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小組（小一至小二）

《走馬觀花》GAPSK 改編

唐代詩人孟郊非常聰明，才華橫溢 ，但仕途很不順暢，先後兩次進京赴考

都沒被錄取。他四十六歲時第三次赴京應試，終於考中進士。

孟郊高興極了，立刻換了一身光鮮的新裝，騎上一匹駿馬，迎着春風得意洋

洋地飛馳在京城鬧市；穿越亭台樓閣、花園河池，一天之中就把長安城內外盛開

的名花全看完了。

孟郊詩意大發，立即寫下一首詩，名叫《登科後》。這首詩充分表達出自己

高中進士的喜悅之情，「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這就是成語「走

馬觀花」的由來。

雖然「走馬觀花」形容以得意、愉快的心情快速欣賞百花美景，也比喻觀察

事物不深入、不細緻。現在，雖然我們不會走馬去看花，但也不要犯下對事物觀

察粗略、不細心的失誤啊！

說明：「馬蹄疾」是說馬跑得快。「馬蹄」指馬的腳，而不是粵語口語所指的可

食用的「馬蹄」（普通話為「荸薺」 ）。



初小組（小一至小二）

《有教無類》GAPSK 改編

孔子為儒家創始人，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數千年來啟發、引導、

教育一代代的中國人。

春秋時代，孔子有一批弟子完成了學業，準備回家鄉辦學，傳播儒家思想，

臨行前向孔子請教。

「老師，感謝您的諄諄教誨，弟子獲益良多。」

「老師，我們學成了，準備回鄉辦學堂傳授知識。」

「老師，我們不知道招收學生，要什麼條件？」

學生們七嘴八舌地向孔子提出問題。

孔子笑笑，親切地回答：

「對學生施教應該不分等級、不分貴賤、不分地域或任何限制。教育應普及

到所有的人，這就是老師我『有教無類』的主張。」

學生們齊聲說：「謹記老師有教無類的教誨，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同學們，我們的老師就是秉承着孔子「有教無類」理念來教導我們，我們更

