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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 手部 
亞榮隆．撒可努：本課作者的排灣族族名。 

〔造詞：撒謊、撒賴、撒嬌、撒野、撒手人寰、撒落、撒傳單。〕 

2.  麻 麻部 

太麻里鄉：位於臺東縣東南方，東臨太平洋，地形南北狹長，山多

平地少。 

〔造詞：麻繩、麻煩、麻痺、麻糬、麻醉、心亂如麻、麻木不仁。〕 

3.  巡 辵部 
巡視：巡行視察。 

〔造詞：巡邏、巡迴、巡查、出巡、酒過三巡。〕 

4.  摔 手部 

摔角：一種體育運動，屬於角力的一種，比賽方式各國不盡相同， 

      但皆以摔倒對方為勝。 

〔造詞：摔倒、摔跤、摔傷、摔門、摔東西、過肩摔。〕 

5.  偽 人部 
偽裝：假裝，改裝掩飾真正的面目或身分。 

〔造詞：偽善、偽造、真偽、偽幣、虛偽、偽君子。〕 

6.  嘲 口部 
自我解嘲：自己幫自己找理由以掩飾過錯。 

〔造詞：自嘲、嘲笑、嘲弄、嘲諷、冷嘲熱諷。〕 

7.  纏 糸部 

纏：裹繞、圍繞。 

    攪擾、騷擾。 

    應付、對付。 

〔造詞：纏繞、糾纏、難纏、纏鬥、盤纏、腰纏萬貫、死纏爛打。〕 

8.  
藤 艸部 藤蔓：藤本植物細而蔓延的莖，末端常捲曲如鬚。 

〔造詞：藤條、藤椅、葡萄藤。〕 

〔造詞：蔓藤、蔓生、蔓延。〕 蔓 艸部 

9.  遭 辵部 
周遭：四周、周圍。 

〔造詞：遭受、遭殃、遭逢、慘遭、遭遇、險遭不測。〕 

10.  匪 匚部 
獲益匪淺：得到很多的益處。 

〔造詞：土匪、盜匪、劫匪、匪夷所思、獲益匪淺、夙夜匪懈。〕 

11.  

改錯字應用： 

即使這個捕獸夾偽裝的很好，仍舊沒有捕獲到任何獵物。 

據說保全人員在巡視的過程中遭到盜匪襲擊，幸好沒有受傷。 

弟弟被藤蔓給纏住，差點就摔倒了。 

他離奇的遭遇令人匪夷所思，我真想不透怎麼會發生。 

12.  

形音義比較： 

「摔」角 「摔」破 蟋「蟀」 坦「率」 統「率」 

藤「蔓」 「曼」妙 「漫」步 緩「慢」 布「幔」 

周「遭」 「遭」遇 「嘈」雜 「糟」糕 亂七八「糟」 

巡視／尋找 摔角／衰弱 模範／氾濫 偽裝／因為 撒嬌／懶散 

纏繞／蟬鳴 嘲弄／潮汐 蔓生／浪漫 遭受／跳槽 盜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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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解釋與造句： 

巡視：巡行視察。 

 【造句：自從槍擊案發生後，這個社區每個晚上都會有員警巡視。】 

偽裝：假裝，改裝掩飾真正的面目或身分。 

 【造句：有許多動物會靠著身體的保護色來偽裝自己，以躲避敵人的攻擊。】 

周遭：四周、周圍。 

 【造句：獵人用銳利的眼神環視周遭，想要找出動物的蹤跡。】 

獲益匪淺：得到很多的益處。 

 【造句：今天外婆教了我許多保存食物的小技巧，讓我獲益匪淺。】 

14.  

形音義應用： 

那雜草已經（蔓）延到我們的（蔓）菁田了，得想想辦法除掉。 

爺爺將客廳（騰）出一個空間，打算將新買的（藤）椅放在那兒。 

15.  

句型練習： 

不但……更……── 

  他們不但奪得了比賽的冠軍，更創下了歷年來的新紀錄。 

自投羅網── 

  警察在暗地裡埋伏，等著嫌犯自投羅網。 

自我解嘲── 

  由於一時恍神撞上了窗戶，他只好自我解嘲以掩飾尷尬。 

刻骨銘心── 

  那段曾經刻骨銘心的戀情，如今只剩下回憶留存在他的心中。 

獲益匪淺── 

  這次的戶外教學，除了參觀傳統農業，還能體驗製作客家麻糬，參加的學生都 

  覺得獲益匪淺。 

16.  

修辭大觀園： 

轉化 

在練摔角吧？可能要參加牠們的運動會。 

山豬的攝影師現在正用長鏡頭的相機，把我們的長相拍攝下來，

作為山豬學校的教材，牠把我們編號，告訴學校裡的學生，誰是

危險的獵人一號、獵人二號……。 

這隻山豬不喜歡上學，所以沒聽到山豬學校的老師提醒牠，要如

何防範部落的陷阱，也沒學會怎樣識破偽裝的捕獸夾。 

哇！這隻飛鼠天天都有上課，可能已經從國小畢業了。 

這隻飛鼠，不只國中畢業，可能已經考上大學了，不然怎麼這麼

聰明？ 

設問 
牠們在做什麼？ 

在練摔角吧？可能要參加牠們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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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隻飛鼠，不只國中畢業，可能已經考上大學了，不然怎麼這麼

聰明？  

感嘆 
哇！這隻飛鼠天天都有上課，可能已經從國小畢業了。 

有哇！牠們都是夜間部的。 
 

17.  

課文焦點： 

本課文體為記敘文。 

作者從小就常跟著父親打獵。父親告訴他有山豬學校，也有飛鼠大學，並教他如 

何面對山林中的動物。作者從父親身上，學會怎樣用人性的方法對待大自然。透 

過兩人對話，可以看到父子親密的互動。父親對山林的認識，來自於原住民部落 

口耳相傳的智慧，這些點點滴滴，也成了作者成長的養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