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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武林盛會過後，孫小換了新的武林盟主——蔡副校長，不過 

現在我們也應該稱她為蔡校長了。熟悉的面孔，新的身份，你們對 

蔡校長有多了解？為了讓同學們更深入認識蔡校長，《圖報》小記者 

特意去採訪她。 

 

小記者： 蔡校長午安！我們是《圖報》小記者，正準備下一期《圖報》，

希望能跟您做一個專訪，讓同學們更了解您。首先感謝蔡校長

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們的採訪。 

小記者：請問蔡校長是從甚麼時候加入孫小的？ 

蔡校長：我是在 1988年加入孫小的，那時候還沒有海濱公園，從學校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吐露港，後來就建成了海濱公園。以前完善

公園的樹都是矮矮小小的，現在都長得很高大了，從學校裏 

看出去，好像一個樹林，很是漂亮！ 

小記者：以前我們都稱呼您為蔡副校長，知道您從今年開始正式接任 

校長，我們都很開心。校長您覺得當副校長和當校長最大的 

分別是甚麼？ 

蔡校長：我覺得當校長的責任更大，要兼顧的人和事比以前更多。其實

當副校長挺好的，因為可以實踐夢想之餘，有甚麼事情也有 

校長處理，相對來說，壓力沒有那麼大。當了校長之後，責任

更大，壓力肯定會比較大，但相對來說也更有挑戰性，還有 

更多學習的機會！ 

小記者：當上校長之後，連辦公的位置也改變了，您比較喜歡之前的 

座位還是現在的校長室？ 

蔡校長：我覺得辦公的位置在哪裏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工作的 

效能。以前當副校長的時候，在教員室工作，有甚麼事情都 

可以馬上找老師溝通，工作起來很方便。現在我在校長室工作也有它的優點，因為可以 

更加專注地做事。不過有需要時，我也一定會主動上去三樓找老師商量、解決問題。 

還有，現在校長室的桌子大一點，可以把需要的文件都放在桌子上，做起事來更加方便。

我特別喜歡校長室窗外的景色，有時候看文件或者看電腦累了，也可以看看外面的樹木，

休息一會兒，還可以在房間裏舒展一下筋骨呢！ 

小記者：擔任校長之後，除了辦公的位置改變了，還有其他改變嗎？ 

蔡校長：因為工作的崗位不同，所以關注點也不同，以前我比較關注學生的發展、老師和學校的 

發展。現在要更多關注家長、所有教職員，還有整間學校的管理工作、跟其他學校和社區

的聯繫。每天也要學習處理新的事務，應對新的挑戰。 

 

今年，我們終於順利開學

了，每天都能在學校上課

呢！校園生活繽紛多彩，

《圖報》小記者又開始 

出動了！立刻為同學們 

帶來校園裏以及世界上的 

各種趣事！ 

《圖報》小記者們很期待

繼續為大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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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聽老師說，蔡校長從暑假開始就已經準備今年的工作了，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蔡校長：其實還沒當校長以前，我也會在暑假做準備工作。當然，今年需要準備的工作更多，但是

我從來也不覺得辛苦。辛苦不辛苦，要看你怎麼想，我覺得要正面積極地去思考，把這些

事情都看成是一種新的挑戰、學習的機會，只要「量力而為，全力以赴」，在有限的時間

內把事情做到最好就行了。 

小記者：當上校長最大的挑戰或困難是甚麼？您會如何解決？ 

蔡校長：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原來當校長一點也不容易，有些事情是自己不熟悉的，有疑問

的話一定要向別人請教，請教盧校長，或者向其他校長學習。校長不是萬能，也不可能 

一個人完成所有學校的工作，有需要時，我一定找老師討論、一起協作，共同解決問題。 

小記者：新學年已經過了一個月，請問校長目前為止的感受如何？ 

蔡校長：我覺得很感恩，因為我們學校有一支很優秀的教師團隊，學校要開展的工作都能分工合作

做好。雖然疫情還沒過去，但是我們今年能夠順利開學，同學能夠回來上課，下課以後 

也有很多活動進行。看到同學們都很開心地練習——打乒乓球、打籃球或是參加音樂的 

訓練……還有你們當小記者進行採訪等等。過去因為疫情關係，有很多活動都不能進行，

現在能夠回復正常，我覺得很感恩，這是我目前最大的感受。 

小記者：我記得蔡校長在開學禮的時候，也有提到感恩的事。我們也要感恩所有的老師為我們付出

了許多。 

 

