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稚園組（低班至高班）

《砸缸救友》1GAPSK 改編

在宋朝年間，有個七歲的小孩2名叫司馬光，天生聰明、睿智。一天，他和

玩伴兒及其他小孩一起捉迷藏。有個小孩爬到假山上，腳一滑摔下來，正好掉進

大水缸裏，一群孩子嚇得又哭又叫。

「哎呀！不得了啦，有人掉進水缸裏啦！」

「怎麼辦呀，小孩快被淹死啦！」

司馬光急中生智，抱起一塊大石頭，用力砸向水缸，水缸破開了，水嘩嘩流

出來，小孩得救了。

聰智勇敢的司馬光長大後，考中進士，當過宰相，成為宋代有名的史學家。

凡遇到緊急事故或困難，不要退縮，要善於應變，才能闖過難關。（全文 221字）

1《破缸救友》原文出自《宋史·司馬光傳》
2 兒化音：小孩也可讀小孩兒



幼稚園組（低班至高班）

《王戎與李》3GAPSK 改編

晉朝，小童王戎七歲時，與同伴在路邊玩耍。他們看到路邊的李子樹結滿了

李子，就大聲呼叫：「你們快來看呀！樹上結滿了李子，把樹枝都壓彎了。」

當附近的孩子們高興地一窩蜂似的跑去摘李子的時候，王戎卻不動聲色。有

位路過的老伯伯奇怪地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摘李子吃啊！」王戎解釋說：「李

子樹長在道旁又結很多果，一定是苦味4的。如果是甜李子早被人採摘光了。」

老伯伯不信，也去摘了一個李子嘗嘗，「噢，果然是苦味的。你真是善於觀

察，聰明睿智的小孩！」

努力讀書之餘，也要學會善於觀察、思索，才能不斷進步呀！（全文 240字）

3《王戎與李》原文出自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
4 兒化音：苦味一詞可兒化讀成苦味兒



小學組（小一至小二）

《車胤夜讀》5GAPSK 改編

「車胤真是乖孩子，聰穎好學，手不釋卷。」鄉親們不斷在誇獎他。

「謝謝鄉親們的厚愛，我兒確實日夜在努力讀書！」父親感慨地說。

「父親您別傷感，我覺得這並不辛苦。」車胤安慰著父親。

車胤確實有一大煩惱，因家貧沒錢買油點燈，夜晚不能看書。一天，他坐在

院子裏苦思著怎麼才可以夜讀的時候，突然他看到夜空飛來很多螢火蟲，發出點

點亮光。他高興地叫道：「有了，我只要是將很多螢火蟲裝進一個網袋裏，不就

可以借光看書了嘛！」

車胤借著螢火蟲的亮光，夜以繼日刻苦讀書，終於成名為東晉著名學者。

每一個爸爸都會督促自己的孩子用心讀書。讀書的成績優劣，將來能否成為

專才還是平庸，取決於你是否刻苦努力。（全文 282字）

5《車胤夜讀》原文出自《晉書·車胤傳》



小學組（小一至小二）

《鐵杵磨針》6GAPSK 改編

唐代詩人李白年幼時貪玩7，不用功讀書，父母很煩惱不知道怎樣教育他。

一天，李白在上學的路上又翹課跑出去玩8了。他一邊走一邊欣賞山間的花

草樹木，很是愜意。忽然看見小溪邊有位老婆婆，正在磨一根鐵杵。李白很奇怪，

便走過去問：

「老婆婆。您在磨什麼呀？」

「我在磨鐵杵。」老婆婆回答。

「磨鐵杵有什麼用啊？」

「我要把它磨成繡花針。」李白驚訝地又問：「這麼粗的鐵杵，什麼時候才

能磨成針呀？」

「這鐵杵雖粗，只要堅持不懈地磨，就會越磨越細，還怕磨不成針嗎？」

李白深受感動，從此開始刻苦讀書，最終成為唐代傑出的詩人。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恆心和毅力，堅持不懈地努力，一定會成功！

（全文 279字）

6 《鐵杵磨針》原文出自《方輿勝覽》
7 兒化音：貪玩又可讀成貪玩兒
8 兒化音：出去玩也可讀成出去玩兒



小學組（小三至小四）

《晏子使楚》9GAPSK 改編

晏子是春秋末期齊國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齊王派他出使楚國。

「聽說齊國大夫派了一個大夫來楚國，是那個身材短小的晏嬰嗎？」

「是的，王上。」侍臣回答說。

「我要羞辱他，以彰顯我楚國的威風。」

於是，侍臣將大門旁的小門打開，大聲說：「齊國使者請——」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晏子義正言辭說完，隨

即推開大門進去見楚王。楚王輕蔑地問道：

「你齊國沒人嗎？怎麼派你出使楚國？」

「齊國的首都臨淄有七千多戶人家，展開衣袖可以遮天蔽日，揮灑汗水就像

天下雨一樣，怎麼能說齊國沒人呢？」

「既然這樣，為什麼派你這樣一個人來做使臣呢？」

「齊國派遣使臣，各有各的出使對象，賢明的使者被派遣出使賢明的君主那

兒；不肖的使者被派遣出使不肖的君主那兒。我是最無能的，所以只好委屈下出

使楚國了。」楚王無言以對，自討沒趣。

凡事不可狂妄自大，傲慢無理、自作聰明，否則定會自取其辱。

（全文 378字）

9《晏子使楚》原文出自《晏子春秋》



小學組（小三至小四）

《曹沖稱象》10GAPSK改編

三國時期，東吳君主孫權送了一頭大象給曹操。曹操帶著六歲的兒子曹沖及

文武百官去看象。曹操突發興致，想知大象有多重，於是問隨從官員：

「你們知道大象有多重嗎？」

「不知道，不知道。」眾官回答。

「那麼你們想辦法稱一下牠的重量吧！」

這頭大象身子像堵牆，腿像四根柱子，用什麼辦法稱呢？大臣們議論著。

突然有一個官員說：「得造一杆大秤，先砍一棵大樹做秤桿……」

「有了大秤也不行啊，誰有那麼大力氣提得起秤桿呢？」另一些官員反駁說。

這時六歲的曹沖站出來說：「我有個辦法。」

「小小年紀，你有什麼辦法？」曹操懷疑地問。

「首先把大象趕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在船身劃上一道記號，再

把大象趕上岸，然後往船上裝石頭，直到船身下沉至劃好的記號為止。我們可以

隨後稱一下船上石頭的總重量，就會知道是大象的重量啦！」

眾人拍手叫好：「聰明絕頂！」

曹操也得意洋洋地讚歎：「真是神童啊！」

智慧不局限於年齡，面對挑戰時，靈活的思維和見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全文 406字）

10《曹沖稱象》原文出自《三國志·魏書·曹沖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