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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與】ㄩˇ 部首：臼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同類、朋黨。《說文解字．舁部》：「與，黨與也。」《史記．卷八九．張耳陳餘傳》：「敵多則力分，與眾
則兵彊。」《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燕刺王劉旦傳》：「群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 
[動]1. 贊成、允許。《論語．先進》：「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資治通鑑．卷三二．漢紀二十四．
成帝綏和元年》：「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2. 支助、贊助。《老子》第七九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唐．陳子昂〈感遇〉詩三八首之一七：「豈無當
世雄，天道與胡兵。」 
3. 給予。如：「贈與」、「授與」。《孟子．離婁下》：「可以與，可以無與。」《韓非子．忠孝》：「此明君
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 
4. 接近、親近。《禮記．禮運》：「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所言
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 
5. 跟從、跟隨。《國語．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淮南子．墬形》：「蛤蟹珠
龜，與月盛衰。」 
6. 結交、交往。《韓非子．姦劫弒臣》：「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 
7. 爭戰。《左傳．哀公九年》：「宋方吉，不可與也。」《國語．越語下》：「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8. 應付、對付。《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龐暖易與耳。」《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以為諸帥
易與，獨飛不可當。」 
9. 如、相比。《漢書．卷三四．韓信傳》：「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唐．李商隱〈送從翁從東川弘農
尚書幕〉詩：「甘心與陳阮，揮手謝松喬。」10. 
11. 等待。《論語．陽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楚辭．屈原．離騷》：「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
吾與。」 
12. 推舉、選拔。通「舉」。如：「選賢與能」。 
 [副]皆、全。通「舉」。《易經．无妄卦．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墨子．天志中》：「天下之君
子，與謂之不詳者。」 
[介]1. 向、對。如：「與虎謀皮」。《孟子．公孫丑下》：「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 
2. 被。《戰國策．秦策五》：「（夫差）遂與勾踐禽，死於干隧。」 
3. 為、替。《孟子．離婁上》：「所欲，與之聚之。」 
 [連]1. 和、同、跟。如：「我與你」、「山與水」。《論語．公冶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2. 與其，表示比較。《韓非子．難二》：「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史記．卷八三．魯
仲連鄒陽傳》：「與人刃我，寧自刃。」 ㄩˋ ㄩ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SXQvR&o=e0&sec=sec1&op=sti=%22%E8%B4%88%E8%88%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SXQvR&o=e0&sec=sec1&op=sti=%22%E6%8E%88%E8%88%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SXQvR&o=e0&sec=sec1&op=sti=%22%E9%81%B8%E8%B3%A2%E8%88%87%E8%83%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SXQvR&o=e0&sec=sec1&op=sti=%22%E8%88%87%E8%99%8E%E8%AC%80%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SXQvR&o=e0&sec=sec1&op=sno=%2211716%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SXQvR&o=e0&sec=sec1&op=sno=%2211716%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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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油】ㄧㄡˊ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動物體內的脂肪或植物種子經壓榨煉製而成的液體。如：「牛油」、「豬油」、「花生油」。 
2. 自礦物中提煉而成的可供作燃料的液體。如：「煤油」、「汽油」、「石油」。 
3. 分外、額外的利益。如：「揩油」、「他在這一項工程中撈到不少油水。」 
[動]1. 塗抹、塗飾。如：「油窗戶」、「把門重新再油一次。」 
2. 沾染油垢、被油弄髒。如：「衣服油了。」 
 [形]1. 浮華不實。如：「油腔滑調」。《紅樓夢》第三八回：「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
我撕你那油嘴。」 
2. 茂盛、興盛。如：「油然」。唐．李白〈明堂賦〉：「於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
會。」 
3. 顏色深暗的。如：「油綠」。 

字詞  【箭】ㄐㄧㄢˋ 部首：竹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5 

釋義  [名]1. 武器名。即矢。一種搭在弓上發射的武器。如：「鳴箭」、「一箭雙雕」。 
2. 參見「箭竹」條-植物名。禾本科箭竹屬。高不過一丈，節間三尺，質地堅勁可製箭，故稱為「箭竹」。原產
日本及大陸地區甘肅南部、四川、湖北、江西、雲南等地。箭竹可為造紙的原料，其筍可供食用，籜可包物或
製鞋、笠，莖供編器具及建築。。 
3. 量詞。古代計算距離的單位。如：「一箭之地」。 
 [形]快速。如：「一個箭步追了上去！」 

