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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教甄之路 

國文學系 102級 

雲林縣立石榴國民中學 洪心寧 

一、抉擇 

半年的實習生活，在空氣中洋溢著年節氣氛的隆冬裡，悄悄畫上句點。和非常照顧

我的老師、同事和實習夥伴互相擁抱、話別後，依依不捨踏出臺北市立明倫高中。回顧

這半年來，無論是在教學、行政和班級經營方面，都有滿滿的收穫。除了了解到高中生

獨立卻又青澀的尷尬處境之外，在輔導室看到導師和輔導老師聯合處理個案，對往後的

班級經營有很大幫助，同時，在備課的過程中，更是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面對來勢洶洶的教檢，另一個煩惱就是未來要考高中還是國中。雖然在大學時期曾

聽學長姐的經驗談，提到未來的方向要儘早決定，師大的老師們也給了畢業生許多不同

的建議，但我還是希望親自體驗兩者的差別。於是，我在大四的四週實習選擇了新北市

立中正國中，見證活力充沛的國中生，並實驗學習共同體的教學。如今站在十字路口，

我仔細考量自己的個性與各方面的優劣勢，發現高中的課文深度需要較長的時間準備，

並需要專業的涵養，才能應付筆試的申論題。然而四月即開始高中教甄獨招迫在眉睫，

準備不及的情況下，我毅然放棄高中教甄，轉而投入國中教甄的行列。 

二、準備期 

決定之後，緊接著是緊鑼密鼓的自我訓練。不過訓練需要有方法才有效果，這時候

貴人就非常重要。感謝應屆考上的學姊提供了她的書單和讀書計畫，讓我在短時間內掌

握重點。 

在教育科目方面，除了精讀張春興的《教育心理學》、黃德祥《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等號稱「聖經」的專書外，參考書性質的書目也很重要，例如：陳嘉陽的《教育概論》

三冊、戴帥的《主題式教育專業科目》也要熟讀。由於教育科目包涵教學原理、教育心

理學、教育哲學、教育統計、教育史等，考題可以說包羅萬象、博大精深，透過參考書

重新彙整、分類考古題，可以確切的知道自己較不熟悉的部分，再回過頭去翻閱專書做

補強。綱舉目張的專書搭配統整性質的參考書，讓我對於內容繁多的教育科目，漸漸理

出頭緒。 

在專業科目方面，大學四年的訓練，於文學、哲學部份奠定基礎，但因大學考試以

申論為主，故擅長文字書寫的我們，面對國中教甄，要轉換到國高中力求快狠準的選擇

題時，不太容易。因此，高人的指引下，針對國文選擇題的類型，重新找回手感。我購

置了一些高中參考書，例如：國文人必備的《搶救國文大作戰》，這本真的很精準，不

僅是緊要的介紹各朝代的文學流變，以及先秦以來思想家的哲思，在應用文書信、題辭

等日常生活會遇到，卻容易混淆的必考題，亦有詳盡的提點。除此之外，為了增加自己

的閱讀量和速度，我選擇了龍騰版的《縱橫詩詞曲－－名家精選 200 篇》和《教育部頒

定 30 篇核心古文》。在大學時代的古文閱讀，主要重視情意的賞析，而教甄考試則更加

重文義、字義的釐清、比較。同時，從小就是錯別字公主的我，為了彌補不足，便加買

了螢火蟲出版社的《字音字形訓練百分百》上下兩冊，經過 124 回的鍛鍊，可說是功力

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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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都備齊了之後，接下來就是實踐的功夫。首先，要對自己有所了解，知道自己

