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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自然：蜂 

 

作者簡介  

羅隱（公元 833—909）是唐末詩人，原名橫，字昭諫，號江東生，杭州新城（今浙江省桐廬縣）人。

總共考了十多次科舉，最終還是失敗，於是改名羅隱。黃巢之亂後，在九華山隱居，生活十分潦倒。

光啟三年 (公元 887)，五十五歲時回鄉投靠吳越王錢鏐，曾任錢塘令、給事中等小官吏。公元 909 年

（五代後梁開平三年）逝世，享年 七十七歲。羅隱在唐代末年的文壇很有名氣，和溫庭筠、李商隱

合稱「三才子」；有詩集《甲乙集》，以及散文集《讒書》、《兩同書》流傳後世。 

 

羅隱的詩和文都很優秀，語言淺白易明，善於運用口語。多諷刺現實之作，一生寫了許多政治諷刺詩，

揭露唐末社會的黑暗面。《蜂》一詩正是反映老百姓辛勤耕作，但卻難以維生，因為勞苦的心血成果，

竟然被官紳強佔。羅隱憤而寫下這首詠物詩，一方面讚美勤奮、辛勞的人，另一方面也著力諷刺那些

不耕而食、不勞而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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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蜂   

羅隱 

不論平地與山尖 1， 

無限風光 2 盡 3 被占 4。 

採 5 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6！ 

 

注釋  

1. 山尖：「山」即山峰；「尖」即頂端、末端。山峰的頂端，即山頂。 

2. 無限風光：極其美好的風景。  

3. 盡：都，完全，全部。  

4. 占：通「佔」，粵音「佔」（zim3），普通話讀 zhàn。解作佔有、佔據。 

5. 採：採集，這裏指採集花蜜。 

6. 甜：指香甜的蜂蜜 

內容賞析 

《蜂》是一首詠物詩，體裁屬七言絕句。「詠物」是中國詩歌常見的手法，詩人會通過對客觀事物特

點的描寫，來寄托個人的思想感情，並表達對生命的體會和感受，或對事物的看法和觀點。常使用比

喻、象徵、擬人等修辭手法，表面言物，實則喻人。 

 

詩人在詩中表達了三種感情、看法。第一點是讚揚勞動者的辛勤。詩裏的蜜蜂就是比喻勞動者，蜜蜂

為了採蜜，不論是平地還是山頂都要前往，就像勞動者不論天氣是冷是熱，是晴是雨，都要努力幹活、

刻苦耐勞。詩人還以「無限風光盡被占」表揚蜜蜂做事認真、追求完美的工作態度。蜜蜂將美麗的風

景都佔據了，就是為了找到最多花蜜的花，採集最甜的蜜。 

 

第二點是藉着描述蜜蜂辛勤工作卻被奪走成果一事，反映貧苦大眾遭剝削者剝削的情況，並對他們表

示同情。蜜蜂辛苦採蜜、釀蜜後，理應享受美好的成果，吸食香甜的蜂蜜，就像勞動者千辛萬苦地幹

活，理應享受勞動帶來的成果，但到了最後，他們都因為被剝削，而白白辛苦一場，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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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是諷刺不勞而獲的人。從「採得百花成蜜後」這句可以看出，一切勞動過程，都是蜜蜂親自完

成。從採蜜到釀蜜，整個過程人類都沒有參與，最終卻輕易地得到蜂蜜，就像現實中剝削者不用工作

就能得到勞動者的成果。因此詩裏對不勞而獲的行為表示不滿和批評。 

 

詩歌首先描寫不論高山或平地，只要是繁花盛放的地方，都被採花釀蜜的蜜蜂所佔據；其後筆鋒急轉，

詩人感嘆蜜蜂辛辛苦苦採花釀蜜後，蜂蜜卻往往被別人奪去。詩歌以「為誰辛苦為誰甜」作結，既讚

美蜜蜂辛勞工作，也對牠們被人奪走辛勤所得成果的遭遇表示同情，並暗諷不勞而獲的人。 

 