字詞  【術】ㄕㄨˋ 部首：行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邑中通行的道路。《墨子．旗幟》：「巷術周道者必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文選．
左思．詠史詩八首之四》：「冠蓋陰四術，朱輪竟長衢。」 
2. 技藝。如：「武術」、「美術」、「技術」。晉．陶淵明〈詠荊軻〉詩：「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3. 方法、策略。如：「戰術」、「權術」、「算術」。《韓非子．定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
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ㄙㄨㄟ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7%89%9B%E6%B2%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8%B1%AC%E6%B2%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8%8A%B1%E7%94%9F%E6%B2%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7%85%A4%E6%B2%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B1%BD%E6%B2%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7%9F%B3%E6%B2%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8F%A9%E6%B2%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B2%B9%E8%85%94%E6%BB%91%E8%AA%B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B2%B9%E7%84%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B2%B9%E7%B6%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7%AE%AD%E7%AB%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4%B8%80%E7%AE%AD%E4%B9%8B%E5%9C%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AD%A6%E8%A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7%BE%8E%E8%A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8A%80%E8%A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88%B0%E8%A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AC%8A%E8%A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7%AE%97%E8%A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no=%2210157%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no=%2210157%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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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懂】ㄉㄨㄥˇ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16 

釋義  [動]明白、了解。如：「懂道理」、「懂事」、「看懂了」。 

[形]參見「瞢懂」條-糊塗、不明事理。元．高文秀《遇上皇》第四折：「朝野裡誰人似俺，衠瞢懂愚濁痴憨。」

也作「懵懂」。。 

字詞  【慌】ㄏㄨㄤ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動]1. 恐懼。如：「恐慌」、「驚慌」。《水滸傳》第一六回：「先生休慌，且請相見。」 

2. 因急促而忙亂。《儒林外史》第三回：「周進……就撞死在地下，眾人多慌了！」 

 [形]急躁。如：「慌忙」、「他做事總這麼慌，今天早晨又打破了一個碗。」 ˙ㄏㄨㄤ  

字詞  【理】ㄌㄧˇ 部首：玉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動]1. 雕琢玉石。《韓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戰國策．秦策三》：「鄭人謂玉，未

理者璞。」 

2. 修整、整治、使整齊。如：「整理」、「治理」、「理家」、「管理」。 

3. 辦事、處置。如：「辦理」、「處理」、「代理」。 

4. 對別人的言行有所反應。如：「答理」、「理會」、「不理不睬」。 

5. 溫習、熟習。如：「書不理不熟。」明．無名氏《鬧銅臺．楔子》：「英雄貫滿東京府，曾理兵書習六韜。」 

 [名]1. 條紋、紋路。如：「肌理」、「紋理」。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物異》：「建城縣出燃石，色

黃理疏，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2. 事物的規律、意旨。如：「天理」、「公理」、「真理」、「義理」、「定理」。 

3. 順序、層次。如：「有條有理」。《荀子．儒效》：「井井兮有理也。」 

4. 物理學科或自然學科。如：「理化」、「理工」。 

5. 姓。如殷商時代有理徵。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6%87%82%E4%BA%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SbTvS&o=e0&sec=sec1&op=sti=%22%E7%9E%A2%E6%87%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ISvevf&o=e0&sec=sec1&op=sti=%22%E6%87%B5%E6%87%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6%81%90%E6%85%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9%A9%9A%E6%85%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6%85%8C%E5%BF%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no=%2205253%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6%95%B4%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6%B2%BB%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90%86%E5%AE%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AE%A1%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8%BE%A6%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8%99%95%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4%BB%A3%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AD%94%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90%86%E6%9C%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4%B8%8D%E7%90%86%E4%B8%8D%E7%9D%A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8%82%8C%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B4%8B%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5%A4%A9%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5%85%AC%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9C%9F%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BE%A9%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5%AE%9A%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6%9C%89%E6%A2%9D%E6%9C%89%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90%86%E5%8C%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7%90%86%E5%B7%A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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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瓶】ㄆㄧㄥˊ 部首：瓦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古代指比缶小的取水或裝食物的容器。《詩經．小雅．蓼莪》：「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唐．白居易〈琵
琶行〉：「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2. 泛指頸長、腹大的容器。可裝水、酒或其他液體。一般為瓷或玻璃製品。如：「花瓶」、「酒瓶」。宋．許棐
〈泥孩兒〉詩：「雙罩紅紗廚，嬌立瓶花底。」 
3. 量詞。計算瓶裝物的單位。如：「一瓶紹興酒」、「兩瓶啤酒」。 
4. 姓。如漢代有瓶丘聚。 

