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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你們回學校時，

有發現大堂出現了很多不同的

展板嗎？你有沒有停下來看一

看呢？學校在五月起舉辦了一

個名為《孫小名畫展》的藝術

展，我很高興能在這次展覽

中，展出我其中的三幅畫作。

能夠被老師挑選，我覺得這是

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機會！ 

我覺得藝術展這個展覽別具意義，

因為可以讓我們欣賞不同同學的作品，

也可以從中學習各人對畫作描繪的不同

構思及技巧。同學利用不同顏料為圖畫

賦予新的生命，引領觀眾進入他們創作

的奇幻世界裏。這個畫展也展示了很多

不同顏料的運用，例如塑膠彩、廣告彩

和油粉彩等等的顏料。而我個人比較喜

歡塑膠彩和水彩，因為它們的顏色比較

豐富，畫出來的圖畫也比較真實。 

這次活動中，我的參展作品

有：《湖邊的馴鹿》、《聖誕樹》

和《夢幻的天空》。三幅作品之

中，我最滿意的就是《湖邊的馴

鹿》，因為這幅畫是我花了最多

時間繪畫的，我也花了很多心思

在這幅畫上，畫中的佈局，主要

是突出靜夜中的湖泊和馴鹿，把寧靜的氣息，透過畫紙展現

人前。 
 

此外，我也非常欣賞五年級關浚哲同學的作品，

因為他的畫作非常真實！他利用塑膠彩把鳥兒細緻的

一面，活靈活現地呈現在畫上，我也要跟他學習學習。 

其實，畫畫可以訓練我們的耐性，而且透過反覆

的構思和修改，加上我們的心思和創意，就能創作出

一幅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最後，希望同學們可以多

參觀畫展和有關於藝術方面的活動，一起來推廣藝術

文化。 

小記者：黃紀鎣 

疫情緩和，同學們終於可

以每天回校上學了！校園

生活多姿多采，圖報小記

者馬不停蹄，又為同學搜

羅各樣新鮮事！隨着校園

生活漸漸重回軌道，學校

活動將會愈來愈精彩！

《圖報》小記者們很期待

繼續為大家報導！ 

 

圖報二維碼掃一掃 

歷年報章公諸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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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陳老師 

編輯：崔老師、洪老師、

張老師、陳老師 

本期總編輯：容老師 



 

 

 

 

 

 

 

 

 

 

 

 

 

 

 

 

 

 

隨着疫情緩和，同學們終於可以回校上課了。大家

有沒有發現學校增添了一些綠化的設施呢？我們的校園

坐落在大埔海濱公園旁邊，毗鄰完善公園，被綠樹環抱，

環境得天獨厚。公園裏鮮花綻放，品種多樣，有朝氣 

勃勃的太陽花、綠油油的虎尾蘭、可愛的小黃菊和含羞

草……吸引了不同的小昆蟲和鳥兒在這裏棲息。小記者

觀察到校園裏的假山、蝴蝶屋、魚池等設施，令整個 

校園看起來生機勃勃、綠意盎然。 

 

  假山，就是用石頭堆砌成小山的樣子。雖然是迷你版的，但巧妙之處是它底下連接着水管，流水

源源不斷地流出來。假山、流水、草叢連在一起，所以也屬於綠化設施。小花園裏的假山錯落有致，

十分美麗！在小花園看到它，彷彿真的看到一座山。聽！山間還有溪水緩緩留下來的聲音呢！  

  細心看看，我們還發現樹上掛了一些別具特色的蝴蝶屋，不知道小蝴蝶

們有沒有飛進去休息呢﹖ 

  蝴蝶屋，顧名思義，是為蝴蝶搭建的小屋，它的外形像一個小房子，中

間留有三個長長的洞，方便蝴蝶出入。學校的蝴蝶屋採用了原木色，不過我

相信如果加上顏色會更漂亮。蝴蝶屋裏放了一些特別的木頭，用來吸引蝴蝶

入住。 

 

  在五年級上學期

時，我們全級做了一個

有關蝴蝶的跨學科專題研集。老師讓我們了解蝴

蝶的一生，又讓我們認識在香港常見的蝴蝶品

種，還帶領我們思考了保育蝴蝶的方法和設計校

園的蝴蝶保育設施，我覺得整個學習過程很有意

義。同學們，你們最喜歡哪種蝴蝶呢？ 

 

 



 

  魚池也是新鮮事物，池邊圍着大大小小的石頭，中間

的水池養着不同品種的觀賞魚。大家知道魚池上為甚麼裝

有鐵絲網嗎？這是為了防止小朋友不小心掉進去。魚池可

不淺，大概有一米深，看魚時千萬要小心呢！ 

  魚池裏到底有多少尾魚呢？大家可以抽空去數一數。 

 
 
 

身處 SUN校園，放眼望去，每一處都充滿綠意。 

綠在方中，其樂無窮！ 

 

 

 

 

 

小記者：羅亮言、薛君言、周怡霏 

 

