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 古詩選】 

 

 

 

 

 

◆ 讀完課文後，完成下列問題： 

一、國字注音 

1. 自出機「ㄓㄨˋ」：杼 

2. 吐「ㄅㄨˇ」握髮：哺 

3. 人造「ㄒㄧㄢ」維：纖 

4.「ㄓㄨㄛˊ」髮難數：擢 

5. 風清月「ㄐㄧㄠˇ」：皎 

 6.「嗟」來之食：ㄐㄧㄝ 

 7. 正「襟」危坐：ㄐㄧㄣ 

 8.「迢」遞千里：ㄊㄧㄠˊ 

 9. 動如「參」商：ㄕㄣ 

10.「爾」虞我詐：ㄦˇ 

二、詞語釋義（請圈出正確的解釋） 

1.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洗滌∕舉起∕擦拭）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

泣涕零（落下∕沒有∕很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離開∕奔走∕距離）復幾許？盈

盈（身段柔美∕水流清淺∕聲音悅耳）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2.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兩年∕隔年∕長時間）守故林。夜夜夜半

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

爾悲不任（相信∕放縱∕承受）。昔有吳起者，母歿（去世∕隱藏∕沉沒）喪不臨。嗟哉

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三、課文初步理解 

1. 迢迢牽牛星中，哪些句子描寫織女織布的情景？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2. 迢迢牽牛星是一首敘事抒懷的詩，請問是藉何事抒發何種情懷？  

 

（1）藉（  牽牛、織女  ）二星被銀河阻隔，相望卻不能相聚的傳說。 

（2）抒發人間男女（ 咫尺天涯的相思 ）之苦。 
 

3. 慈烏夜啼一詩以哪兩位古人為例構成鮮明的對比，來增強旨意？  

 

（1）吳起 （2）曾參 
 

4. 慈烏夜啼的主旨為何？  

 

藉歌頌（    慈烏    ）的孝心表達「（ 子欲養而親不待 ）」的遺憾，並提醒

世人（   及時行孝   ）。 
 

翰林版 國文2上 課前預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二課 古詩選】 

 

 

 

 

 

1. 迢迢牽牛星中「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的織女，為何「終日不成章」？請找出詩句間

的因果脈絡以完成下表。  
 

                        因     果           因     果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泣涕零如雨 終日不成章 

 

2. 迢迢牽牛星一詩運用許多疊字描寫各種情態、聲音，請將它們找出來並用心吟誦後，完成

下列表格。  
 

疊字 迢迢 皎皎 纖纖 札札 盈盈 脈脈 

描寫

對象 

（ 星空 ） 

 的遼遠 

織女星的

明亮純潔 

織女柔美

的手 

（ 織布 ） 

 的聲音 
銀河的清淺 

（ 含情凝視 ） 

 的神情 

作用 增添詩的（ 節奏感 ），呈現出音韻之美 

 

3. 慈烏夜啼中作者透過哪些詩句、何種方式及技巧，傳達自身心境及感受？ 
 

詩句 方式、技巧 心境、感受 

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 

（ 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 ） 
（ 推測 ）慈烏哀痛之因 

樹 欲 靜 而 風 不 止 ， 

（ 子欲養而親不待 ） 

  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 （ 設問 ）──自問自答 

  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藉慈烏的悲痛反射作者

（ 喪母 ）的心境 

親 恩 深 重 ，（  無 以 為

報 ）的悲慟 

 

4. 慈烏夜啼中作者如何運用正、反例的鮮明對比，寄寓勸世旨意？ 
 

舉例 人物 代表類型 作者評價 詩句 

反例 吳起 □
 

 孝子  □
 

 不孝子 □
 

 讚頌  □
 

 痛斥 其心不如禽 

正例 曾參 □
 

 孝子  □
 

 不孝子 □
 

 讚頌  □
 

 痛斥 鳥中之曾參 
 

翰林版 國文2上 段落理解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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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後回答下列問題。 

 

 

 

 

 

 

 

 

 

 

 

 

 

 

 

 

 

 

 

 

( D ) 1. 根據這篇文章，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顧況是勢利之人，初始瞧不起白居易，後來看到白居易當了官才改口稱讚 

(B)雖然長期是無殼蝸牛，但四十多歲時，白居易竟也在長安買房，為首購族 

(C)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是顧況的得意之作，連才華洋溢的白居易都折服不已 

(D)雖然顧況稱讚白居易「居即易矣」，可是當了二十多年的官，白居易才買房。 

 

 

 

 

 

翰林版 國文2上 閱讀素養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貞觀四年（公元 788 年），十六歲的白居易攜帶詩作，來

到長安拜訪名士顧況。顧況聽說眼前的毛頭小夥子名叫「白

居易」，就調侃起來，「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意思是說，

長安的物價高，生活居住起來可不容易呀！但是，當顧況翻

開了白居易的詩稿，開篇讀到賦得古原草送別中的「離離原

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立即就改

口說：「道得個語，居即易矣」。 

  故事並沒有完，真正在長安生活並不容易。儘管後來白

居易 29 歲就中了進士，32 歲當上校書郎，但是他卻長期過

著租房生活。白居易寫過一首卜居，詩中首聯和頷聯寫道：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居，未