字詞  【枚】ㄇㄟˊ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樹幹。《詩經．周南．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唐．杜甫〈雨〉詩：「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
枚。」 
2. 古代行軍時，兵士橫銜於口中，以防止言語的箸。如：「銜枚疾走」。《詩經．豳風．東山》：「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3. 量詞：(1) 計算形體較小物品的單位。相當於「個」。如：「一枚銅板」、「兩枚郵票」。《文選．謝惠連．
祭古冢文》：「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儒林外史》第二回：「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裡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
是清茶。」(2) 計算火箭、彈藥的單位。如：「一枚炸彈」、「兩枚火箭」。 
4. 姓。如漢代有枚乘。 
 [副]一個一個的。如：「不勝枚舉」。 

字詞  【銅】ㄊㄨㄥˊ 部首：金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copper，Cu）化學元素。原子序 29。金屬元素之一。呈淡紅色，柔韌有金屬光，富延展性，為良好的導電、
導熱體。在潮溼空氣中，表面會慢慢氧化形成綠色的鹼式碳酸銅，俗稱為「銅綠」。易與其他金屬形成合金，今廣
泛運用於工業、工程與藝術等方面，可製貨幣及種種器械等；亦可供製導線及電鑄板，為不可或缺的材料。 

字詞  【椅】ㄧˇ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有靠背的坐具。如：「躺椅」、「搖椅」。《三國演義》第一回：「只見一條大青蛇從梁上飛將下來，蟠於椅
上。」 ㄧ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8%8A%B1%E7%93%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9%85%92%E7%93%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SfSvT&o=e0&sec=sec1&op=sti=%22%E4%B8%8D%E5%8B%9D%E6%9E%9A%E8%88%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8%BA%BA%E6%A4%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6%90%96%E6%A4%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no=%2210499%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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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將】ㄐㄧㄤ 部首：寸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副]1. 會、可能。如：「將要」。《論語．季氏》：「季氏將伐顓臾。」 
2. 快要。《論語．述而》：「不知老之將至。」 
3. 差不多。《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 
4. 剛、才。如：「將哭就笑」、「他將進門沒一會兒。」 
 [動]1. 進步。《詩經．周頌．敬之》：「日就月將。」 
2. 拿、持。如：「將酒來」。唐．李白〈俠客行〉：「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3. 扶持、扶助。《詩經．周南．樛木》：「欒只君子，福履將之。」《樂府詩集．卷二五．橫吹曲辭五．木蘭詩
二首之一》：「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 
4. 休息、休養。如：「將養」。宋．李清照〈聲聲慢．尋尋覓覓〉詞：「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5. 送。《詩經．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淮南子．詮言》：「來者弗迎，去者弗將。」 
6. 進行、做。如：「慎重將事」。《清史稿．卷一○八．選舉三》：「其衡鑒不公、草率將事者，罰不貸。」 
7. 下象棋時，攻擊對方的將棋或帥棋。如：「我這一步抽車，下一步就要將了！」 
8. 用言語刺激。如：「他個性保守，得拿話將他。」 
 [介]1. 把。如：「將飯做好。」、「將花插好。」、「將門關好。」 
2. 以、用。如：「將功折罪」。《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連]1. 與、和。北周．庾信〈春賦〉：「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唐．盧象〈送綦毋潛〉詩：「欲識秦
將漢，嘗聞王與裴。」 
2. 又、且。如：「將信將疑」。《詩經．小雅．谷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助]置於動詞後，常和「進來」、「起來」、「進去」等補語連用。如：「打將起來」、「哭將起來」。唐．李
商隱〈碧城〉詩三首之三：「收將鳳紙寫相思。」 ㄐㄧㄤˋ ㄑㄧㄤ  

