李惠利南部用地則用

作特殊教育用途，事件始告一段落。70

作為一個具公民意識的年輕知識分子，需關心身邊的環境，肩

負起服務社會及國家的責任。故此，歷年來的學生運動不只停留在

校園事務上，而是擴展至社會事務的層面。1980年代末的「五四罷

課」、「六四事件」，及至 1990年代的「保釣運動」，均影響深遠。

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一直保持關注社會事務的傳統，而在過去十

年，最引人關注而又由學生主導的運動包括「反國民教育」運動及

「雨傘運動」。71

在 2010至 2011年度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檢視中、小學的德育

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希望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並成立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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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2012年 4月，課程發展議

會編訂及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並建

議學校採用，惟當中有關「當代國情」的部分引起社會群眾憂慮及

關注，認為教材偏頗。當時浸大有學生成立「香港浸會大學反洗腦

國民教育關注組」，又於 9月出席「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集會，

到政府總部公民廣場示威，又在校園內發起「反洗腦國民教育」聯

署行動、張貼海報及標語，以黑衣、黑絲帶表示抗議。與此同時，

學生又響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號召，在 9月 11日罷課。在一片反

對及爭議聲中，教育局在 10月 8日宣佈正式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指引》，事件才得以稍為平息。72

2014年 9月，因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在 2017年舉行的行政長官

選舉中，將由四大界別一千二百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擁有提名權，

而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半數以上的提委會委員支持，即產生二至三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再由市民一人一票投票選出。事件引起學生不

滿，以「爭取真普選」為口號發起抗議，至 9月 7日，共十四間大

專院校宣佈將於 9月 22日發動全港罷課。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隨即

舉辦連串的罷課師生大會及宣傳活動，及後在 9月 29日召開罷課大

會，與同學一起商討參與「佔領」運動及協調工作，罷課約持續一

個星期。「佔領」運動陸續開始，學生及民眾在中環、金鐘、銅鑼

灣、旺角等地區集結，以抗議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法。佔領為期約兩

個多月，在警方開始清理中環、金鐘、旺角等場地時結束。2015年

6月 18日，政改方案未獲立法會通過，事情終告一段落。73

義工服務是讓學生體驗社群的另一個絕佳機會，亦有助培育全

人。在 2003至 2004學年，學生事務處推出了「EQ工程」活動，透

過學習有關 EQ的知識及溝通技巧，來促進同學的 EQ發展及精神

（上）學生在旺角街站爭取巿民簽名，反對李惠利用地興建豪宅。

（下）1996 年學生參與「保釣」遊行



333

健康。同時，擴而充之，藉服務國內小學生，教導及提升他們的情

緒智商。活動中，同學首先需要參加為期二十三小時的 EQ冬令營

作為預習，以鞏固他們的 EQ知識、熟習 EQ課程，並掌握教授技

巧。然後在為期七天的心理服務交流團中，透過互動式教學，與國

內小學生及當地大學交流。由開始至今，活動多次到訪國內不同市

鎮的小學，例如韶關、桂林、贛州、賀州等。74 2008年發生四川汶

川大地震後，大學在 9月成立了「愛．川．行動」義務工作計劃，

以協調師生支援當地災民。有感災民對心靈治療創傷的需要，師生

於年內組成了四支義工隊伍，分別以體育和遊戲、音樂與正向心理

為主題，為災民提供心靈支援。2010年 1月、4月及 6月，亦組織

了三次服務團，逾一百位同學赴北川探訪受災居民，為他們提供心

靈支援。75 在 2013至 2014學年，又開展了「轉．營」世界計劃，

旨在裝備學生適應全球大環境、成為具社會責任感的世界公民及社

會領袖。計劃首年以「無家者」為主題，參加的同學到訪印度德里，

進行為期八天的探訪和交流，並親身幫助當地居民興建簡單樸實的

房屋。回港後，又參加在校園內籌辦的「無家者體驗活動」，使同

學更加認識無家者的生活情況，亦能提升他們對該議題的關注。76

領袖素質中心及和富領袖網絡亦為學生提供不少參與義工服

務的機會，例如和富義工領袖計劃，以實際的行動，瞭解內地的社

會狀況，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以及加深同學對祖國的認識。2007至

2008學年，學生義工前往廣西、安徽及貴州省，探訪當地農民，教

導當地學生及認識幫助貧民的政策。自 2011年起，已先後到訪過內

地不同城市，包括湖北、雲南等地的城市。而在 2013年 4月四川雅

安發生地震後，有二十多位學生自發組成「雅安災後救援小組」，進

行義務工作，服務受災的居民，包括照顧及探訪當地小學生及老人

學生參與心理服務交流團，向內地小學生講解情緒智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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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77隸屬中心的義工組織還有「燃希行動」，於 2002年成立，以

