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小學堂之解剖學 

課文 (六上)年級 第(十)課 狐假虎威 

文體 文言文 表述方式 描寫、敘述 

作者 戰國策，西漢 劉向編輯 

作者概要 記載戰國時代各國的政治大事及君王臣子間的言論、事蹟。 

主旨 觀察事物要深入，不要被表面的現象所蒙蔽。 

大意 老虎捉到一隻狐狸，狐狸騙老虎自己掌管百獸，藉著老虎的威勢嚇走百獸，讓老虎

以為野獸害怕的是狐狸。 

課

文

分

析 

題解:古代的大臣會利用寓意深刻的故事來委婉勸練君主，一方面是尊重君主，不使君主難

堪，一方面也利用簡單的故事來讓君主了解道理。 

原文 

& 

語譯 

(一)故事起因:老虎捕捉一隻狐狸。 

(二)故事經過:狐狸用計瞞騙老虎，免於被吃的命運。 

(三)故事結果:老虎看見動物逃離，便信以為真。 

賞析:(一)狐假虎威是一則寓言故事，帶有勸諭或諷刺的意味。 

     (二)這則寓言嘲笑人被利用卻毫不自知的人，有用來諷刺藉著有權者的威勢欺壓弱小 

         的人。警惕人們看是情要深入，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蒙蔽。 

寶

藏 

短

語 

(一顆顆)充滿

(甜味)的(糖果) 

這間可愛的店，裡面販賣著(一顆顆)充滿(甜味)的(糖果)，引領人們前往

幸福的國度。 

(一鍋鍋)充滿

(香味)的(火鍋) 

平常小氣的媽媽，竟然大發慈悲請家中大大小小的成員，去如雷貫耳 

的名店，享用(一鍋鍋)充滿(香味)的(火鍋)，令人大吃一驚。 

不是…… 

而是…… 

(並列複句) 

一個完美無缺的團隊最重要的不是旗開得勝，而是和隊友並肩作戰的過

程。 

比賽想要名列前茅不是靠臨時抱佛腳，而是要與眾不同的方式， 

才不會名落孫山。 

同學們在上課中放飛自我的玩耍，大發雷霆的老師不是氣到昏倒，而是

氣到進精神病院，真是可憐。 

觀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