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小組：故事演繹材料(一) 

孔融讓梨（關愛） 

 

孔融是孔子的後人，在家中排第六，他有五個哥哥和一個弟弟。這五個孩子，讓

爸爸傷透了腦筋，因為當家裏有好吃的、好玩的東西時，他們就會你搶我奪，誰也不

肯相讓。 

在孔融四歲那年的一天，爸爸的朋友給他家送來了一大籃梨子。孔融的五個哥哥

又像平常一樣爭着要吃梨子。於是爸爸連忙說：「別着急！這些梨子要先洗一洗才可

以吃。」說罷，爸爸就親自動手洗了一大盤梨子，準備放在桌子上讓兒子們吃。 

誰知道爸爸還沒有走到桌子前面，五個哥哥早已等不及了。大哥首先跑過來，伸

手從盤子裏搶了一個最大的梨子，立即把它放進口裏咬了一口。接着其他哥哥也爭先

恐後地搶着吃梨子。 

這時候，只有孔融靜靜地站在一旁，他等哥哥們拿完了梨子，才慢慢地走過去，

從盤子裏拿了一個最小的。爸爸看到了這個情境，就問他：「融兒，你為甚麼撿最小

的梨子呢？」孔融天真地說：「爸爸，因為我年紀小，所以應該拿最小的，哥哥年紀

比我長，應該要讓他們的。」 

  爸爸一聽，非常驚喜，向孔融說：「對！對！融兒，你年紀這麼小，也懂得禮讓，

關愛兄弟，真是一個好孩子。」說完了，其他孩子都慚愧得低下頭來。從此之後，孔

融的哥哥們都變得有禮貌和互相謙讓了。 

 

 



低小組：故事演繹材料(二) 

塞翁失馬（喜樂） 

 

以前在北邊的邊塞地方，有一個人很會養馬，大家都叫他塞翁。有一天，塞翁養

的一匹馬逃走了。鄰居們知道這個消息後，都趕來安慰塞翁不要太難過。但塞翁一點

都不難過，反而笑笑說：「我的馬雖然走失了，但這說不定是件好事呢？」  

過了幾個月，這匹馬自己跑回來了，而且還帶回了另一匹駿馬。鄰居們聽說這件

事情之後，又紛紛跑到塞翁家來道賀。塞翁這回反而皺起眉頭對大家說：「白白得來

這匹駿馬恐怕不是甚麼好事啊！」塞翁有個兒子很喜歡騎馬，他有一天就騎着這匹駿

馬出外遊玩，結果一不小心從馬背上摔下來跌斷了腿。 

鄰居們知道後，又趕來塞翁家，勸塞翁不要太傷心，沒想到塞翁對大家說：「我

的兒子雖然摔斷了腿，但是說不定是件好事呢！」鄰居每個人都莫名其妙，他們認為

塞翁肯定是傷心過頭，糊塗了。 

過了不久，胡人大舉入侵，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被徵調去當兵，但塞翁的兒子卻因

為摔斷了腿而不用當兵，反而因此保全了性命。這個時候鄰居們才體悟到，當初塞翁

所說的那些話裏頭所隱含的智慧。  

人生中的很多事情，早已有註定，一件事情是福是禍，往往不是表象可以判定

的，凡事順其自然，遇到順心的事不要太得意，遇到沮喪挫折的時候也不要太灰心喪

志。 

 

 



高小組：故事演繹材料(一) 

四至六年級：眾志成城（團結） 

 

周朝末年，周景王即位以後，為了自己行樂，下令把全國質量好的銅收集起來，

鑄造兩口大鐘。 

一位官員勸諫說：「大王，你兩年前鑄大錢，廢小錢，使百姓受到很大損失；現

在又要造大鐘，這不僅勞民傷財，而且用大鐘配樂，聲音也不會和諧的。」但周景王

仍不聽，下令繼續鑄造大鐘。 

過了一年，兩口大鐘鑄成了，一口叫「無射」，一口叫「大神」。一個敲鐘的人為

了奉承周景王，便對他說：「新鑄的大鐘，聲音非常好聽。」於是，周景王就命他敲

擊大鐘。周景王聽了後，對官員說：「你聽，這鐘聲多和諧呀！」但官員深知周景王

鑄鐘給百姓帶來的苦難，便回答說：「這算不得和諧。如果大王鑄鐘，天下的老百姓

都為這件事高興，那才算得上和諧。可是，您為了造鐘，弄得民窮財盡，老百姓人人

怨恨，所以我不知道這鐘好在甚麼地方。俗話說：『眾志成城，眾口鑠金。』大家萬

眾一心，甚麼事情都能辦成；相反，如果大家都反對，就算是金子，也會在大家口中

消熔。」 

可惜，周景王並未聽取官員的意見。結果，鑄好鐘的第二年，周景王病死後，周

王朝也隨即爆發了長達五年之久的內亂。 

而眾志成城這個成語的意思是大家齊心協力，就像城牆一樣的牢固，比喻大家團

結一致，就能克服困難。 

 



高小組：故事演繹材料(二) 

四至六年級：吳越同舟（團結） 

 

春秋時期，吳國和越國經常交戰。有一天，在吳越交界處河面的一艘渡船上，乘

坐着十幾個吳人和越人，雙方誰也不理會誰。 

當船離開北岸後，一直駛向南岸。剛到江心，突然天色驟變，狂風刮起。突然間

烏雲密佈，暴雨傾盆而下，洶湧的巨浪一個接一個向渡船襲來。兩個吳國孩子嚇得大

哭起來，越國的一位老太太也失足摔倒在船艙裏。 

掌舵的老公公一面竭力把住船舵，一面高聲叫大家快進船艙。然而，船身在風浪

中劇烈顛簸。此時，要趕快解開繩索，降下帆篷，否則船就有翻掉的危險，形勢非常

危急。 

就在這危急的時候，年輕的乘客不管是吳人還是越人，都爭先恐後地去解繩索。

他們的行動就像左右手配合得非常默契。不一會兒，渡船上的篷帆終於降了下來。老

公公看着風雨同舟、共度危難的人們，感慨地說：「吳越兩國如果能永遠和睦相處，

該有多好啊!」 

當船遭遇風暴時，吳人和越人將國家之間的紛爭拋諸腦後，他們不分彼此地共同

努力，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船隻的安全。「吳越同舟」這個比喻雖有舊怨，但當同遭危

難時，也互相救助，同心協力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