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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部 
溼地：經常被水淹沒的地帶。 

〔造詞：淋溼、除溼、潮溼、溼氣、溼潤、溼答答、溼度計。〕 

2.  方部 
阿美族：臺灣原住民族之一。 

〔造詞：漢族、貴族、家族、族譜、族群、水族館、民族意識。〕 

3.  刀部 
特別：與眾不同。 

〔造詞：差別、別緻、類別、性別、離別、另當別論、別出心裁。〕 

4.  手部 
捕魚：捕捉魚類。 

〔造詞：捕撈、捕捉、捕獲、搜捕、拒捕、逮捕、圍捕、捕風捉影。〕 

5.  弋部 
方式：做事情所採取的順序、形式。 

〔造詞：模式、格式、公式、程式、樣式、儀式、招式、流於形式。〕 

6.  辵部 
打造：以手工製造。 

〔造詞：改造、建造、造反、造成、造船、閉門造車、可造之材。〕 

7.  尸部 

層：階級、等次。 

    重疊、重覆。 

    量詞。計算重疊、累積物的單位。 

〔造詞：階層、層級、樓層、雲層、夾層、三層蛋糕、層出不窮。〕 

8.  竹部 
竹子：多年生常綠植物。 

〔造詞：竹筍、竹竿、竹筏、竹林、爆竹、胸有成竹、勢如破竹。〕 

9.  木部 
植物：百穀草木的總稱。為有機生物之一。 

〔造詞：種植、扶植、培植、植牙、植被、植物人、器官移植。〕 

10.  戈部 

或：也許。表示不肯定的語氣。 

    連詞。表示選擇或列舉。 

〔造詞：或許、或是、或者、不可或缺。〕 

11.  金部 
釣魚：用餌誘魚上鉤。 

〔造詞：海釣、垂釣、釣餌、釣竿、釣客、釣蝦場、沽名釣譽。〕 

12.  
日部 智慧：聰明才智。 

〔造詞：理智、益智、機智、智商、智取、足智多謀、大智若愚。〕 

〔造詞：慧根、慧心、慧黠、聰慧、賢慧、獨具慧眼、拾人牙慧。〕 心部 

13.  心部 

生態：生物圈內的生物，不論是同種或異種，彼此間都會相互影響， 

      而生物和其生存的環境，也會發生相互作用，這些現象稱為 

      「生態」。 

〔造詞：動態、姿態、儀態、心態、狀態、醜態百出、世態炎涼。〕 

14.  革部 

馬太鞍：阿美族人的傳統生活區域，昔日裡長滿了樹豆（vataan， 

        阿美族語「樹豆」之意），因此被稱為馬太鞍。 

〔造詞：馬鞍、鞍馬。〕 

15.  艸部 
花蓮：縣名。 

〔造詞：蓮花、蓮子、蓮藕、蓮池、睡蓮、蓮霧、三寸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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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虫部 
蝦：動物名。 

〔造詞：蝦米、蝦仁、龍蝦、草蝦、蝦兵蟹將。〕 

17.  

改錯字應用：  

他做的雙層蛋糕特別好吃，口感綿密又溼潤，讓人吃了回味無窮。 

爸爸在庭院建造了一個小型生態池，裡頭除了種植蓮花，還飼養了魚蝦。 

水族館老闆購買了一根樣式很別緻的竹製釣竿。 

18.  

形音義比較： 

「 」群 家「 」 「 」遊 「 」館 花團錦「 」 

「 」物 種「 」 「 」接 「 」日生 繁「 」 

「 」捉 搜「 」 「 」課 互「 」 床「 」 

格式／武器 種植／價值 或者／區域 狀態／黑熊 蓮霧／連續 
 

19.  

國字應用： 

他在搬家之前，（ ）住在美麗的五（ ）樓房裡。 

這種躺在地上耍賴的的方（ ），並不會讓你通過下午的（ ）術測（ ）。 

（ ）客們一邊欣賞美麗的海景，一邊耐心的等待魚兒上（ ）。 

20.  

解釋與造句： 

 1溼地：經常被水淹沒的地帶。 

 【造句：參觀完溼地生態的豐富物種後，要記得把自己製造的垃圾帶走。】 

 2特別：與眾不同。 

 【造句：弟弟最近特別用功，考試成績因此突飛猛進。】 

 3捕魚：捕捉魚類。 

 【造句：現在正是捕魚的豐收期，所以爸爸一大早就出門了。】 

 4方式：做事情所採取的順序、形式。 

 【造句：同學們在教室七嘴八舌的討論歌唱比賽的表演方式。】 

 5打造：以手工製造。 

 【造句：他總共花費三個月的時間，才打造出這一條項鍊。】 

 6竹子：多年生常綠植物。 

 【造句：帶有竹子清香的竹筒飯，讓弟弟吃過一次後便戀戀不忘。】 

 7植物：百穀草木的總稱。為有機生物之一。 

 【造句：每當遇到大雨，我們就會把陽臺的植物搬進室內。】 

 8釣魚：用餌誘魚上鉤。 

 【造句：阿伯趁著下午天氣涼爽，拿著釣竿就到河邊釣魚。】 

 9智慧：聰明才智。 

 【造句：要做個有智慧的人，就要對事物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 

 10生態：生物圈內的生物，不論是同種或異種，彼此間都會相互影響，而生物和 

        其生存的環境，也會發生相互作用，這些現象稱為「生態」。 

 【造句：在生態觀察課上，他用紙筆將所見所聞畫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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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短語練習： 

◎一種特別的捕魚方式 

 一場精采的音樂晚會 

  一部懸疑的偵探影集 

  一次有趣的畢業旅行 

◎最安全的生活空間 

最刺激的線上遊戲 

最浪漫的抒情音樂 

最瘋狂的生日派對 

◎魚屋裡的魚越來越多 

天空中的雲越來越厚 

城市裡的燈越來越亮 

遊樂區的人越來越少 

22.  

造句練習： 

生生不息―― 

 這次的鄉村之旅，除了有助放鬆心情，也讓人體會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奇妙。 

不是……而是……―― 

 門口的腳踏車不是他弄倒的，而是被大風吹倒的。 

因為……所以……―― 

 因為晚上停電了，所以我們只好提早上床睡覺。 

不用……也不用……―― 

 想讓外婆開心，不用買昂貴的大餐，也不用送華麗的衣服，只要陪她聊聊天就

足夠了。 

只要……就……―― 

 只要按照媽媽的食譜書，就能煮出一頓美味又健康的佳餚。 

23.  

在「馬太鞍的巴拉告」課文中： 

阿美族的「巴拉告」捕魚法，利用溼地地形為魚群蓋魚屋，魚群分層居住形成 

  生態網，想要吃魚的時候，只要到魚屋就能抓魚。阿美族祖先運用智慧補魚， 

  因地制宜並具有「吃多少、捕多少」和自然共存的觀念，讓大自然的生態生生 

  不息。 

阿美族的魚屋構造： 

  △上層：水生植物或大片的葉子。 

  △中層：細樹枝。 

  △底層：中空的大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