小記者：同學們對於校長的工作和生活

都很感興趣，以往都會追看「校

長的信」，不知道蔡校長會不會

有時間定期發出「校長的信」

給同學？ 

蔡校長：會，一定會！ 

小記者：那真是辛苦蔡校長了。以前， 

盧校長會給交齊功課的學生送

「小烏龜」，同學們都很喜歡。

蔡校長會不會有類似的獎勵？ 

蔡校長：如果是同學喜歡的話，當然也會繼續有這個獎勵。但不一定是「小烏龜」，可能是其他的

小禮物。 

（到底是甚麼小禮物？好令人期待呢！） 

小記者：請問蔡校長會下象棋嗎？ 

蔡校長：下棋規則我是會的，但下棋的策略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也是趁着同學們小息來下棋時學習。 

（蔡校長真是謙虛好學呢！） 

小記者：校長室外除了有象棋，還會考慮增加更多益智的桌遊嗎？ 

蔡校長：我暫時沒有這個想法。因為校長室外不能容納太多人，而且教室裏應該放了很多不同的 

棋類，我希望同學們學習跟其他同學玩耍和聊天。我有另外一個想法，希望同學們能夠 

在小息的時候來跟我分享一些圖書，特別是英文書，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小記者：工作之餘，校長有甚麼愛好或興趣？ 

蔡校長：我喜歡去旅行，到不同的地方看看大自然、各地不同的文化……疫情下無法外遊，我就 

喜歡遠足，親親大自然，心情也會開朗一些。 

小記者：那蔡校長您為甚麼會喜歡旅行呢？是希望增廣見聞嗎？ 

蔡校長：對！你說對了！因為到了外地，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築物。我喜歡去博物館或畫廊…… 

還有，我喜歡吃當地的食物，我覺得可以體驗不同地方的生活習慣和文化。 

小記者：蔡校長您去過這麼多地方旅行，最喜歡的食物是甚麼？ 

蔡校長：很多東西我都喜歡吃，最喜歡的可能是海鮮及壽司吧！ 

小記者：校長吃海鮮時喜歡生吃還是熟吃？ 

蔡校長：都喜歡！ 

 

 
小記者：校長如今有甚麼目標？ 

蔡校長：我的目標其實也是配合學校的願景。我希望帶給學生愉快、有效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 

領導力，做事有目標，還要裝備學生終生學習能力，比如兩文三語溝通表達能力，跟 

別人合作的社交技巧，還有思維技巧、創意解難、運用資訊科技及自主閱讀能力。升上 

中學、大學或出來工作有很多挑戰，現在就要裝備孩子們應對未來的挑戰。疫情過後， 

我也希望能帶同學到內地或者外國去參觀交流，增廣見聞，提升國際視野。 

小記者：校長還有沒有話想對同學們說？ 

蔡校長：希望同學們能專注學習，多閱讀課外書，多參加學校的活動和服務，發展自己的興趣和 

才能。 

小記者：今天的訪問就到這裏，非常感謝蔡校長騰出寶貴的時間！祝願校長今年一切順利！ 

 
        

小記者：黃靖嵐、劉潛、吳智盈、黃彩兒 

採訪結束，不知道大家有沒
有更加了解蔡校長？相信
同學們也明白到蔡校長對
我們的期望，我們都要好好
努力，不辜負學校對我們的
栽培！ 



 

 

 

 

 

 

 

 

 

 

 

 

 

 

 

 

    相信大家都知道學校裏換了一批新的「學習夥伴」——     

電子黑板。它的「前世」(安裝時)、 「今生」（使用後） 

可精彩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前世」，是如何突破萬難 

來到孫小？又是如何變成一塊「頑皮」的黑板呢？  

 

小記者：請問學校為甚麼把白板更換成電子黑板？ 

蘇副校：其實，這個計劃是在 2018 年的時候就開始籌備了，   

我們希望能提高同學們學習的趣味性，也能與老師

有更多的互動。 

小記者：原來如此！我們很好奇白板是如何拆下來？電子 

黑板又是怎樣安裝的？ 

蘇副校：這是個複雜的工程。首先，IT哥哥幫忙移走原本的  

投影機和電腦。然後，我們請搬運公司來拆下及 

搬走二十九塊課室的白板。白板從墻上拆下來後，

我們發現墻壁破損，還需要修補墻壁後。最後， 

才能進行電子黑板的安裝工程。 

小記者：真是複雜呢！更換電子黑板大約花了多長時間呢？

此過程中，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或讓您印象特別 

深刻的事情？ 

蘇副校：更換電子黑板的是蠻困難的，一般公司最快是兩個   

月更換十多塊電子黑板，但我們則需要在一個短時間內（暑假一個多月）更換二十九塊 

電子黑板，是一個大挑戰。另外，電子黑板非常大，要用一輛大貨車來運送，但是學校外面

的閘門卻無法打開讓大貨車直接開進學校。結果，大貨車要停在閘門外的馬路旁邊，再由 

搬運工人人手慢慢地把電子黑板一台一台搬進學校。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把電子黑板搬去

