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語選 課外補充                          班   號 姓名:                         

一、與「孔子」有關的成語 
1. 韋編三絕：本指孔子勤讀易經，致使編聯竹簡的皮繩多次脫斷。後用來比喻讀書勤奮，刻苦治學。 

2. 始作俑(   )者：最初製作人俑來殉葬的人。孔子認為用像人的俑陪葬，在意念上實與用真人陪葬無

異，所以指責最初發明俑的人，一定會得到報應，絕子絕孫。後世用以比喻首創惡例的人。 

3. 一以貫之：孔子主張為學之道在融會貫通。後指用一種道理貫通於各類事物之中。 

4. 匏(   )瓜空懸：孔子比喻自己無法像匏瓜那樣繫懸著而不讓人食用，應該出仕為官，有所作為。後

用以比喻有才能的人卻不為世所用。 

5. 聞韶(   )忘味：孔子在齊國聽到舜時的雅樂，心中念念不忘，以致有很長一段時間食肉而不知味。

後用以比喻對某種事物熱愛到入迷的境界。 

二、出自「論語」的成語 
1. 見賢思齊：看到賢能的人，便想效法他。 

2. 不恥下問：不以向身分較低微、或是學問較自己淺陋的人求教為羞恥。 

3. 道聽塗說：在路上聽到一些沒有根據的話，不加求證就又在路途中說給其他的人聽。後泛指沒有經

過證實、缺乏根據的話。 

4. 當仁不讓：主動承擔應該做的事，而不推讓。 

5. 風行草偃(   )：比喻在上位者以德化民。 

6. 暴虎馮(   )河：指空手與虎搏鬥，不靠舟船渡河。比喻人有勇而無謀。 

7. 既往不咎(   )：已經過去的事不再追究。後多用於指對過去的錯誤不再責難。 

8. 後生可畏：年輕人表現優異超越先輩，令人敬畏。 

9. 巧言令色：話說得很動聽，臉色裝得很和善，可是一點也不誠懇。形容人矯情虛偽。 

10. 任重道遠：負擔繁重，路途遙遠。比喻長期肩負重大的任務。 

三、與「孝」有關的成語 
1. 慈烏反哺(   )：比喻子女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 

2. 烏鳥私情：相傳幼烏鴉長成後，會反哺年老無法覓食的老烏鴉。比喻奉養長輩的孝心。 

3. 綵(   )衣娛親：老萊子性至孝，年七十，常著五色彩衣，作嬰兒嬉戲的樣子逗父母高興。後用以比

喻孝養父母。 

4. 寸草春暉(   )：小草微薄的心意報答不了春日陽光的深情。比喻父母恩情深重，子女即使竭盡心意

也難以報答。 

5. 晨昏定省：晚間服侍父母就寢，早晨向父母請安。指子女侍奉父母的日常禮節。 

6. 菽(   )水承歡：比喻子女孝順父母，雖然是豆和水這樣平常的飲食，也能使父母歡悅。 

7. 冬溫夏凊：在寒冬裡為父母溫暖被褥，在盛夏中為父母扇涼床蓆。後用以稱讚子女孝事雙親。 

8. 扇枕溫被：晉代 王延事奉雙親極為孝順，夏天先將枕席扇涼，冬天先以身體溫暖被，再請父母入

睡。後比喻事親至孝。也作「扇枕溫衾(   )」。 

四、與「為學」有關的成語 
1. 懸梁刺股：比喻人發憤努力學習。 

2. 鑿(   )壁偷光：本指漢代 匡衡鑿穿牆壁，藉由鄰家燭光照讀的故事。後比喻刻苦勤學。 

3. 焚膏(   )繼晷(   )：形容夜以繼日地勤讀不怠。 

4. 力學不倦：勤勉學習而不倦怠。 



5. 篤(   )志好學：專一心志，勤於學問。 

6. 學無常師：善於學習的人，知道該向不同專長的人請教不同的學問。 

7. 移樽(   )就教：端著酒杯移坐到他人席上共飲，以便請教。比喻親自向人求教。 

五、與「自省」有關的成語 
1. 反躬自省：回過頭來檢查自己的過錯。 

2. 責躬省過：凡事責求己身，反省過失。 

3. 撫(   )心自問：自我反省檢討。也作「捫心自問」。 

4. 內省不疚(   )：自我觀察反省而不感到有所愧疚。 

5. 閉門思過：在家檢討反省自己的過失。 

六、與「老師」相關的詞語 
1. 春風化雨：比喻師長和藹親切的教育。 

2. 如沐春風：比喻遇到良師誠摯教誨的感受。 

3. 誨人不倦：耐心教導人而不知倦怠。 

4. 諄諄善誘：懇切耐心地指導、教誨。 

5. 為人師表：學識品德可作為人們學習的榜樣。 

6. 經師易遇，人師難求：傳授學識的老師易得，而能作為人格榜樣的老師難求。 

【類文必讀】 
1、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 

  消逝的時光就像這流水一樣啊！日日夜夜不停流去。 

2、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時時溫習已經學過的知識，由此就能獲取新的更深的知識，這樣就可以做老師了。 

