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小組（小一至小二）

《一箭雙鵰》GAPSK 改編

南北朝時期，北周皇帝與突厥交好，決定將公主遠嫁突厥王。由於路途遙遠，沿途危機四伏，

派誰去護送公主呢？皇帝很發愁。

「皇上，讓我去護送公主吧！長孫將軍自薦說。

「你行嗎？」皇帝疑惑地問。

「我擅長騎射弓箭，定能護公主周全。」

突厥王率衆人迎接公主到來，擺酒設宴招待。席中突厥王拿出兩支箭給長孫將軍說：

「聽說你是射箭高手，你能將天上的兩隻鵰射下來嗎？」

「能，只需一支箭就行了。」

長孫將軍邊說邊飛身上馬，拉弓，搭箭，「嗖─」的一聲，兩隻大鵰被一箭就射了下來。突厥王與

衆人驚嘆：神箭，神箭啊！

同學們！如果你只做一件事就能達到兩個目的，就是一箭雙鵰了！



初小組（小一至小二）

《一字千金》GAPSK 改編

古時候，秦國將公子子楚送到趙國做人質，而商人呂不韋經常去接濟子楚。後來子楚接掌

秦國王位，就把呂不韋封爲宰相。一天，秦王子楚問呂不韋：

「聽說宰相養士三千，有何用途？」

「大王有所不知，現在各國都盛行養食客，我的食客搜羅天下萬事，正在編寫一本巨著。」

呂不韋打躬回答。

「何謂巨著？」

「呂氏春秋是也。」

當《呂氏春秋》這部巨著完成後，呂不韋在咸陽城門上貼出告示，並揚言：「二十萬言之巨著

擺在當前，文人雅士盡可閱覽。如指出有一字之差，重賞千金。」

現在，我們常用成語「一字千金」來形容價值極高的作品。



中小組（小三至小四）

《三人成虎》GAPSK 改編

戰國時期，龐蔥要陪同魏國太子到趙國邯鄲做人質。他擔心離開後朝廷上的小人會乘機造謠中

傷他，所以臨行前對魏惠王說：

「大王，如果有一個人說，市街上有老虎，你信嗎？」

「我不信。」魏惠王回答。

「如果有兩個人說，市街上有老虎，大王你信嗎？」

「我開始有點兒懷疑了。」

「如果有三個人說，市街上有老虎，大王你信嗎？」

「我會相信的。」

「本來市街上沒有老虎，有三個人都說『有』，就像真的有老虎了。

懇請大王能明辨是非，切勿聽信謠言。」

後來，龐蔥陪太子出行後，中傷龐蔥的話就不斷傳入魏惠王的耳中，而魏惠王果然相信了小人的話。

當太子結束人質身份回魏後，龐蔥也沒有得到魏王的召見。

「三人成虎」比喻謠言再三重複，就能使人信以爲真。大家都要警惕，千萬別相信謠言啊！



中小組（小三至小四）

《毛遂自薦》GAPSK 改編

戰國時，秦國出兵攻打趙國，包圍了都城邯鄲，情況十分危急。於是趙王派平原君前往楚

國，請求救援。平原君打算在其門客中挑選二十名能文能武的人一同前往，但選來選去只選了

十九人，其他門客都不符合條件。平原君嘆息道：

「唉，只差一人，上哪兒去挑選啊？」平原君正在發愁之際，突然有一人大聲叫道：

「大人選我吧！」

「你是誰？」

「我叫毛遂，是您的門客。」

「我沒聽過你的名字，想必你也沒有什麼本事！」

「一個有才能的人，就像放在袋子裏的錐子一樣，立即露出鋒芒。只要您帶我去楚國，我就有

辦法請楚國出兵救趙。」

毛遂表現得非常自信，平原君終於答應帶毛遂出使楚國。後來，毛遂有理有據地敍述利害關係，

終於說服楚國出兵，成功爲趙國解圍，平原君從此將毛遂奉爲上賓。

從此以後，我們都會把「自告奮勇、自我推薦」的行為說成「毛遂自薦」。



高小組（小五至小六）

《臥薪嘗膽》GAPSK 改編

春秋末年，吳國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吞併了越國，並俘虜了越王勾踐。吳國國君夫差不但強

佔了越國的土地，還吩咐手下對越王勾踐百般侮辱。勾踐屈辱地對夫差說：

「越國戰敗了，我願做您的僕人，聽您使喚。」

「假意投降，必有捲土重來之日。吳王，快殺了他吧！」眾大臣說。

「我國富兵強，怕什麼？」夫差驕橫地說。

於是，勾踐真的成為了夫差的奴僕，白天爲夫差駕車出遊，晚上睡在乾草堆中，吃不飽、穿

不暖，苦苦煎熬了三年。

夫差看他老老實實，沒有造反之意，就放他回越國了。

勾踐爲了不讓自己沉淪，想辦法激發自己的鬥志，將苦膽掛在床前，每天舔嚐苦膽的苦汁；

而夜晚仍睡在柴草上，藉此激勵自己不忘恥辱、發奮圖強，決心重建越國。幾年後，越國真的變得

兵強馬壯，把吳國打敗了。

後來，「臥薪嘗膽」這個成語就用來形容一個人刻苦自勵，立志雪恥圖強。



高小組（小五至小六）

《本末倒置》GAPSK 改編

趙國皇帝趙惠文王駕崩，太子丹繼位，奉爲趙孝成王。由於當時趙孝成王尚年幼，他的母親趙

威皇后，便垂簾聽政處理國家大事。

一天，齊國國王派使者攜信出使趙國，問候趙威皇后。當使者呈上書信時，趙威皇后還沒打開

信，就先開口問道：

「齊國的收成好嗎？」

「連年豐收。」使者回答。

「齊國老百姓平安嗎？」

「豐衣足食，沒有戰亂。」

「齊王可安然無恙？」

「齊王安健！」使者說完，有些不悅地問：

「稟告皇后，我受齊王派遣專程來問候您，您不問候齊王，卻先問收成和百姓，怎能把低賤的

放在前，尊貴的放在後呢？」

「如果沒有收成，怎麼會有百姓呢？沒有百姓，又怎麼會有君王呢？怎可以本末倒置？難道不

理根本只問枝節嗎？」趙威皇后笑著說道，令齊國使者無言以對。

這個故事啟發我們做事情要分清主次，分辨輕重緩急，不能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