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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孫小舉辦了「品格挑戰日」的活動，同學們在活動中獲益良多，

小記者們特地採訪林老師來為我們分享「品格挑戰日」背後的故事。 

 

小記者：為甚麼會舉辦「品格挑戰日」這個活動？ 

林老師：舉辦「品格挑戰日」的活動，是由於我們向教育局提交計劃 

「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因而有一筆教育 

基金，讓學校能舉辦更多培養正向教育的活動。老師們希望 

給同學們留下美好的回憶，也能讓同學們有更多機會走出校園 

學習，便舉辦了品格挑戰日的活動。 

 

小記者：我們五年級的品格挑戰日活動非常豐富，同學們都很喜歡， 

其他年級是否也有呢？ 

林老師：一到三年級有一個正向繪本的圖書分享，因此圖書館通過教育 

基金也購買了超過一百多本繪本的圖書，全部都是為一至三年 

級學生準備的正向教育的圖書。六年級的同學們因即將畢業， 

老師們希望他們對人生未來的職業有初步的瞭解及認知， 

所以舉辦了「模擬人生」的活動。活動是在禮堂選擇不同的 

職業進行體驗，還有十幾位同學是親身到百貨公司體驗真實的 

工作呢！ 

 
小記者：為甚麼不同年級是不同的活動？  

林老師：因為每個年級的需要都不同，五年級剛剛才踏入 

高年級的階段，你們在四年級的時候有疫情，沒有   

接觸過甚麼活動，所以，老師們就試一試先帶你們  

外出學習。六年級的哥哥姐姐們已經快要畢業， 

「模擬人生」的活動更加符合他們的需要。一至三 

年級因為他們年齡比較小，適合在學校裏面舉行 

一些故事的分享。這是按年級的需要而決定的活動。 

 

小記者：您希望同學們在活動中學到甚麼？ 

林老師：我希望通過活動能提升同學們的溝通技巧、與人合作 

的能力。老師們也希望同學們在活動中能發揮自己的  

長處，與同學之間互相幫助。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是 

培養同學有正向的思想，你們應具備樂觀、充滿希望 

這些性格特質，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正面的態度能令同學們在遇到挑戰時，從好的方面去 

思考解決方法，讓同學們成長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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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時，學校組織了一次戶外學習日，五年級同學參觀的目的地是香港文化博物館，當天 

的活動十分精采。這次小記者將會為大家介紹其中兩個十分值得到訪的展館，分別是「李小龍展館」 

和「金庸館」。 

 

平凡．不平凡 李小龍館 

    李小龍先生曾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他也是好萊塢第一位華人主角，一代功夫 

巨星。展館展出了約四百件珍貴的文物，當中包括了李小龍拍攝電影時所穿著的服裝和使用過的 

道具，並增設大型光影多媒體展示及互動項目，從電影、武術個人修為等方面來回顧李鎮藩（李小龍）

堅毅的歷程，讓大家了解這一切是如何造就李小龍的傳奇。 

金庸館 

    此館展出了約三百組展品，以此介紹小説作家查良鏞先生（金庸）的早期事業、武俠小說創作歷

程及其小說對香港流行文化的影響。展館同時展出由金庸武俠小説改編故事所拍成的電影道具及 

服飾，把文字演變成具體的畫面，讓讀者能用不同的方法欣賞作者的作品。 

 

    這次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之旅令我們有機會了解上世紀末的香港人是怎樣生活的，理解他們堅毅 

不屈的偉大情操！各位同學千萬別錯過這難能可貴的機會，一定要去看看啊！ 

 

 

 
    相信大家對身邊的同學們已經有一定的認識，但大家對與我們一起成長的老師又知道多少呢？ 

小記者為滿足大家的好奇，於是訪問了幾位不同的老師，希望大家能夠更進一步認識她們。這次我們

先訪問了馮紫云老師。  

小記者：馮老師，請問您年幼時的夢想是甚麼？ 

馮老師：我小時候的夢想是跟物理有關的行業。 

小記者：為甚麼您最後會選擇任教英文科呢？ 

馮老師：因為通過不同的語言，我們可以接觸到不同 

的社會、不同國家的文化，我覺得能教導 

學生成為國際公民，朝此方向發展，擴寬 

自己的視野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小記者：您為甚麼後來會來到孫方中小學當老師呢？ 

馮老師：應該是機緣巧合吧！因為孫小是以普通話為 

教學語言的小學，而我的母語也是普通話，所以這所學校非常適合我。 

小記者：您對於今年六年級的同學有甚麼寄望？對孫小的學生有甚麼評價？ 

馮老師：我希望今年的六年級學生，可以盡全力去追求自己的興趣，當長大之後就不會因為沒有嘗試 

過而後悔。孫小的學生十分純真善良，當其他同學遇上困難時，都會主動幫助，所以我 

很喜歡孫小的學生。  

小記者：楊溪 

小記者：陳樂恩、郭頌澄

chen 



 
   藝術，具有一種表達美的力量，有些作品發揮得

淋漓盡致，讓人產生共鳴; 有些作品則表現含蓄 

自在，讓人陶醉其中。藝術也活像一把心靈的鑰匙，

能幫助我們打開自己的心扉，與自己內心對話。 

這次小記者訪問了 6A班的陳浠堯同學，他參與的 

作品曾展示在「東鐵綫•Fun 紛藝術」鐵路車廂內，

獲得好評。他對藝術的熱誠與追求，值得我們學習，

現在與大家分享他的感受和體驗。 

 