本詩用字既淺白又精煉，末句最後一字「甜」，用得極佳，因為「甜」是蜂蜜最大的特點，正好代表

美好的成果。這裏形象地表達出蜜蜂辛勤勞苦才釀成蜂蜜，結果卻被人奪走，含蓄地突顯出蜜蜂的無

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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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指引 

頌讚自然：蜂 

級    別：第一學習階段 

學習目標： 

1. 通過觀看動畫及聯繫生活，初步感知詩歌的大意，以及詩人對蜜蜂的讚美和對不勞而獲者的諷刺。 

2. 在初步感知的基礎上，學習有感情地朗讀詩歌，掌握詩句的節奏及押韻的特點。 

3. 學習生字新詞：山尖、無限風光、盡、占、採、甜。 

 

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5 分鐘 

引入 

觀看動畫：00:00-01:04 

 

想一想 

蜜蜂加上花朵，你知道答案是甚麼嗎？ 

 

 

 

 

答案：蜂蜜 

 

 

 

 

 

 

 

 

 

 

老師點撥： 

在學生已有的知識基礎(蜜蜂採集花粉煉

製成蜂蜜)上，引導學生瞭解蜜蜂在中國文

化傳統裏的象徵意義——勤勞和無私奉獻。 

 

 

 

20 分鐘 

發展 

觀看動畫 01:04-03:26 

➔ 初步感知詩歌大意及詩人對蜜蜂的讚

美和對不勞而獲者的諷刺 

 

 

 

 

藉由生動有趣的動畫，讓學生在輕鬆愉快

的氛圍裏，初步感知詩歌的大意及詩人對

蜜蜂的讚美和對不勞而獲者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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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詩歌大意 

無論是在平地還是在山頂，那裏百花盛放，

那裏就見到蜜蜂忙碌採蜜的身影。 

極其美好的風景都被蜜蜂佔領。 

蜜蜂採盡百花並釀製成蜂蜜。 

到頭來到底為誰而付出辛苦？又為誰而釀

造甜甜的蜂蜜呢？ 

 

 

活動一：分一分 

《蜂》全詩共有四句，如果要分為兩部分，

應該怎樣劃分？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劃分兩部分： 

1.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2.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活動二：師生答問 

1. 詩人在《蜂》的首兩句，「不論平地與山

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極力描寫蜜蜂佔

有「無限風光」。他運用了三個極度的副

詞或形容詞，你知道是哪三個詞語嗎？ 

 

不論、無限、盡 

 

 

 

  

 

 

 

 

初小學生學習古詩，重點不宜過分側重詩

意的理解，意境及韻味的體會，因此，理解

和體會只需初步感知即可。 

 

 

 

 

 

 

 

 

 

 

 

 

 

 

 

 

 

 

老師點撥： 

前兩句描述蜜蜂採蜜的過程，盛讚蜜蜂「佔

盡無限風光」。 

 

蜜蜂飛到平地、山頂，不辭勞苦，不畏艱辛，

只為採花釀蜜。詩人極寫蜜蜂佔盡無限風

光，不禁令人對蜜蜂產生羨慕與讚美之情。 

此外，詩人運用了三個極度的副詞或形容

詞，著力描寫蜜蜂佔盡「無限風光」，正是

以先揚後抑的手法，為後兩句作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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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2. 詩人在《蜂》的後兩句，「採得百花成蜜

後，為誰辛苦為誰甜」，寫蜜蜂歷盡辛苦

採集百花，釀成甜甜的蜂蜜，但卻為他

人所享用。你知道作者設問的「辛苦」

和「甜」，分別對應第三句的哪兩個詞

語？ 

 

「辛苦」── 採得百花 

「甜」── 成蜜 

 

 

 

 

 

 

 

 

3. 學習本詩後，你認為詩人是用蜜蜂來代

表社會上哪一類人？ 

 

A.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人。 

B.好吃懶做，只想不勞而獲的人。 

C.刻苦耐勞，並且無私奉獻的人。 

 

 

活動三：分組活動 

羅隱在詩中以蜜蜂的辛勤勞動來諷刺不勞

而獲的人。 

現在大家試選擇一種動物來代表不勞而獲

的人？簡單說出你們的理由。 

 

