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由「軍書十二卷」至「木蘭無長兄」四句，可推知當時的戰局及木蘭家的狀

況如何？                       （統整與解釋） 

答：(1)表現出當時急需用兵的緊迫，才會緊急徵兵，催促再三。 

答：(2)木蘭沒有長兄，君王才會連她年邁的父親都要徵召。 

2.第二段重複提及「不聞爺孃喚女聲」的作用為何？     （統整與解釋） 

答：寫出木蘭在征途中對雙親的思念，也表現她毅然決然的遠離溫暖家園，投

入緊張戰事的英勇氣概。另外，文中亦以爺孃的呼喚聲對比流水聲、胡騎

聲，來暗示她內心的孤寂。 

3.當木蘭在面對君王封賞時，為何會說「不用尚書郎」？   （統整與解釋） 

答：表示木蘭從軍乃是出於對父親的孝心，並非為了高官厚祿。而放棄擔任朝

中高官，也是為了能早點返鄉陪伴家人，其思鄉之殷切可想而知，故引出

下句「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4.家人歡迎木蘭歸來的方式為何？並請推測他們的心情。   （統整與解釋） 

家 人 歡迎方式 家人的心情 

父 母 親自到外城迎接木蘭 長時間沒有看到木蘭，父母迫不

及待去外城迎接，姐姐為迎接木

蘭而慎重打扮，弟弟則忙著準備

豐盛食物。可見家人們盼望見到

木蘭的心情。 

阿 姊 梳妝打扮讓自己儀容美麗 

小 弟 準備豐盛的食物迎接 

5.請依故事結構元素，整理〈木蘭詩〉的情節。       （統整與解釋） 
 

從軍原因 從軍準備 征戰經過 征戰結果 

父親年邁卻被徵

召，木蘭因孝代父

從軍。 

木蘭整裝快速，忙

碌的購置鞍馬。 

忍受思鄉之苦，待

在苦寒的戰地，經

歷無數場壯烈的

戰役。 

木蘭凱旋而歸，

闔家團圓。軍中

同袍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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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首段提到：「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第四段

寫到：「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你覺得這兩段情

節的安排有何用意？                  （省思與評鑑） 

答：首段提到的詩句表明了木蘭從軍的原因，是為了孝親。第四段在木蘭凱旋

歸朝後，婉拒封賞，表明急欲返鄉的心情，再次印證木蘭的從軍不是為了

榮華利祿，而是基於一片孝心。如此安排有前後呼應，加深印象的效果。 

7.最後一段「兩兔傍地走」的比喻和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有什麼關係嗎？你認

為需要保留或可以刪除？請說明理由。          （省思與評鑑） 

看 法 理 由 

□保留 

□刪除 

保留：此段是作者對木蘭的頌揚，寫出她「巾幗不讓鬚眉」的

智勇雙全，可說是整首詩的總結。 

刪除：此段即便刪除也不影響文意，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至

上段軍中伙伴發現她是女兒身時已可作結。 

8.讀完本詩，你認為木蘭具有哪些特質？請找出詩句來佐證。 （統整與解釋） 

特 質 可佐證的詩句 

勇 敢 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孝 順 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9.請找出〈木蘭詩〉中符合北朝民歌特色的詩句。      （統整與解釋） 

北朝民歌特色 符合詩句（舉例一句即可） 

語言質樸率真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

所憶。 

詩句不避雷同，反覆吟詠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

長鞭。 

多寫壯麗風光，剛健豪放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但聞燕山胡騎聲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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