字詞  【沾】ㄓㄢ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浸溼。唐．劉長卿〈餞別王十一南遊〉詩：「望君煙水闊，揮手淚霑巾。」宋．文同〈早晴至報恩山寺〉
詩：「山石巉巉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 
2. 接觸、接近。如：「滴酒不沾」、「這些話一點也沾不上邊。」 
3. 感染、染上。如：「沾染惡習」。 
4. 藉別人的關係而得到好處、利益。如：「沾光」、「沾便宜」。 
5. 帶、有。如：「我和他既不沾親，也不帶故。」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5%B0%87%E8%A6%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5%B0%87%E9%A4%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5%B0%87%E5%8A%9F%E6%8A%98%E7%BD%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5%B0%87%E4%BF%A1%E5%B0%87%E7%96%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8%B5%B7%E4%BE%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ti=%22%E9%80%B2%E5%8E%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no=%2205914%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SDVvU&o=e0&sec=sec1&op=sno=%2205914%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6%BB%B4%E9%85%92%E4%B8%8D%E6%B2%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6%B2%BE%E5%85%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6%B2%BE%E4%BE%BF%E5%AE%9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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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練】ㄌㄧㄢˋ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1. 將生絲煮熟，使柔軟潔白。如：「練絲」。《周禮．天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漢．鄭玄．注：

「暴練，練其素而暴之。」宋．蘇軾〈宥老楮〉詩：「黃繒練成素，黝面沫作玉。」 

2. 訓練。《史記．卷六九．蘇秦傳》：「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北史．卷一○．周高祖武帝本紀》：

「惡衣菲食，繕甲練兵。」 

3. 反覆學習。如：「練舞」、「練球」。 

 [名]1. 柔軟潔白的絲絹。如：「江平如練」、「瀑布像條白練。」《左傳．襄公三年》：「使鄧廖帥組甲三百，

被練三千，以侵吳。」 

2. 姓。如唐代有練何。 

 [副]熟悉、精熟。《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好學，練悉朝典。」《紅樓夢》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字詞  【翁】ㄨㄥ 部首：羽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父親。《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宋．陸游〈示兒〉

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2. 參見「翁姑」-丈夫的父與母。《初刻拍案驚奇》卷二○：「那媳婦自是個老實勤謹的，只以孝情為上，小心

奉事翁姑，那裡有甚心去捉他破綻？」、「翁婿」-岳父與女婿。《初刻拍案驚奇》卷五：「翁婿相見，甚喜，見

了女兒，又悲又喜，安慰了一番。」《儒林外史》第一九回：「翁婿一見，纔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等

條。 

3. 對男性長者的尊稱。如：「老翁」、「李翁」、「漁翁」。唐．柳宗元〈江雪〉詩：「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

雪。」 

4. 對男性的尊稱。如：「仁翁」、「某翁」。唐．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

烈。」 

5. 姓。如漢代有翁伯。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7%B7%B4%E7%90%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7%BF%81%E5%A7%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7%BF%81%E5%A9%B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8%80%81%E7%BF%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SHUvV&o=e0&sec=sec1&op=sti=%22%E6%BC%81%E7%BF%81%22.


三上第 14課 

7 

字詞  【靶】ㄅㄚˇ 部首：革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皮製的馬韁。《說文解字．革部》：「靶，轡革也。」《漢書．卷六四下．王襃傳》：「王良執靶，韓哀

附輿。」 

2. 射擊的目標。如：「打靶」、「靶子」、「飛靶」。 

3. 柄。同「把」。《北齊書．卷三三．徐之才傳》：「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班斕。」 

字詞  【勺】ㄕㄠˊ 部首：勹 部首外筆畫數：1 總筆畫數：3 

釋義  [名]1. 舀東西的器具。如：「鐵勺」、「湯勺」。 

2. 量詞：(1) 計算容量的單位。公制一勺等於百分之一公升。也稱為「公勺」。(2)計算勺子容裝物的單位。如：

「一勺水」。 ㄓㄨㄛˊ ㄕㄨㄛˋ  

字詞  【舀】ㄧㄠˇ 部首：臼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用瓢、杓汲取液體。如：「舀水」、「舀湯」。 

[名]參見「舀子」條-取水用的杓。也稱為「舀兒」。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SLXvW&o=e0&sec=sec1&op=sti=%22%E6%89%93%E9%9D%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SLXvW&o=e0&sec=sec1&op=sti=%22%E9%9D%B6%E5%AD%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SLXvW&o=e0&sec=sec1&op=sti=%22%E5%85%AC%E5%8B%B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SLXvW&o=e0&sec=sec1&op=sno=%2208028A%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SLXvW&o=e0&sec=sec1&op=sno=%2208028A%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SLXvW&o=e0&sec=sec1&op=sti=%22%E8%88%80%E5%AD%9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