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專訪 校園專題

求學時期遇契機  服務社區展所長
在 2009 年畢業後，Chloe
一直在嶺大工作至今。當

問及原因時，她便回想起

2009 年前的契機。在學
期間，她先以學生職員的

身份在服務研習處擔任項

目實習生。畢業之際，由

於經濟不景氣，畢業生就

業艱難，幸好當時嶺大推

出了畢業實習生計劃，而

Chloe 亦順利獲得了其畢業實習生的工作。Chloe 感激上司給予的機會，
讓她可以在母校發展事業。Chloe 回想服務研習處的工作十分多元化，
服務層面廣泛，她對於帶領服務研習課程、與學生接觸的過程尤其深刻。

除了籌辦內地及國際服務研習計劃，Chloe 也曾組織跨地域的暑期服務
研習課程，接觸到亞太區的大學生，與他們一起推廣積極健康樂頤年及

探討全球公民的角色等議題。

在 2016年及 2019年，Chloe分別接到了兩項與長者服務相關的新工作：
於賽馬會「關愛．服務．研習 @ 屯門」計劃及在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擔
任項目經理，推廣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曾修讀老年學

的 Chloe 明白到高齡化社會的挑戰，故她十分樂意向這範疇推廣服務，
鼓勵長者終身學習，以及構建跨代共融社區。Chloe 鼓勵及積極連繫嶺
大與社區持份者合作，於今年獲得民政事務處嘉許，以表揚她長期致力

推動社區服務及對社會作出的貢獻。

難忘與長者接觸  為他們的生活出一分力
回想過往的工作，滿滿的

回憶湧上 Chloe 的心頭。
其中與長者的接觸是她獲

得滿足感的最大來源。

Chloe 感恩長者無私的與
她分享經驗，她由衷地說：

「老友記 ( 長者 ) 的生活智
慧、待人接物的方式、世

界觀和人生觀都豐富了我

的想法。」此外，除了工

作層面的合作外，Chloe與長者在私下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毫無隔閡。
她特別記得在學期間，曾參與澳洲環保及文化服務研習之旅，為推廣跨

代共融，學校安排了一些長者與大學生共同參與。畢業多年，關係依舊，

有些長者們更成為了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的參加者。「這份緣分由

大學時期建立，老友記往往是我工作的後盾。」Chloe分享道。

面對繁忙的工作，Chloe 認為最重要的是時間管理。為著有更充裕的時
間，她習慣早起工作。她亦感恩工作上遇到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大家互

相幫助，所有事情都能一起商量。談到未來的事業發展，Chloe 希望繼
續為老年相關的項目出一分力。她認為無論是本地或是亞太區，長者服

務和樂齡科技都值得被探討和關注，並期望優化長者和自己將來的生活。

博雅教育影響深遠  望秉承嶺南人精神
博雅教育的宗旨是「學識

廣博，生活高雅」。Chloe
對於前任校長陳玉樹教授

的這個分享十分認同，這

亦對她的處世方式和世界

觀有重要的啟示。除了課

本上的知識外，Chloe 亦盡
情投入大學生活，以把握

不同的機遇吸收新事物。

豐富多采的課外學習活動

和舍堂生活正是 Chloe 在讀書時期難以忘懷的回憶。曾是系會莊員的她
認為作為新生，有同伴一同學習與成長，實在難得。她認為處理莊務就

像在一個小型社會工作，當中所學到的組織活動和待人接物的技巧更是

終生受用。另外，舍堂生活亦令 Chloe 十分難忘。透過與宿友的交流，
她學習到自律，同時提升了照顧自己及他人的能力。她在畢業後亦擔任

過宿舍導師，憑著自己的經驗，鼓勵學生善用這個學習平台，多與人接

觸，檢視自己的不足，同時讓自己成長。

最後，Chloe 期望嶺大加強與校友的連繫，並鼓勵校友多回饋母校，幫
助學弟妹，傳承嶺南人精神。她寄語學弟妹保持開放思想，珍惜與老師

和同學建立的情誼，更要多方面探索自己的興趣和職業取向。

蕭珮而  Chloe Siu

Chloe 早在中學時期已接觸義工服務，讓她最開心的是能夠與不
同的人交流，並從服務過程中互動及互相學習；在大學時，她選
修社會科學系，透過學習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等相關知識，為將來
投身在社區服務方面的工作上作準備；在畢業後的工作裏，她接
觸到更多的社區持份者，使她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所能，推動社區
服務，希望令社區變得更美好。