  相信很多同學在面授課堂和網課交替的時候，眼睛經常會感到乾澀和勞累吧！你對

眼睛的保護知識又知道多少呢？ 

  有見及此，小記者希望能深入了解同學有沒有因為網課的原因，令自己的視力有所

改變。同學的近視度數有沒有因此加深了？本來沒有近視的同學又有沒有因此而影響了

視力？小記者透過 Google Form訪問了 62位六年級的同學，希望了解他們的情況， 

以及護眼的方法。在接受問卷的六年級同學當中，有 38.7%的同學原本是有近視的， 

而這些近視的同學中，有高達 70.8%的人在這一段網課的時期加深了近視；也有 7.9%

的同學在這段時間患上近視。由此可見，保護眼睛，是刻不容緩的大事！ 

既然有那麼多同學在網課的時期感到眼睛不舒服，同學們又認為有哪些方法能預防

和舒緩呢？根據同學們的回應，有不少好點子：眺望遠處的風景，看一會兒綠色的東西

（例如植物）、做眼睛保健操按摩眼睛、吃補眼產品和多吃蔬菜（例如藍莓）等。其中

最多人認為眺望遠處風景是最為有效舒緩眼睛疲勞的方法，其次是看一會兒綠色的東

西，再者就是多吃蔬菜了。 

有同學提供了額外的好方法，例如「20 20 20 法則」。這方法是

在使用電子產品 20分鐘後，用 20秒看 20米以外的東西。還有人認為

多眨眼能讓眼睛保持潤滑，減少眼睛乾澀。最後，有很多同學都覺得

「閉目養神」、睡覺、午休是直接舒緩眼睛的最佳方法。小記者還是建

議大家有空就看看遠方風景，多看遠一點的地方最為方便簡單！ 

  希望這篇護眼祕訣可以幫各位同學舒緩因長期使用電子產品而感

到疲累的眼睛！ 

小記者：曾祖璇 

亮言小記者的奇思妙想： 

  我希望學校可以增設三色回收箱，

提高同學對保護環境的意識。魚池旁邊

不知可否加建一個「魚菜共生」系統呢？

相信同學一定會大開眼界！真希望我們

的學校能變成一所「綠色學校」。 

君言小記者提提大家： 

  同學可以嘗試在家利用環保材料去製作

不同的小手工。例如：用舊雜誌裝作的動物

拼貼、甚至用扭蛋殼製成的新年掛飾，環保

小手工簡直是多不勝數、包羅萬有! 



故故事事接接龍龍演演員員大大揭揭秘秘  
  故事接龍的電影大家都已經看過了，很是精彩！圖報小記者

特地為同學們邀請了兩位演員進行訪問，讓我們瞭解更多拍攝這

部電影背後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心聲！馬上來看看在電影當中飾演

王子的伍彥熹同學，以及飾演隨從的劉星雨同學的訪問內容吧！ 

 

 

（記：小記者  伍：伍彥熹  劉：劉星雨） 

記：故事接龍電影中的道具和背景很逼真! 請問是怎樣

做出來的 ? 

伍：背景主要是由岑老師設計，然後就把圖片成品交給

製作商訂做出來。至於那些衣服，都是老師在網上

訂購回來，也有部份衣服是之前故事接龍內同學們

使用過，這樣就可以循環再用，十分環保。 

記：電影中的 Teams情節很有創意呢！是如何構思出來的？ 

劉：Teams的畫面是疫情之下產生的靈感，現在我們的

網課也是用 Teams上課。 

伍：Teams情節在拍攝的時候很花時候，它是一個一個

鏡頭獨立地拍攝的，當中的口罩傳遞是由老師站在

旁邊遞給演員們，最後由 6B班黃栩洛同學剪輯而

成。我也建議大家上網重温故事接龍電影的最後，

可以看到這一幕的花絮和照片。 

記：你們認為電影拍攝當中最大挑戰的是甚麼 ? 

劉：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當我在故事接龍中錄音的時候，老師要求我帶着感情去配音，但是我一開始

難以掌握重點，所以用了很多時間重複錄音，最後經老師細心指導下，我才終於完成任務。 

伍：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在動作方面。因為每位演員都要互相配合，如果有一個人的動作做錯了或者

做得不好，都需要重新錄製。一個一分鐘的鏡頭可能需要花很長時間錄製。 

記：你們對於自己這次的表現滿意嗎？十分為滿分，你們給自己多少分？ 

伍：我給自己 8分。我覺得自己做得還可以，排練了這麼久，最後出來的效果也不錯呢！還有 2分需

要改善的地方就是普通話不是那麼標準，拍攝過程中常常被老師糾正。 

劉：我對自己的表現還算滿意吧。我給自己 7分。我

覺得做得比較好的地方是我認真地投入那個角色

去演繹，揣摩角色的動作、表情。還需要改善的

地方是我的普通話 zh、ch和 sh這三個翹舌音。 

小記者：張焯然、鄧珀堯 



 