教室的過程。你們能想象把電子黑板搬到六樓有多複雜嗎？本來可以利用電梯搬運電子 

黑板，可是它實在太大，無法搬進電梯。後來，必須要靠四個强壯的搬運工人把電子黑板 

背在身上，再爬樓梯搬上教室。這過程足足搬了一整天，非常艱難！ 

小記者：真是很辛苦啊！感謝您的付出，也很高興最終及時解決困難！您有甚麼想對同學們說的嗎？ 

蘇副校：希望同學們善用電子黑板來學習，同時也要好好愛護它，珍惜得來不易的資源。 

 

 
 

 



 
小記者們分別訪問了同學們和老師們，想知道大家對於電子黑板的使用感受。為甚麼會有人說它

「頑皮搗蛋」？讓我們看看大家對電子黑板的看法吧。 

 
我們訪問了幾位老師，普遍都很喜歡新的電子黑板，認為它有很多優點，能方便電子教學。有 

受訪老師表示，最欣賞它的觸控功能，因為以前的投影機需要用電腦操控，現在就可以通過屏幕直接

控制，大大提高了教學的效率。另外，有老師認為屏幕的解像度提高了，可以讓同學看得更清楚。 

電子黑板可以隨時把影像放大或縮小，電子書或其他教材上的每一個字都能很清楚地顯示出來。以前

的投影機影像比較模糊，同學們有可能會因為反光或者課室燈光問題而看不清，現在的電子黑板就 

大大改善了這些問題。 

  不過，老師們也向我們反映，使用初期還是遇到了一些困難。例如實物投影機的 Wi-Fi連接， 

有時候會花上一點時間。不過「天下無難事」，IT哥哥總會及時幫忙，解決問題。電子黑板雖然 

「頑皮」，但仍然難不倒我們優秀的老師和 IT哥哥！ 

  有老師跟小記者分享他使用時發生的意外。他提到剛開始的時候，因為不太熟悉電子黑板的 

功能和按鈕位置，曾經不小心碰到一顆按鈕後，整塊電子黑板都停住了毫無反應。老師還以為黑板被

自己弄壞了，嚇了一跳。後來，老師細心檢查每一顆按鈕，原來是按錯鎖定的按鈕鎖住了觸控的功能，

所以觸摸屏幕沒有反應，真是虛驚一場。 

  還有老師覺得要向今年所有的 IT組長說一聲謝謝，因為他們今年很辛苦，要操控的東西多了，

要學的東西也多了，還要記住使用時的每一個步驟。IT組長使用電子黑板的時候要更加細心才行！ 

 

小記者再訪問了不同年級的同學，大部分的同學都喜歡電子黑板，因為他們覺得電子黑板能直接

顯示電腦內容，不需要用投影機，老師上課的時候就不用擔心被刺眼的投影燈光一直照射着眼睛了。 

  不過，也有部分同學持相反的意見。同學主要覺得實物投影機的投屏功能容易失敗，老師經常 

需要嘗試多次嘗試，或者請 IT哥哥來幫忙，花了不少課堂時間，也辛苦了 IT哥哥。使用電子黑板 

之後，課室也改用電子家課表，老師和同學都需要適應寫家課冊的新習慣。 

  雖然大部分同學都喜歡電子黑板，不過使用的時候也難免出現令人哭笑不得的情景。很多同學和

老師都覺得電子黑板是一個「抽象派畫家」，因為使用觸控筆在調皮的電子黑板上寫字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電子黑板經常會把筆劃寫成歪歪扭扭的，想寫短橫可能會變成一條很長的線。不過，換個角度

來看，電子黑板為課堂帶來了富有「藝術感」的字體，不時給我們製造驚喜，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其實同學們不用太擔心，老師們總會有方法解決困難的，有老師分享她的經驗，說她正在試用一

個叫 Epic pen的程式，安裝在電腦上，可以讓老師寫字的時候更加順暢，而且不會寫出那些富有 

「藝術感」的字體。看來，「抽象派畫家」登場的機會不多了。 

  大部分受訪的老師和同學都認為學校安裝電子黑板是一個明智之舉，總的來說，還是優點多於 

缺點。同樣身為 IT組長的小記者也很感謝學校把投影機換成電子黑板，昔日投影機的各樣問題終於 

不再困擾我們了。其實，使用每一項新的科技產品，都一定會出現大大小小的問題。電子黑板也一樣，

雖然使用初期會遇上較多困難，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所有問題最終都一定難不倒我們學校的 IT 