「燃點愛心．創造希望」為宗旨，是大學最早成立的學生義務工作組

織。最初舉辦以「浸大義務特工隊」為名的內地學習考察團為主，

在 2007至 2008學年停辦後，逐漸集中在本地義工服務上，服務對

象有少數族裔兒童、老人等。78

學生在參與環保事務上亦不遺餘力。香港浸會大學是全港第一

所以建設低碳校園為目標的大學，致力推動各項措施，並向全校推

廣綠色生活。大學早於 2009年成立「可持續發展校園專責小組」，

統籌各項環保工作。2011年 9月推行「校園低碳先鋒計劃」，每年

招募約六十位同學，學習有關環保、領導技巧及項目管理的知識，

負責宣揚低碳文化。學生亦策劃了多項環保活動，包括於 2011年

2月在校內舉行校園環保節、二手市場、推廣低碳飲食文化、舊物

回收等。在「恒生銀行綠色生活文化計劃」中，逾千名同學承諾過

低碳生活，學生舍堂更舉辦了環保講座、節能比賽、綠色煮食示範

等。2013 年 9 月，成立了由大學發起的首支全港大專院校環保義

工隊「浸大綠動力」，進行多項的環保工作，例如到屯門龍鼓灘清

潔沙灘，師生共收集到一千零三十磅垃圾；在大嶼山梅窩舉行「零

廢減碳植樹日」，種植超過五百株樹苗；帶領天保民特殊學校的

輕、中度智障兒童及其家人到北潭涌郊野公園，教導他們認識環境

生態。79
「浸大綠動力」將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實踐於社區，於 2013 年協助清理屯門龍鼓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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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校友關懷母校的珍貴情誼

香港浸會大學一向重視與校友之間的聯繫，校友事務處亦積極

發展校友事務及籌備校友活動。早於 1961年 4月，已成立了香港浸

會書院校友會，旨在為本港及海外的畢業同學提供一個平台，既能

保持緊密的聯繫，又能掌握母校的最新資訊及發展。校友會定期舉

辦不同的文化、教育及聯誼活動，校友又可藉此向母校反映意見，

亦可拉近校友與學校的距離。80 1976年，另一校友組織—香港浸

會學院尚志會成立，希望透過捐獻及參與大學事務，回饋母校，並

利用校友的專業知識、人脈網絡等協助大學發展。尚志會於 2008年

首度推行「尚志會贊助計劃」，以支援大學在學術、培育學生、校

園國際化方面的發展。

校友人數由 2004 至 2005 年度的四萬一千人，上升至 2013 至

2014年度的七萬九千多人。校友會數目亦相應增加，在本港及海外

成立的校友會由 2004至 2005年的四十二個增至 2013至 2014年的

六十五個。大學於 2004年推出了「校友會資助計劃」，透過資助鼓

勵更多校友會成立。當時吸引了八個新的校友會相繼成立，而十二

個校友會隨即展開了會員招募工作。大學在 2006年舉辦首次「校友

會選舉」，以表揚別具意義、創意及增長的校友團體，獎項包括「最

成功招募會員獎」、「最傑出籌款獎」、「最具創意校友活動獎」等，

反應熱烈。在印刷及電子通訊上，校友可每月取得電子通訊刊物

《浸大訊》及印刷通訊刊物《浸大人》（2012年以前名為《浸會人》），

內容包括大學、校友及校友會的最新活動資訊。81

校友日為年度內重要的校友活動之一。校友日的一連串活動

包括校友足球賽、嘉年華會、校友茶敍、「校友加冕禮」及聯歡晚

宴等。大學設有「校友加冕禮」及「傑出校友獎」，以表揚在不同

行業及崗位上表現出色及對大學和社會服務有特殊貢獻的校友。在

2007年，大學舉行了首屆校友足球賽，參賽隊伍分別由各校友會、

教職員及學生組成，在綠茵球場上爭奪殊榮。2010年，大學特別為

於 1960年畢業的第一屆畢業生舉辦「金禧團聚」活動，讓二十二位

在香港及海外的校友帶同其家人回校，懷緬當年情。大學又於 2012

年 4月推出「班代表制度」，委任逾百名本科生幫助大學及校友建

立長遠的緊密聯繫。82

2016年 1月 30日，超過百位來自六個年代的校友參與「我們

都是浸大的」綜藝匯演，以慶祝浸大創校六十周年紀念。這是一項

大型多媒體藝術表演，其中的環節包括有話劇、管弦樂、合唱、朗

誦、舞蹈、魔術及歌唱等，籌備時間超過一年。整個演出以話劇為

主幹，道出五位校長先後帶領大學發展的種種曲折和起伏。當日演

出成功而感人。這可從報刊專欄有所反映：「作為觀眾，自然被粒粒

巨星的真情表現吸引，有地產界強人、電視台與電台總監、主播及

專業歌手等，大家無分你我，將浸大不同階段的里程碑，用話劇、

音樂和舞蹈展現在觀眾眼前，並透過互聯網作全球同步直播，讓更

多人可以分享，為母校留下光輝回憶。」83

浸大社群的同仁均認同大學教育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歷程。正

如現任校長錢大康教授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大學四年是幫助學

生從中學過渡到社會的成長階段。如果只是給他們製造一個虛擬片

場，用防火牆圍住他們，只埋頭苦讀而不接觸外面世界，等到畢業

才開門，那學生對社會就沒有真正的適應能力。外面世界如何，校

園也應該如何，社會變複雜，學生的思想也應該複雜起來。如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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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完全不關心社會民生，大學要負責任。」84為達到校歌「敦厚崇

禮」、「奮發圖強」的理想境界，師友積極提供機會予在學同學，讓

六十年以來的浸大學生不但可以享受校園生活，留下珍貴的青葱回

憶，更可以在各範疇上發掘個人潛能，在投身社會前積極裝備自己。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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