看看左邊的圖片，同學們知道這些「長槍短炮」是 

用來幹甚麼的嗎？其實這道題目對於熟悉大埔區的同學

應該是輕而易舉的。這些愛好攝影的人士是大埔鷺鳥的

「忠實粉絲」，每逢週末或者是假期時，來自全港各區的

愛鳥人士都會紛紛前往大埔，一睹鷺鳥的風采。 

身為「大埔友」的孫方中小學同學們，更加不能錯過

啊！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我們圖報小記者為大家

搜羅了幾處大埔觀鳥的好去處，大家有空的時候一定要 

記得去一睹牠們的風采啊！ 

觀鳥點 A：一田天橋 

圖中所示的位置，身為「大埔友」的你們一定不陌生。

這座橋就是連接大埔一田超市以及大埔超級城 E區的行人

天橋，由於這座天橋橫跨了大埔林村河，所以棲息於林村河

兩岸的小白鷺可以盡收眼底，因此，橋上吸引了不少路人駐

足流連，人們紛紛拿出了手機，紀錄了這美好的瞬間。這裏

位於大埔市中心，可謂十分方便呢！。 

觀鳥點 B：運頭角里巴士站                                                 

經常乘巴士從大埔出市區的同學，一定曾路過這個巴士站，

因為這一站位於廣福道，是巴士開往市區的必經之路。如果你 

恰巧坐在巴士上層的左側，你可能會訝異，為甚麼這麼多人舉着

相機？如果你坐在巴士上層的右側，你一定會被大樹上的鷺鳥 

家族所吸引。在翠綠色的樹海中，點綴着大大小小的「棉花糖」，

遠遠望去，美麗動人。這些鷺鳥長年棲息於此。就算大樹下就是

繁忙喧鬧的廣福道，鷺鳥仍然鍾情於此，這真是大埔的福氣啊！ 

觀鳥點 C：吐露港不知名碼頭                                                

相比起前面兩個觀鳥地點，吐露港的不知名碼頭可謂隱世

祕境！大概只有喜歡做運動的同學才可能到過這裏。因為它的

位置偏僻，位於大埔和白石角的中間，只有踩單車和跑步人士

才會經常路過。碼頭的西北邊有一片石灘，每天的下午時分就

可以看到一大羣小白鷺在此處覓食。牠們在吐露港海域捕食，

然後將戰利品帶回石灘上享用。每當起風時，成羣的小白鷺會

不約而同地揮動起翅膀，場面壯觀，令人讚歎不已。 

介紹了這麼多觀鳥好去處，同學們記得在閒暇時，要多外出走走，避免在疫情期間變成「宅男」、

「宅女」啊！ 

小記者：吳卓楠、陳映童 



孫小畢業生：黃加安 

  轉眼間，《感恩圖報》已創刊 20多期。自創刊起

看到現在，筆者已從一個年小無知的小學生變成一個

成年人了。作為圖報忠實粉絲的校友為此摘文一篇，

與讀者們細說一下，我在「圖報」當小記者的得着，

以及與各位分享一下我小學畢業後的近況。 

  想着小學的時候，聽見《圖報》正在派發，可以看到不同的有趣專欄，有學校趣聞、同學畫畫的

佳作，更有因同學畢業而斷刊的連載小說，讓筆者感到意猶未盡。現在我已經中學畢業了，回顧小學

的時候有幸獲岑老師的邀請，成為《感恩圖報》的專欄記者，撰寫「巴士迷專區」。回想當年，與友

人刊登了幾期的文章就畢業，後來十分感恩能在小學畢業後仍為《圖報》再撰文數篇。也許大家不太

清楚當年的「祕事」，借此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當年我為了「交文章」，在網上「左抄右抄」。所以

最後文章也沒有得到刊登。小朋友們，絕對不要學習我的

負面例子呀！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這段文章時，特意去

找筆者的「足跡」呢? 

  我在中學繼續參加出版相關的活動，讓我回想起小學

時當圖報小記者的經歷，彷彿當年寫文章的經過就在昨天

發生一般歷歷在目。我參與了由明報主辦的《明報校園記

者計劃》，短短一年中，讓我有機會訪問各個界別的傑出

人士，例如：維也納兒童樂團指揮 Jimmy Chiang(曾智斌)、

獨臂馴狗師區啟俊、收藏家胡兆昌、youtuber 馬米高等。

此外，在活動中能參與電視台主播體驗，也可以一睹報紙

的印刷過程。在採訪的過程中，我更有機會撰寫訪問稿，

被刊登在報紙上。最後，我榮獲明報頒發的「最佳採訪校

記」獎項。在高中時，更成為學校的校報記者暨見習編輯。 

  感恩透過《圖報》，讓筆者對報刊產生興趣。因此，

特意在圖報中撰寫一文，祝賀《圖報》能繼續為孫小報道

趣聞！祝願同學們學業進步、心想事成！ 

筆者(左二)與 jimmy Chiang訪問留影 

筆者參與採訪講座與前無綫主播葉昇瓚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