哥哥、老師，還有我們孫小的陽光少年們！ 

                                     小記者：蔡善揚、鄧珀堯、劉堃、劉潛 



 
 

 

 

 

 
由同學們互相組合，男生是五角，

女生是一元。當老師喊出一個價錢， 

同學們要按照自身價值迅速組合，達到

老師的價錢，再蹲下以向老師示意已 

成功組合。 

 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天其他組都成

功組合蹲下，但有一組因多出「一元」，

即多出一位女生，這一組則無法成功 

組合。此時，有一位女生寧願主動 

離開，犧牲自己，也要成全這個組， 

令其成功。 

 
 

 
 

 

 
當音樂響起時，小組成員在音樂聲中傳球，當音樂停止，手上拿球的同學便要進行自我介紹。 

我發現這個遊戲是有技巧的呢！你要掌握好手上拿着球的時間，既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才能

使球在音樂停止時，順利傳到同學手中。我記得當時最後一輪是所有同學都完成了自我介紹，此時 

我們把目標鎖定在老師！大家互相合作，都一個勁兒地把球傳給老師，成功讓球在音樂停止時傳到 

老師手上！  

 

 

 

 

 

 

 

 

 

 

 

 

 

 

 

看到這一幕，這不正正

是「犧牲小我，完成大

我」的精神嗎？我十分

欣賞那位「一元」的 

女同學，老師也對她讚

不絕口！ 

 

這個遊戯讓我們同學

之間有更多的認識與

瞭解呢！ 

 

今年開學第一周，就舉行了破冰之旅的活動，這個活動不僅有十足的趣味性，還能認識

新同學，更重要的是我們從破冰游戲中學會終生受益的道理呢！現在就讓我們兩位小記者向

大家分享破冰心得。 

 



 
全組成員每人手拿一截管道，用管道拼成一條「路」，讓球能從起點傳送至終點。全組成員所 

排成的管道並不是能一次到達終點的長度，所以大家讓球通過自己的管道後，要儘快到隊尾再次連接 

管道，慢慢將隊伍延伸至終點，讓球順利通過。 

我們這組因失敗好多次，灰心極了！直到第一組同學組完成時，蔡老師走到他們當前，讓他們 

分享成功之道。這組同學分享了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不要混亂、不要慌張，用手中的水管穩定地接好

「路」。如果看到後面同學還未準備好接球，就把球停在自己手裏久一點，讓同學準備好了再傳球，

以此進行，便能輕易完成。我們組聽了他們的分享和蔡老師的提醒後，立即收拾心情，重整隊伍， 

再一次出發！最後，我們組歷經千辛萬苦完成了。雖然是最後一名，可也總算是齊心合力成功傳球！ 

  

 

 

 

 

 

 

 

每人右手掌心按在棍帽上，棍與棍之間保持半根棍長的距離，圍成一個圓，由一位隊員大喊「一、

二、三」，全組成員就向前走一步，保持所有棍子在不倒的情況下統一向一個方向換棍十次。 

剛開始時，我們組的棍子倒了一次又一次，我們後來汲取失敗的經驗，改變方法，由一位隊員 

大喊改為全部隊員一起大喊「一、二、三」。大家頓時變得很整齊，都能跟着節奏一步一步走，每走

一步都在向成功邁進一步。最後，雖然未能達到十步目標，但是我們成功走出了七步，是全班走出 

步數最多的一組呢！ 

 

 

 

 

 

 

 

 

 

小記者：張明煦、郭臻彌 

 

 

由此，我也懂得了善於聆

聽別人的經驗、意見， 

虛心學習！ 

 

正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學會從失敗中總

結經驗，不斷嘗試，一定能獲得成功！ 

 
破冰活動中，我體會到一組人齊心合力完成遊

戲，很有成功感呢！這也讓我學會了團結的精神， 

堅持的態度，永不服輸的信念！ 

 



 

 

 

小記者：請問您小時候玩甚麼玩具？ 

麥紫玲老師：我小時候玩樂高（Lego）丶芭比（Barbie） 

小記者：請問為什麼您喜歡玩 Lego？ 

麥紫玲老師：因為 Lego有很多變,可以隨意做出不同的造型。 

 

小記者：請問您小時侯玩甚麼玩具？ 

崔倚旗老師：我小時候玩乒乓球、扔石頭和鬼抓人。 

 

