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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社會關懷的實地學習反思

根據「2016年香港長者生活關注指數」， 本港 在97個國家 及地區排名21 ， 有報章指出 ， 長

者在心理 健康和社區連繫兩項指標的排名落後於大多數國家。為此， 健社科同學推行了一

個「三日大學生」的計劃，協助長者實踐積極樂頤年，也讓同學能設身處地反思長者在全

人健康各層面的需要及面對 的困難。

首先 ， 在生理方面 ， 部份長者因行動不便而較難參與需來回走動的活動，例如我組的余婆

婆 ， 在聊天下得知她患有關節炎 ， 走路起來較為吃力。由於長者身體系統逐漸退化，他們

需要學習安全知識 ， 預防跌倒和受傷。我建議增設更多社區 為本的老人服務，例如：長者

健康中心可以邀請物理治療師為長者提供舒緩身體痛楚的措施，如在洗手間設立扶手或腳

踏 ， 預防受傷 ， 實 現「老有所養」， 照顧長者在健康上的基本需要。

其次，在心理方面 ， 透過和余婆婆詳談 ， 得知她年輕時因為逃難而和丈夫兒子失散 ， 現在

只有她一人獨居香港。雖然經歷過抑鬱沮喪的悲傷階段 ， 但她後來明白這是生命中不可預

料的生活事件 ， 最後也能放開懷抱 ， 接受事實。但唯一不足的，是現實中她仍經常獨自留

在家中 ， 缺少家 人情毆支援。因此，我建議社區中心設立更多協助獨居長者的支援，例如：

組織獨居長者支援網 ， 讓社區內的獨居長者能互相協助對方 ， 實現華倫提出社區的其一功

能一情戚上的支援 ， 實踐「老有所屬」，協助長者留在有歸屬戚的社區中安享晚年。

再者 ， 在社交方面，由於長者受身體條件所限，而未能經常外出走動，容易和社會脫節 ，

和年輕一代出現「代溝」 ， 而且未能和朋友見面聊天等問題 ， 造成社交聯繫網瓦解。因此，

我建議政府可以擴闊長者學苑計劃的範圍延至香港 本地所有大學。現時參與長者學苑的大

學只有六間 ， 包括香港城市大學及、嶺南大學等等 ， 擴闊範圍不但可以增加長者參與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