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 見 問 題  

 

一. 學生由小學升到中學可能會出現適應的困難，學校會有何準備？ 

 

學校會在暑假時舉辦一個暑期銜接課程，為期三個星期，學生需要上中文、英文

及數學課堂。中文科會以普通話授課，數學及英文則會用英語授課。如果學生擔

心英語未能跟上進度，現在就應該準備。譬如每日多花時間看英文報紙、英文電

視節目、每天完成約十五分鐘的英文寫作等。根據過往幾年的經驗，我們發現中

一學生於完成暑期銜接課程後，學習上會較容易適應。 

 

 

 

二. 初中通識教育以英語上課，對學生而言會否太困難？ 

 

部分家長擔心通識以英語上課，學生未必能夠表達太多意見。家長如果有機會瀏

覽我校英文科網頁，會發現我校同學不斷將自己對社會、政治及環境等不同的意

見向南華早報投稿，同學能與社會大眾分享自己的意見。網頁上載了同學去年及

今年被報章刋載的稿件。所以，我們相信同學入讀景嶺後，是有能力應付英文授

課的通識教育。 

 

 

 

三. 學校會否轉為直資中學？ 

 

本校是一所政府津貼中學，學校沒有計劃轉為直資中學。 

 

 

 

四. 中一自行收生的收生準則中，特殊技能是否只重視國樂呢？ 

 

在特殊技能方面，家長可在申請表上列出學生比較出色的任何技能，所有技能同

樣會被考慮，並計算分數。不過，分別在於以國樂為特殊技能會由校長接見，而

其他技能則由其他老師接見。所有技能，例如：劍擊、作為校隊代表學校參加多

次游泳比賽得獎，又或者學生具語言天份，懂法語、西班牙語等，都會提高「特

殊技能」的分數。 

 

 



 

五. 學校日後會否安排學生出外午膳？ 

 

目前而言，學校不會有此安排。主要原因是基於學校的地理環境，附近亦沒有大

型商場可以容納大量學生出外午膳。 

 

 

 

六. 中一學生的功課量是否很多？  

 

學生毋須擔心功課量。不過我們必須補充：第一，小學與中學的功課量會有所不

同；第二，遞交功課的日子亦會有所不同。學生如果在初期未能適應中學的遞交

功課模式，功課可能因此而累積起來。中學生一天上課七小時，學生回家最少要

有三至四小時作溫習，然後才完成當日的課業及預習。 

 

 

 

七. 小學與中學於學習上的最大差異是什麼？ 

 

小學生年齡多於十二歲以下，較需要父母的照顧，父母在功課上對學生的幫助亦

較大。升中後，學生需要一至兩個月時間去適應中學生活，遞交的功課亦有不同

的要求。中一的課程較小六的課程困難約三倍，由此推論，學生升中後一定會感

到吃力。愉快學習與辛苦學習毋須掛鉤，小學生花較少時間溫習，但在中學時期

就剛剛相反，只要成績好，稍稍辛苦是值得的。我們希望做到愉快學習，更重要

是學生能在學習期間有所得益。 

 

 

八. 景嶺書院的畢業生多考進哪類型的大學？ 

 

我們的畢業生多考進一般大學，如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或科技大學等。家長們不

應只重視考進哪所大學，而應重視考進的科系是否熱門的科系，完成課程後學生

會達致何等成就。現今讀完大學學位是最基本的要求，希望家長多鼓勵學生在完

成大學後繼續進修，完成碩士課程。學生報讀大學的第一志願或在哪所大學完成

首個大學學位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該所大學的經驗能帶給學生一個充實的成長

階段。 

 

 

 



九. 學習是為了什麼？ 

 

學習是為享受一個充實的生活，但生活並不等於找份工作。生活是自己在身心靈

方面得到滿足及充實。若家長認為子女一定要賺大錢，身心靈才得到滿足，那就

成了學生日後讀書的方向。但如果家長要學生能頂天立地，無論收入多寡，最緊

要是做事憑良心，學生就能擴濶自己的選擇，亦比較容易得到滿足。讀書不應只

為了升讀大學，而是為了讓自己的生命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