狐貍、貪婪的豬、寄居蟹、懶惰的獅子…… 

 

 

 

老師點撥： 

後兩句寫蜜蜂「辛苦」採花釀蜜，但卻「甜」

了不勞而獲的人。 

 

第三句承接前兩句，進一步刻劃蜜蜂採花

釀蜜的形象，但第四句則筆鋒急轉直下，由

前面盛讚蜜蜂「佔盡風光」轉而慨蜜蜂一生

除「辛苦」外，並無所有。 

 

原來蜜蜂看似風光的背後，是多麼「辛苦」，

多麼無奈！牠們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釀

製成甘甜的蜂蜜，最終卻非自己享用。因

此，詩人不禁憤而為牠們怒問「為誰辛苦」、

「為誰甜」。從中表達出詩人對蜜蜂把辛苦

歸自己，甜蜜送別人的無奈及同情。 

 

 

 

 

 

 

 

 

 

 

 

讓學生透過同儕協作，自行整合習得，深化

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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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朗讀文章，培養語感 

觀看動畫：03:26-03:41 

➔ 聆聽朗讀 

 

朗讀的主要目的，重在提高學生的朗讀興

趣，增加積累，發展語感，加深體驗和領悟。 

 

 

活動四：劃分節奏 

古詩中常常以兩個音節為一個節奏單位。

七言古詩的節奏一般都是二二三或四三。 

 

《蜂》全詩四句，每句七個字，試用雙直線

顯示各句需要停頓的地方。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參考答案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或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活動五：認識押韻 

押韻可以令詩歌聽起來更好聽，也讓詩歌

更容易上口及記憶。 

 

 

 

教授初小學生古詩，重點宜側重在學習有

感情地朗讀詩歌，掌握詩句的節奏及押韻

的特點。 

 

 

 

 

 

引導學生感受詩歌的斷句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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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為甚麼要押韻？ 

古代詩歌多用於傳唱、背誦、演唱等口耳相

傳的場合，押韻可以提高詩歌的口頭轉傳、

記憶和傳播的能力。  

 

押韻的形式？ 

每句最後一個字，如果讀音相同或相近，就

是押韻，也叫做韻腳。 

 

七言絕句的押韻：第一句可押韻，也可以不

押韻，但以押韻居多；第二、四句一定要押

韻，而且一韻到底；第三句一般不押韻。 

 

試比較《蜂》詩中的「尖」、「占」、「甜」三

字，在讀音上有甚麼特點？ 

 
三個字讀音相近，這是詩中的押韻字。 

 

 

《蜂》   羅隱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引導學生明白詩歌押韻的特色。 

所謂押韻，就是把相同韻部的字放在規定

的位置上。 

相同韻部的字： 

尖 zim1；占 zim3；甜 ti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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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活動六 

試按活動四的節奏及活動五的押韻，配上

適合的動作來朗讀《蜂》一詩。 

 

韻律要求：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或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 停頓 

 

動作要求： 

首兩句－－飛到平地，飛到山頂，欣賞美麗

風光。 

末兩句－－自選適合的動作來表達對蜜蜂

辛苦的讚美，對不勞而獲者的嫌惡。 

 

 

 

學習生字新詞 

山尖、無限風光、盡、占、採、甜 

 

山尖：「山」即山峰；「尖」即頂端、末端。

山峰的頂端，即山頂。 

無限風光：極其美好的風景。  

盡：都，完全，全部。  

占：通「佔」，粵音「佔」（zim3），普通話

讀 zhàn。解作佔有、佔據。 

採：採集，這裏指採集花蜜。 

甜：指香甜的蜂蜜 

 

 

可以要求學生個別、分行或分組按所學來

朗讀全詩，以感受詩歌的韻律，並且表達出

詩歌大意及詩人情懷。 

 

 

 

 

 

 

 

 

 

 

 

 

 

 

 

 

 

 

 

老師可以因應學生程度，選取適合及適量

的生字新詞來教授。 

 

 

 

如老師選用課外的文言經典作品，主要目

的在內容涵義或品德情意的教授，則「識

字」部分或可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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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解說 

觀看動畫：03:41-05:21 

➔ 較抽象的字詞 

 