3、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種態度才是明智的。 

4、子日：「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 

  只學習而不思考，則容易迷惘困惑，只思考而不學習，則令人危疑不定。 

5、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對任何事業知道它的人不如愛好它的人，愛好它的人，不如以實行它為快樂的人。 

6、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見到賢人，就應該想到要向他看齊；見到不賢的人，就應該要反省自己。 

7、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一個小群體裡，一定有可以作為自己學習效法的人。選擇他的優點向他學習，對於他的缺點，就

反省自己並加以改正。 

8、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   )，不亦君子乎？ 

學習並且不斷溫習，是件愉快的事情，有遠方的朋友來做客，是件讓人快樂的事，人家不了解我，

我也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呀！ 

9、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自己不要的東西，也不要強加給別人。 



【類文選讀】 
1、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沒有對將來的考慮，就必定會有近在眼前的憂愁。 

2、知者樂(   )水，仁者樂(   )山。 

  聰明智慧的人喜愛水，有仁德的人喜愛山。 

3、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交朋友，一定要言而有信。 

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和睦相處而不盲從附和，小人同流合污而不能和諧相處。 

5、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完善自身的修養，既像雕琢玉器，又像雕刻石頭，都是需要下功夫的。 

6、道不同，不相為謀。 

  立場不同、觀點不同，也就不要相互商議謀划了。 

7、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   )而不周。 

  君子團結群眾但不相互勾結，小人拉幫結派而不團結群眾。 

8、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孔子談到季氏說：“他用天子的舞蹈陣容在自己的庭院中舞蹈，這樣的事都可以容忍了，還有什

麼事不能容忍呢？” 

9、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 

  聽到傳聞不加考證隨意傳播，就是拋棄了道德。 

10、朝(   )聞道，夕死可矣。 

  早上明白知曉了真理，晚上死去，也是值得的。 

11、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通曉道義，小人通曉私利。 

12、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窮而沒有怨恨很難，富裕而不驕狂是容易的。 

13、德不孤，必有鄰。 

  有道德的人不會孤立，必然有同他相親近的人。 

14、朽(   )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   )也。 

  形容一個人，像腐朽的木頭一樣無法再雕琢，像糞牆一樣不能再粉刷了，一般是對這個人比較失

望了。 

15、聽其言而觀其行。 

  評判一個人的時候，要看他說的話，觀察他的言行舉止，才可全面了解。 

24、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 

  形容人聰敏又好學，能向比自己學問差的人請教。 

16、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一個人內在的質樸勝過外在的文采就會顯得粗野，外在的文采勝過內在的質樸就未免浮誇虛偽。

只有文采和質樸配合恰當，然後才能成為君子。 

17、巧言令色，鮮(   )矣仁。 

  花言巧語、滿臉堆笑的人，很少有仁愛之心的。 

18、默而識(   )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將知識默記在心，學習時，不感到滿足，教人時，不感到倦怠，這三方面我做到了哪些呢？ 



19、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用不義的手段得到富貴，就像浮雲一樣不確定。 

20、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戚。 

  君子總是心胸平坦寬廣，小人經常憂愁悲傷。 

21、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遠。 

  有志者不可以不心胸開闊，意志堅強，因為擔子沉重而且道路遙遠。 

22、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那個位置上，就不要考慮那個位置上的事。 

23、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廣泛學習鑽研，堅定自己的志向，懇切地提出問題並且聯繫實際去思考，仁德就在其中了。 

24、三軍可奪師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可以喪失它的主帥，一個男子漢不可以喪失他的志向。 

25、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到了一年最寒冷的時節，才知道松柏樹是最後凋謝的。 

26、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 

  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不幫助別人做成壞事。小人與此相反。 

27、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立志追求真理而又以粗布淡飯為恥的人，是不值得與他交談的。 

28、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下達命令，群眾也會自覺去做;自身品行不端正，即使下達了命令，群眾也

不會服從。 

29、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不要只求速成，不要貪圖小利。想求速成，反而達不到目的;貪圖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30、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過去的的事已經不可挽回了，將來的事還來得及改正。 

31、以約失之者鮮(   )矣。 

  經常能約束自己的人，犯錯誤的時候就少了。 

32、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人學習的人是為了提高自己，現在學習的人是為了炫耀給別人看。 

33、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見到財利時，能想到道義；見到國家有危難時，願付出生命。才是大人物。 

34、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會根據言論推舉選拔人才，也不會因為某人有缺點錯誤而廢棄他的言論。 

35、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花言巧語會敗壞道德，小事不忍耐，就會壞了大事情。 

36、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怕別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別人。 

【翻譯一】子游問孝道。孔子說：「現在所謂盡孝（的人），只是在飲食、物質等方面能奉養父母。對於狗和馬也都能供
給食物畜養。假如對父母沒有誠敬之心，那與養狗和馬又有什麼分別呢？」 
【翻譯二】孔子說：「為學好比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而停下來，便前功盡棄，這是我自己停止的！為學又如同填平窪
地，雖然只倒下一筐土，但繼續往下倒，終究可以把它填平，這是我自己努力不懈，才能完成的啊！」 
【翻譯三】曾子說：「我每天拿三件事來反省自己：替別人辦事，是否有不盡心的地方？與朋友交往，是否有不誠信之
處？老師所傳授的課業，是否還未溫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