如碩鼠解藏身。」意思是自己在長安過得很貧困，連一套房

子都沒有買上，經常羨慕蝸牛和老鼠，因為蝸牛揹著自己的

殼當房子，而老鼠有洞可以安家。 

  可憐的白居易，結了婚有了孩子後，依舊長期租房，直

到做了忠州刺史，才在妻子的再三逼迫下買了一套二手房。

（資料來源：江俊博 古代京城的高房價）

解析 1： 

(A)顧況翻閱了白居易的詩稿才改口稱讚。 

(B)直到做了忠州刺史，白居易才買下一套二手房。 

(C)賦得古原草送別是白居易的詩作。 



 

 

 

 

 

 

 

 

 

 

 

 

 

( B ) 2. 根據這篇文章，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七夕和西洋情人節一樣，具有相同的習俗活動 

(B)七夕情人節和西洋情人節都具濃厚的商業氣息 

(C)七夕和上元節都是有婚戀社交性質的傳統節日 

(D)七夕、中秋和清明節都在歡慶秋收及祈願子嗣。 

 

 

 

 

 

 

 

 

 

 

 

 
 
 

( A ) 3. 上圖是七夕時所推出的節慶海報，關於這張海報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A)這個周六就是農曆七月七日，也就是七夕了耶 

(B)盛夏的傍晚，仰望星空牛郎 織女隔著銀河相望 

(C)相傳麻雀會築成雀橋，讓牛郎 織女一年能一會 

(D)在一輪明月下，更顯兩人相會時的圓滿幸福呢。 

  換句話說，這個「七夕情人節」就是把 Valentine’s Day（西洋情人節）拷貝翻版

移植到臺灣的結果，它與傳統習俗演進的脈絡並無直接關係，我們應視之為促進消

費的商業活動。如果我們套用生態的觀念，七夕情人節是被引進的外來種，它嚴重

的威脅了七夕這個民俗節日生存的空間。 

  愛情在傳統節日中，並非沒有空間，正月十五上元節就是個富有婚戀社交性質

的節日，青年男女在元宵期間比其他節日更有機會結識異性、發展戀情，這是春季

節日常有的功能。至於農曆七月初七，則是時序入秋後的第一個民俗節日；它可能

起源於星辰崇拜，因牽牛、織女星民間敘事中被擬人化，牽牛、織女星一年一度相

會的傳說廣為人知，歷來形成了十分豐富的節日習俗。當我們回顧、分析歷史文獻

中的七夕習俗，並檢視歸納出的重點，就會發現愛情在七夕頂多只是背景或是過程，

七夕更重要的意義──如同許多秋季的節日一樣──在於祈願子嗣及歡慶秋收。 

（資料來源：楊玉君 縱使相逢應不識？牛郎織女也認不得的七夕）

解析 3： 

(B)秋天。 

(C)喜鵲。 

(D)上弦月。 



 

 

 

 

 

 

 

 

 

 

 

 

 

 

 

 

 

 

 

 

 

 

 

 

 

 

 

 

 

( C ) 4. 根據這篇文章，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因為住在遠方的親戚反對，所以曾子不願當官 

(B)後母對曾子的惡行，讓曾子孝順的心由強而弱 

(C)曾子對待母親和妻子的態度，簡直是雲泥之別 

(D)曾子表示不如高宗和尹吉甫，因此願意再娶妻。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

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1 蒸不熟，因出之。

人曰：「非七出○2 也。」答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

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3 以後妻殺孝己○4 ，尹吉甫○5

以後妻放伯奇○6 。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資料來源：孔子家語 七十二弟子解）

【注釋】 

○1 藜：藜羹，用嫩藜做的羹。 

○2 出：休妻。舊時七種休妻的條件。一為無子，二為淫佚，三為不事舅姑，四為口

   舌，五為盜竊，六為妒忌，七為惡疾。 

○3 高宗：即殷高宗 武丁。 

○4 孝己：殷高宗子，因遭後母讒言，被高宗放逐，憂苦而死。 

○5 尹吉甫：周宣王時賢臣。 

○6 伯奇：尹吉甫之子。因遭後母讒言，被其父放逐于野。 

 

【語譯】 

  曾參，魯國 南武城人，字子輿。比孔子小四十六歲。以孝道為志向，所以孔子

因他而作孝經。齊國曾聘請他，想讓他為卿，他不去，說：「我父母已年老，拿人

家的俸祿就要替人家操心，所以我不忍心遠離親人而受別人差遣。」他的後母對他

很不好，但他仍供養、孝敬她。他的妻子因藜羹沒有蒸熟，曾參為此要休她。有人

說：「你妻子沒有犯七出的條款啊！」曾參說：「蒸藜羹是小事，我讓她蒸熟，她卻

不聽我的話，何況是大事呢？」於是就休了妻子，終身不再娶妻。他的兒子曾元勸

他再娶，他對兒子說：「殷高宗 武丁因為後妻殺死了兒子孝己，尹吉甫因為後妻而

放逐了兒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賢能，中不比尹吉甫能幹，怎知能避免不做錯事

呢？」  

解析 4： 

(C) 雲泥之別：像天上的雲和

地下的土相差極遠。比喻

高下極為懸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