助人之心早萌芽
從工作崗位推動社區服務 嶺南大學本學年起全面恢復面授課程，校長鄭國漢教授與管理層，包括

副校長莫家豪教授、協理副校長（學術及對外關係）劉智鵬教授、協

理副校長（學生事務）李東輝教授及總務處總監胡振東先生趁 2021 年 
9 月 1 日本科課程開課日，在校園歡迎同學回校，並向他們派發酒精搓
手液，希望與大學社群共同抗疫，一起締造健康校園。

為協助新生融入大學生活和建立人際網絡，嶺大在 8 月和 9 月，為同學
舉行一系列網上迎新活動，包括講座、簡介圖書館和校園，以及與高年

級學生和大學職員提供聯誼機會等。

鄭校長祝願各新生享受嶺大獨特的博雅之旅。「嶺大是亞洲頂尖的博雅

大學，注重學生發展和社區參與，在追求學術知識之餘，我鼓勵你們抓

緊每一個機會，參與嶺大各學系、部門，以及教學支援部門所提供的體

驗式學習活動和參與社會服務。你們也要把握機會，與其他宿生一起享

受珍貴時光，一同探索嶺大校園充滿活力的藝術文化活動，而他們可能

成為你的一生摯友。」

儘管面對反覆的新冠肺炎疫情，鄭校長表示大學對全面恢復校園活動持

樂觀態度。他說：「隨著新學年展開，我們將會繼續審視教學安排，確

保學生獲得最佳的學習體驗。」

校長與管理層歡迎學生回校上課

嶺南大學「嶺大創業行動」研發的一套「輪椅把手感應系統」能自動偵

測和判斷輪椅推動者雙手的動作，以輔助動力驅動輪椅，讓照顧者毋須

費勁便可輕易控制輪椅，保障輪椅使用者和照顧者的安全。該項人道科

技原創發明最近獲得國際繆斯設計獎（MUSE）金獎，嶺大也已為系統
申請香港和內地專利。

現時電動輪椅雖然普及，但對不能自我控制肌肉的病患者或不擅操控機

械的長者而言並不合用，他們仍需要依靠照顧者以人手推動輪椅。在上

坡或下坡時，照顧者需要很大氣力才能推動或剎停輪椅，容易發生意外，

而長期用力推動或剎停輪椅也會令年老照顧者身體勞損。

嶺大設計的「輪椅把手感應系統」，可裝置於普通輪椅上，其壓力感應

控制系統能偵測到照顧者雙手所推動的力度及方向（向前或向後），而

以輔助動力驅動輪椅，令照顧者毋須費力就能使輪椅前進或停止。系統

於輪椅上坡或下坡時尤其能發揮作用，上坡時輔助系統會提升扭力抵消

輪椅後墮壓力，而下坡時則啟動剎車裝置讓輪椅減速，同時將下坡的動

力轉化成電能為電池充電。智能系統還能自動保持輪椅以直線前行，大

大減輕了照顧者的壓力和受傷風險。

嶺大創業行動總監高永賢教授表示：「很多照顧者本身亦是長者，他們

要推著老伴出入和上落天橋十分吃力。我們利用這種輔助裝置，讓電動

輪椅的方便性能惠及照顧者，雙老出行變得更安全和輕鬆。」

他說：「嶺大創業行動一直致力研究以人道科技解決社會問題，我們希

望利用創新的意念，轉化成為改善人類生活的工具。是次團隊能榮獲國

際知名的繆斯設計獎，實在為我們團隊帶來極大的鼓舞。我們將繼續創

作更多人道科技產品造福人群。」

嶺大研發輪椅把手感應系統榮獲國際獎項
減輕照顧者負擔

嶺大創業行動總監高永賢教授（左）、Brian Katona嶺大創業行動高級項目
工程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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