山尖：「山」即山峰；「尖」即頂端、末端。

山峰的頂端，即山頂。 

 

盡：都，完全，全部。  

 

占：通「佔」，粵音「佔」（zim3），普通話

讀 zhàn。解作佔有、佔據。 

 

 

 

 

動畫裏選取了三個關鍵字詞，幫助學生理

解詩意，以供教學參考。 

5 分鐘 

總結 

中西方的文化裏，都有不少故事是歌頌勤

勞的動物，試說說你想到的故事。 

 

如學生缺乏例子，老師可讓學生到圖書館

找資料，或是提供一些動物名稱作為指引： 

 

中國民間故事《蜘蛛結網》：一隻蜘蛛在廟

宇中非常專注和勤奮地編織了一個美麗的

蜘蛛網。 

 

《伊索寓言》的〈螞蟻和蚱蜢〉：螞蟻辛勤

地工作，為冬天準備糧食。懶惰的蚱蜢卻在

樹下唱歌，並且嘲笑螞蟻不懂得享受。 

 

 

在初步感知詩歌大意及詩人情懷的基礎

上，結合日常生活事例，鞏固所學。 

 

http://www.loxa.edu.tw/classweb/webView/index2.php?m_Id=16007&m_Type=1&teacher=a23913&stepId=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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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自然：《蜂》 

  工作紙   

學校：                              班別及學號：                             

姓名：                              日期：                             

1. 羅隱的《蜂》，全詩共有四句，分為兩部分：前兩句描述蜜蜂採蜜的過程，盛讚蜜蜂

「佔盡無限風光」；後兩句寫蜜蜂「辛苦」採花釀蜜，但卻「甜」了不勞而獲的人。

你喜歡哪一部分？為甚麼？ 

答案：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可 

2. 大家學習過押韻的形式，試找出下面兩首詩的韻腳(押韻的字)。 

提示：押韻的形式 

每句最後一個字，如果讀音相同或相近，就是

押韻，也叫做韻腳。 

七言絕句的押韻：第一句可押韻，也可以不押

韻，但以押韻居多；第二、四句一定要押韻，而

且一韻到底；第三句一般不押韻。 

《蜂》  作者：羅隱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回鄉偶書二首 其二》  作者：賀知章 

離別家鄉歲月○多， 



項目名稱：博博妙妙學古文  

主辦機構：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贊助機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 教材名稱：《蜂》工作紙 

 

2 

近來人事半消○磨。 

惟有門前鏡湖水， 

春風不改舊時○波。 

3. 大家學習過劃分節奏，試在下面兩首古詩中，用雙直線( || )顯示停頓的地方，然後

按照所劃分的節奏讀出來。 

提示：古詩節奏 

古詩中常常以兩個音節為一個節奏單位。 

七言古詩的節奏一般都是二二三或四三。 

《蜂》  作者：羅隱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或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回鄉偶書二首 其一》  作者：賀知章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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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4. 在中國文化傳統裏，象徵勤勞的動物，除了蜜蜂之外，還有下面的： 

   

 

 

 

 

試選出你心目中最勤勞的動物，如果上面沒有列出來，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完~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蜂

頌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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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是唐代詩人羅隱創作的詩歌

人物小檔案
姓名：羅隱，字昭諫，號江東生
生卒：公元833—909
祖籍：杭州新城（今浙江省桐廬縣）人
身份：唐末詩人

作品：著有詩集《甲乙集》，以及散文集《讒書》、世世
《兩同書》流傳後世

溫庭筠

相關人物：

李商隱

簡
介



原
文



故事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起看看動畫吧！

原
文



蜜蜂加上花朵，你知道答案是甚麼嗎？

想一想



蜜蜂加上花朵，你知道答案是甚麼嗎？

想一想



詩歌大意

無論是在平地還是在山頂，那裏百
花盛放，那裏就見到蜜蜂忙碌採蜜
的身影。

極其美好的風景都被蜜蜂佔領。

蜜蜂採盡百花並釀製成蜂蜜。

到頭來到底為誰而付出辛苦？

又為誰而釀造甜甜的蜂蜜呢？



《蜂》全詩共有四句，如果要分為兩部分，應該怎樣劃分？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活動1：分一分