 

小記者：你甚麼時候開始踏上畫畫之路？ 

陳同學：我大約在三年級便開始學畫畫。因為當時疫情嚴峻，多了很多閒暇時間，於是自己透過不同 

的網上平臺自學畫畫。 

 

小記者：學習畫畫，有沒有經歷過一些難忘的事情？ 

陳同學：記得四年級的時候，我有機會與兩位六年級的師兄共同創作一幅作品來參加比賽。當時學校 

正實施按不同年級輪流回校上課的日子，我便趁着六年級的師兄需回校的日子，跟他們一起 

討論和設計作品。還記得那段日子，我們從下午一時畫到下午五時，但一點累意都沒有！ 

這大概是因為大家都很投入和享受。對我來說，畫畫的過程能放鬆身心，把煩惱都拋諸腦後！ 

 

小記者：你最愛的是哪一幅作品？ 

陳同學：我最愛的一幅作品是以我的愛寵小貓 Mango為題。我覺得藝術應該跟生活相連，當中 Mango 

和我有着密切的關係，我曾經為了飼養牠而竭盡所能地考出好成績，在某程度上，牠成就了 

我一部分的人生。 

 

小記者：創作遇到困難時，你會怎樣面對？ 

陳同學：當我畫一些具挑戰性的畫作時，會遇到瓶頸，而感到身心疲憊 

或想放棄。這時我會先放下畫筆，等待再有靈感的時候才繼續 

畫下去。我相信每幅畫作都必需先感動畫家本身，然後才能 

感動其他人，繼而才能為公眾帶來共鳴。 
 

小記者：你有沒有特別要感謝的人？有沒有一些勉勵的 

說話想和學弟學妺説？ 

陳同學：我最想感謝的人必然是羅老師，她是我的「啓蒙老師」。我以前 

對畫畫技巧還掌握得不好，當我每次向羅老師請教時，她一定 

會非常詳盡地跟我解說和分析。我相信，如果當天沒有她 

的諄諄教誨，便不會有今天的我。對於師弟師妹們，我鼓勵 

你們也可以像我一樣，可以透過畫畫或找一些方法來幫助自己 

舒緩壓力，讓自己有能力繼續走人生的道路。 

 

 

  

《小貓 Mango》 

何老師： 
世界上縱使有天才，也必需靠自己的後天努力

默默操練，才能讓自己的人生繼續發光發亮。 小記者：徐恩熙、徐紫尤、楊芯悅 



 
眾所周知，孫小的跳繩隊可是令人拍手叫絕，讚不絕口！下面讓小記者來帶你一起走進跳繩王子

鄧樂天師兄的故事。 

 

小記者：請問您是在甚麼情況下接觸跳繩？ 

鄧師兄：因為我小時候長得比較矮，剛好學校有 

跳繩的訓練班，媽媽就讓我去試一試， 

當時只有七歲。 

 

小記者：練習跳繩要付出很多精力和時間， 

您的家人是如何鼓勵、支持您？ 

鄧師兄：我覺得家人的支持能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 

地跳繩。我練習跳繩時，有時練得很晚 

才回到家，可我卻一點也不用擔心吃飯的 

問題，因為我的家人一定會為我準備好 

晚飯，即便再晚，一回到家仍能馬上吃到 

可口的飯菜。 

 

小記者：在跳繩過程中，您有沒有感到過挫敗、懊惱的時刻？  

鄧師兄：任何事情都會有高低起伏。跳繩是一種運動，比賽的失敗會讓我感到很失落，但是我從未 

放棄，因為我熱愛跳繩，所以繼續在港隊堅持跳到現在。 

 

小記者：跳繩生涯中有沒有受傷的情況？ 

鄧師兄：有，我的膝蓋、背脊和腰都曾受傷。不 

過我從來沒有因為傷患停止訓練。 

 

小記者：您會用甚麼方式推廣跳繩呢？ 

鄧師兄：我會在母校（即是孫方中小學）進行 

表演。每年的畢業禮我也會去參加， 

讓師弟師妹們瞭解原來花式跳繩也有 

很多不同的跳法，有很多種變化。 

希望令他們更加瞭解跳繩，令他們也 

喜歡跳繩這項運動，這是有益身心健康 

的運動。 

 

小記者：您有甚麼話想對師弟妹們說嗎？ 

鄧師兄：我覺得參加課外活動和學業之間一定要取得平衡，參加課外活動之餘，也要兼顧校內的課業， 

學業與活動兼備才是最好的。 

 

                                            
張老師： 

任何事情都可能遇到失敗的時候， 

只要堅持不懈，最後一定能成功。 
小記者：鄧珀堯、張樂軒 

2017亞洲賽 15歲以上混合組 overall 冠軍 

鄧樂天師兄（左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