要孜孜不倦地學習，茁壯成長。



中小組（小三至小四）

《扶搖直上》GAPSK 改編

傳說在北方的大海裏有條大魚叫鯤。鯤魚非常非常之大，霸佔了整片大海。

牠能變成一種叫鵬的神鳥，光說鵬的背，都不知道有幾千里。牠飛起來的時候，

兩隻翅膀遮天蔽日；牠的叫聲震耳欲聾。每年冬季來臨，大鵬鳥就會從北海遷徙

到南海。當牠從北海起飛時，翅膀一撲，就擊起三千里的巨浪，掀起不斷旋轉的

旋風，扶搖直上天空，一衝就是九萬里。

「扶搖」一詞是指旋風，比喻直線上升。隨着快速上升的旋風，盤旋而上。

這個詞也用來比喻仕途得意；形容物價上升等。你也可以體會一下放風箏時，風

箏扶搖直上的驚喜。

同學們，我們要樹立高遠的目標，心中懷有實現夢想的決心，正如詩仙李白

的名句說：「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以時日，我們定能如大鵬

般展翅翱翔，以創新和熱忱，去服務社會。



中小組（小三至小四）

《空中樓閣》GAPSK 改編

從前，有一個財主，既愚蠢又固執。

有一天，他去鄰村省親，看到一戶人家，蓋起了三層十分有氣派的樓房，於

是他心中非常羨慕。他想自己也有錢，為什麼不蓋這樣高大宏偉的房子呢？於是

他回村後，立刻請工匠，要他們按照鄰村房子那樣也蓋一棟，並限期完成。

工匠們開始畫圖、備料、打地基，很快蓋起了一樓，當要籌建第二層的時候，

財主突然來檢查，大聲喊道：「你們在蓋什麼呀？」

「準備蓋第二層啊！」工匠回答。

「我不需要下面的兩層，我只要最高的那層。」

「哪有不要第一、二層，只要第三層的道理呀？」工匠們都笑彎了腰說。

財主堅持只要第三層。

「我們不會蓋無形無影的空中樓閣，你自己蓋吧！」工匠們憤怒地走了。

沒有堅實的地基，怎能蓋起穩固的高樓？這就是凡事都要從實際出發，腳踏

實地地做事才對呀！

說明：① 省親：探親之意；「省」字讀 。廣東省： 省份名讀

② 房子和屋子：房子是整體健築物，供人居住或他用；屋子是房子裏面

的分隔單位。普通話的用詞是「買房子」，而不是「買屋子」。

注意普通話與粵語的區別。



高小組（小五至小六）

《一鳴驚人》GAPSK 改編

同學們，你們聽過這個故事嗎？

話說，春秋時期有位君王，名叫楚莊王，他初登帝位洋洋自得，盡情享受，

白天打獵，晚上喝酒取樂，對朝政置之不理。大臣們都很着急。一天，有位大臣

戰戰兢兢地對他說：

「大王，您新登大位，除了遊玩取樂，也要過問一下朝政啊！」

「我是至高無上的君王，誰敢再勸我，就判他死罪。」楚莊王不悅地說，嚇

得大臣們不敢再說話。這時，有一位叫伍舉的大臣對楚莊王說：

「大王，我有個謎語，請您猜猜。」

「猜謎？好哇，你說吧！」

「楚國有一隻大鳥，身披五彩斑斕的羽毛停在皇庭，三年不飛也不叫。您說

這是什麼鳥？」楚莊王哈哈大笑說：

「這不是普通的鳥，三年不飛是讓翅膀長的堅硬一些；三年不叫是為了觀察

周圍的環境。」楚莊王接着又說：

「牠現在不飛，一飛起來就一飛沖天；現在不叫，一叫起來就一鳴驚人。放

心吧，我知道你的用意啦！」

過了三年，楚莊王開始親政了，廢除不合理的條令，剷除貪官，起用有能力

的人才。國家一天天強大起來，楚莊王也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這個故事比喻，人平時沒有特殊表現、默默無聞，一旦施展才華即能創出非

凡的成就。同學們，日常的學習和知識的積累，可能一時看不出顯著的成效，但

只要加以適當的發揮，最終在關鍵時刻就會展現出其價值。



高小組（小五至小六）

《三顧茅廬》GAPSK 改編

三國時期，劉備聽說諸葛亮雄才偉略隱居山林，於是帶着關羽、張飛兩位結

拜兄弟去拜訪諸葛亮。

當他們一行人來到諸葛亮的茅盧前，張飛大聲叫道：「有人嗎？劉備，劉皇

叔前來拜訪諸葛亮先生。」

書童答道：「客官這廂有禮了！先生雲遊尚未回家。」張飛說：「真晦氣！

走了這麼遠卻見不到人。」

劉備謙卑地說：「有勞了。」並告誡張飛直呼先生名諱禮貌不周，下不為例。

過了一段時間，劉備又第二次來到諸葛亮的家求見。可是，仍未見到諸葛亮。

當天清氣爽的時節，第三次去拜候諸葛亮時，書童告知先生回來了，正在午

睡。關羽說：「那就請諸葛先生起來相見吧！」劉備說：「不可，先生剛回來必

定身心乏倦，我們在外等先生睡醒吧！」

張飛有些不耐煩地說：「大哥為何這樣謙卑？」劉備說：「三弟稍安勿躁，

諸葛先生是南陽隆中奇才。我定禮賢下士，謙卑有禮請諸葛先生相助啊！」

諸葛亮終於被劉備不顧身份，一連三次專程拜訪的誠心打動，答應出山。

「三顧茅廬」就是用來比喻對賢才、專才的渴求，誠懇地拜訪、邀請、任用，

讓專才全力發揮智慧和能力，攜手為社會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