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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枇 木部 

枇杷：植物名。 

杷 木部 

2.  橙 木部 
橙：一種黃中帶著微紅的顏色。 

〔造詞：柳橙、橙色、橙黃。〕 

3.  纍 糸部 
結實纍纍：形容果實繁多、累積的樣子。 

〔造詞：纍纍。〕 

4.  丰 丨部 
丰姿：容貌姿態。 

〔造詞：丰采、丰姿綽約。〕 

5.  喲 口部 
喲：語尾助詞。 

〔造詞： 喔喲、哎喲。〕 

6.  苞 艸部 
花苞：花梗頂端的鱗狀變態葉片，為花的雛形。 

〔造詞：含苞待放。〕 

7.  啃 口部 
啃食：用牙齒咬食。 

〔造詞：啃骨頭、啃甘蔗。〕 

8.  芭 艸部 
芭樂樹：閩南方言。植物名。指番石榴樹。 

〔造詞：芭蕉、芭蕾舞。〕 

9.  柚 木部 
柚子樹：植物名。 

〔造詞：柚木、柚子、葡萄柚。〕 

10.  呷 口部 
卡緊呷：閩南方言。「趕緊吃」的意思。 

〔造詞：呷茶。〕 

11.  
啁 口部 啁啾：鳥叫聲。 

〔造詞：啁啁。〕 

〔造詞：唧唧啾啾。〕 啾 口部 

12.  咯 口部 
咯：語尾助詞。 

〔造詞：當然咯！〕 

13.  

改錯字應用：  

在外婆的細心照料下，幾個月內，庭院的枇杷樹已有結實纍纍的丰姿。 

爺爺在客廳裡叫道：「來喲！卡緊來呷芭樂！」 

窗外的柚子樹上傳來啁啾的鳥鳴聲，像是在跟我道早安。 

爸爸種在陽臺的花苞被動物給啃食殆盡，這下他可要生氣咯！ 

14.  

形音義比較： 

「橙」黃 「澄」澈 「澄」清 「燈」泡 「登」記 

果實「纍纍」 「壘」球 堡「壘」 堆「疊」 「累」積 

花「苞」 「包」裝 細「胞」 「孢」子 鞭「炮」 

枇杷／砒霜 花苞／擁抱 來喲／約定 啁啾／瞅見 柚木／衣袖 

啁啾／凋謝  呷茶／抵押 芭樂／籬笆 來咯／格式 枇杷／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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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形音義應用： 

今年的（枇）杷大豐收，媽媽花了一整天將它們分（批）送給親友。 

外公（咯）痰的聲音竟然會讓小寶寶開心得（咯咯）笑，真是太有趣（咯）！ 

16.  

解釋與造句： 

 1結實纍纍：形容果實繁多、累積的樣子。 

 【造句：樹上結實纍纍、鮮紅欲滴的蘋果，讓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頤一番。】 

 2丰姿：容貌姿態。 

 【造句：水上芭蕾結合舞蹈與游泳，表現出力與美的丰姿。】 

 3花苞：花梗頂端的鱗狀變態葉片，為花的雛形。 

 【造句：門口的玫瑰已經長出花苞，再過不久就要開花了！】 

 4啃食：用牙齒咬食。 

 【造句：妹妹專心啃食玉米的樣子，讓我不禁聯想到松鼠。】 

 5味如嚼蠟：比喻沒有味道。 

 【造句：這篇文章讀起來味如嚼蠟，一點都不吸引人。】 

 6啁啾：鳥叫聲。 

 【造句：自從搬到郊區以後，每天早上我都會被窗外的啁啾鳥鳴給喚醒。】 

17.  

短句練習： 

點綴在深綠的葉間 

 出現在沉靜的夜裡 

  雕刻在古老的岩壁上 

  悠游在湛藍的海中 

  埋藏在堅硬的土壤裡 

逐漸轉黃變橙 

  逐漸化敵為友 

  逐漸轉危為安 

  逐漸化險為夷 

  逐漸轉虧為盈 

我對果樹要如何施肥照顧之事完全外行。 

  他對活動要如何策劃執行之事完全了解。 

高樓陽臺上要種什麼植物才能吸引鳥兒？ 

  醫院牆壁上要掛什麼圖像才能安撫情緒？ 

18.  

句型練習： 

接著── 

 我們先是看到煙火在空中綻放，接著才聽見傳過來的爆裂聲。 

要……才……── 

  對他們來說，放假就是要結伴出遊才會顯得充實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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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如嚼蠟── 

因感冒而鼻塞的哥哥，不管吃什麼都味如嚼蠟，讓他一點胃口也沒有。 

19.  

修辭大觀園： 

摹寫 
嫩綠的小果開始點綴在深綠的葉間，逐漸轉黃變橙，成雙結串，不

多時已有結實纍纍的丰姿。(視覺) 

映襯 

記得小時候家裡的芭樂樹和柚子樹從來沒施過肥，年年都可以大快

朵頤；去年這棵枇杷樹也沒施肥，果實雖小但也挺甜哪！ 

我踩著梯子剪下幾串枇杷，想分贈鄰居品嘗。但仔細一看，還真拿

不出手，果粒小不說，被蟲兒或鳥兒咬得缺一塊、少一點的，而且

最糟糕的是……。 

譬喻 咬在嘴裡味如嚼蠟。 

引用 
唐朝大詩人李商隱的詩句是這麼說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

荷聽雨聲。」(明引) 
 

20.  

課文焦點： 

本課文體為「記敘文」。 

作者種的枇杷樹果實小，讓他不好意思分送給鄰居，卻引來了小鳥啄食，於是

作者決定將枇杷留在樹上給鳥兒吃，自己也可以享受鳥兒帶來的啁啾鳥叫聲。 

作者最後將枇杷留給鳥兒吃，呼應了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詩句：「秋陰不散霜飛

晚，留得枯荷聽雨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