活動1：分一分



1. 詩人在《蜂》的首兩句，「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

占」，極力描寫蜜蜂佔有「無限風光」。他運用了三個極度的

副詞或形容詞，你知道是哪三個詞語嗎？

不論、無限、盡

活動2：答一答



2. 詩人在《蜂》的後兩句，「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寫蜜蜂歷盡辛苦採集百花，釀成甜甜的蜂蜜，但卻為他人所享用。你知

道作者設問的「辛苦」和「甜」，分別對應第三句的哪兩個詞語？

「辛苦」── 採得百花
「甜」── 成蜜

活動2：答一答



3. 學習本詩後，你認為詩人是用蜜蜂

來代表社會上哪一類人？

A.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人。

B.好吃懶做，只想不勞而獲的人。

C.刻苦耐勞，並且無私奉獻的人。

活動2：答一答



羅隱在詩中以蜜蜂的辛勤勞動來諷刺
不勞而獲的人。

現在大家試選擇一種動物來代表不勞
而獲的人？簡單說出你們的理由。

狐貍、貪婪的豬、寄居蟹、懶惰的獅子……

活動3：分組活動



活動4：劃分節奏

● 古詩中常常以兩個音節為一個節奏單位

● 七言古詩的節奏一般都是二二三或四三



《蜂》全詩四句，每句七個字

🡺 試用雙直線顯示各句需要停頓的地方。

活動4：劃分節奏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蜂》全詩四句，每句七個字

🡺 試用雙直線顯示各句需要停頓的地方。

活動4：劃分節奏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答案一



《蜂》全詩四句，每句七個字

🡺 試用雙直線顯示各句需要停頓的地方。

活動4：劃分節奏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或

答案二



為甚麼要押韻?

活動5：認識押韻

古代詩歌多用於傳唱、背誦、演唱等口耳相傳

的場合，押韻可以提高詩歌的口頭轉傳、記憶

和傳播的能力。



押韻的形式

每句最後一個字，如果讀音相同或相近，就是
押韻，也叫做韻腳。

七言絕句的押韻：第一句可押韻，
也可以不押韻，但以押韻居多

第二、四句一定要押韻，而且一韻到底

第三句一般不押韻



開動腦筋

試把《蜂》的韻腳（押韻的字）圈出來。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三個字讀音相近，這是詩中的押韻字。



試按活動四的節奏及活動五

的押韻，配上適合的動作來

朗讀《蜂》一詩。

活動6：學生演繹
動作要求

首兩句－－飛到平地，飛到山

頂，欣賞美麗風光。

末兩句－－自選適合的動作來

表達對蜜蜂辛苦的讚美，對不

勞而獲者的嫌惡。



朗讀文章 || 停頓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觀看動畫：03:28-03:40
🡺 聆聽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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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學習故事中的
生字新詞！

山尖

指「山」即山峰；「尖」

即頂端、末端。山峰的頂

端，即山頂。

生
字
新
詞



一起學習故事中的
生字新詞！

盡

指「都」、「完全」、

「全部」的意思。

生
字
新
詞



一起學習故事中的
生字新詞！

占

通「佔」，解作佔有、

佔據。

小知識：

粵音「佔」（zim3），普通話讀zhàn。

生
字
新
詞



中西方的文化裏，都有不少故事是歌

頌勤勞的動物，試說說你想到的故事。

總
結



中西方的文化裏，都有不少故事是歌頌勤勞的動物，

試說說你想到的故事。

中國民間故事《蜘蛛結網》：一隻蜘蛛在廟宇中

非常專注和勤奮地編織了一個美麗的蜘蛛網。

《伊索寓言》的〈螞蟻和蚱蜢〉：螞蟻辛勤地工作，

為冬天準備糧食。懶惰的蚱蜢卻在樹下唱歌，並且

嘲笑螞蟻不懂得享受。

總
結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聲明：部分資料內容來自互聯網，僅供學習參考之用。
如無意侵犯知識產權，請與我們聯絡：info@cnhe-hk.org

©️ 2023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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