小記者：請問您小時候玩甚麼玩具？ 

蘇立銘副校長：我小時候玩溜溜球、四驅車、樂高（Lego）和拼模型。 

 

小記者：請問您小時候玩甚麼玩具？ 

黎曉彤老師：我小時候玩玩具槍。 

 

 

小記者：請問您小時候玩甚麼玩具？ 

任施慧老師：我小時候玩樂高（Lego）、彈琴、吹笛和扮家家酒（煮飯仔）。 

小記者：為甚麼您喜歡玩扮家家酒呢？ 

任施慧老師：我小時候喜歡玩用陶瓷做的「煲仔」，我覺得它們很有新鮮感。 

 

 

小記者：請問您小時候玩甚麼玩具？ 

岑老師：我小時候只看卡通片。如：叮噹、 

美少女戰士等。 
 

 

 

現代的小孩只愛玩電子產品，例如：PS5丶 switch丶手機 。不知道

老師小時候的玩具又是什麼呢？讓小記者去採訪看看吧！ 
 



 

我相信大家都有玩過 Lego，我也不例外，經常和爸爸用 Lego拼出不同的模型。但以前 Lego 

並不能拼出這麼高科技的東西。以前只能拼出小屋、小人、車子……車子只能幫它拼輪子上去，而且

還要手動才能令它行走。 

  現在，隨着科技的進步，我們可以用一些零件，安裝在車子上，然後再下載一個應用程式，就 

可以用來遙控車子了！ 

                       

中央圖書館圖書推介： 

 

                                                                                                      

   《樂高小世界 3—我的節日造型積木 DIY》 

    索書號：793 DAI 

 

 

 

我相信女孩子們小時候都有玩過扮家家酒，我們玩的扮家家酒都有 

煤氣爐、烤箱，甚至冰箱，還有不同的「食物」可以任我們發揮創意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玩具製作出特別的料理。 

 

 

 

但在十多年前，扮家家酒的用具比較簡陋，沒有煤氣爐，沒有烤箱，更沒有廚房。以前， 

扮家家酒是使用陶瓷做的，很容易打碎呢！不過，瓷器做的工具，巧小可愛，又很精緻，在以前 

應該也不便宜吧？ 

 
 

                                               中央圖書館圖書推介： 

 

                                                                                                      

   《親子簡約食譜 101》     

    索書號： 641 QIN 

 

                                                                                                      

                              《兒樂無窮》 

                                索書號：951.2 WU 

 

 

 

 

 

  

小記者：黃尉恩、賴韜而 

同學們，你們也不妨在家裏 

問問爸爸、媽媽小時候玩甚麼玩具吧！ 



 
相信大家對建築的印象都是高高的、矮矮的、方方正正的，但你可否想過，世界上有着許多奇形

怪狀的建築呢？如果你想知道這些建築，就看下去吧！ 

 

 

 

  

 

 

 

 

 

 

  

 

                                 

 

     

      

 

 

 
 

事實上，這是新西蘭懷卡托一個小鎮內的牧羊犬樓，

一家羊毛手工藝品店。這隻牧羊犬看上去還真有些 

可愛呢！ 

大家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是覺得有一隻羊兒？ 
 

其實，這是美國俄亥俄州一間知名手製竹籃公司

Longaberger的辦公大樓。這個設計真吸引人眼球！ 

這個購物籃為甚麼這麼大呢？ 

難道是巨人購物用的？ 
 

 這是個巨大的魔方嗎？ 
這個在荷蘭鹿特丹的立方體房子看起來就像是在

知名遊戲「minecraft」裏建的房子，能懸空， 

能有特別的形狀，還能巧妙地充分利用空間。 



 

 

 

   

 

 

 

                         

 

 

 

     

 

 

 

 

 

 

 

 

 

 

 

 

 

 

 

 

 

小記者：陳浠堯、潘穎童 

設計師的創意就像視藝課上所學的超現實主義，誇張地發揮 

創意，把心裡想的動手做出來，把天馬行空的真正建造出來。 

今年五年級的同學們也在積極發揮創意，設計了各式各樣的蝴蝶

屋，大家也來欣賞一下吧！ 

5A 郭紫悠 

5B 李芷葭 

5A 李洛欣 

5D 茹子豪 



 

    

廢物大變身 

看我七十二變！ 

現在，孫小的「蓋」世宏圖變成甚麼樣了？ 

它又會有怎樣的故事？ 

敬請期待下一期《圖報》 

「蓋」世宏圖大揭秘！ 

😀不見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