在哪個環境比較容易靜下來念書、一天最多的讀書時間可以維持多久等等。像我並不是

一個定力很好的考生，在家裡讀書就會常常起來翻冰箱，或開電視，為了阻擋這些誘惑，

選擇去學校的圖書館念書，而且圖書館同樣有很多在準備國考的考生，每個人都戰戰兢

兢，抱持著「以圖書館為家」的堅決，早到晚退，受到他們的激勵，自己也會更認真。

我認為讀書重在效率，因此讀書計畫搭配正常的作息相當重要，我不會過十一點就寢，

大概早上七點起床，用最飽滿的精神迎接新的一天。飲食方面，需要注意均衡，覺得精

神不濟可以適時補充維他命 C 或 B 群，我很幸運是住在家裡，有母親為我打點最營養

的三餐。長期抗戰需要足夠的體力，在讀書讀累的時候，運動是最有效的一帖良藥。我

習慣在傍晚的時候去慢跑，流流汗，也讓心靜下來，才有辦法再吸收更多的知識。 

念書最大的要領在於「精熟」。在心理學也有研究指出，一個訊息或知識，要進入

長期記憶運用自如，至少必須重複操作該動作或是用心讀誦寫六次，所以得一而再，再

而三地反覆練習，特別是在專書、參考書都讀過兩到三次後，就要狂做考古題。「狂做

考古題」的意思，並不是只有重複做很多次題目，而是要將重複錯的題目記下來，上網

查詢或是回去翻閱專書，阿摩網站上有許多熱心的網友提供的解答，很好用，可矯正自

己錯誤的觀念，重新輸入正確的理解。可以做成一本「錯題筆記」，那麼在考試前一個

月、前兩週，就不用再做考古題和參考書，只要讀自己做的錯題筆記，就能迅速改善自

己的罩門，為筆試搶分。 

三、起跑 

大概在四、五月的時候，各地區的簡章與缺額都陸續在網路上公告。六月初，教甄

在暑氣蒸騰的夏季拉開序幕，另類環島旅程正式出發。第一站是臺北市，雖已做過考古

題，但是沒有實際筆試的經驗，還是格外緊張，造成我在考臺北市的前一晚失眠，導致

應考當天精神不濟，錯改了兩題答案，而以兩分之差飲恨。臺北市的筆試題數較其他縣

市略有不同，分為專業科目四十題與教育科目四十題，專業科目的配分較重。以國文來

說，今年出了許多閱讀型題目，有點類似學測。而教育科目則會配合當年度臺北市教育

局推行的政策，例如：今年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就有入題，因此，在考試前上臺北市教

育局的網站瀏覽，留意時事，對於臺北市的教甄筆試會有意想不到的幫助。 

在首戰初嘗到敗績之後，不能沮喪太久，僅隔一週，就是新北市的筆試。新北市今

年的筆試偏易，在教育科目方面，則喜歡考新北市當年度的教育口號，例如：「新北市

訂定今年為教育什麼年？」之類的題目。歷經緊張的放榜等待，我很幸運在新北市的筆

試順利過關，但是只剩一週的時間準備複試，共三冊（七、八、九年級的下冊），實在

令人頭皮發麻。 

非常感謝學姐們再次助我一臂之力，我們三個人合力在短短的三、四天內將翰林版

三十四課的十分鐘簡案給生出來，並且在學校實際演練，邊練邊修正。在新北市規定的

十分鐘內，大概可以切割為引起動機三分鐘、課文深究四分鐘、學習單與作業三分鐘。

其中最難的是引起動機，因為評審老師要一次看好幾個考生演練，早已失去耐心，往往

在我們開始教的兩三分鐘後就打分數，所以一進教室，縱使前一晚沒睡好，也務必以飽

滿的精神，從容地向學生打招呼，然後迅速的抓住評審的注意，特別設計的引起動機，

就是亮點所在。我曾聽過有一位學姊抽到梁實秋的〈鳥〉這一課，魔術社的她帶了一隻

真的鳥到現場，並用魔術的方式將鳥變出來，讓評審驚呼連連。雖然評審們不一定記得

她在這篇〈鳥〉的內容上過什麼，但是神奇的引起動機確實讓評審留下深刻的印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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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很高的分數。然而，在高中實習的我，在短短一週內要熟悉三冊的課文還是很有難

度，加上籤運不好，抽中第一個上臺，生澀的表現，連我自己都覺得窘迫，無法得到評

審的青睞，再度中箭落馬。 

每一次的失敗，都是寶貴的經驗，讓我的下一回合更接近成功。接下來新北市 17

所聯招我報名土城國中，以兩分之差，拿下備一的佳績，給我很大的信心。但是可能是

連續的奔波勞碌，有些體力不支，在基隆、桃園縣、嘉義縣三地的筆試都沒有過，也讓

我發現到自己筆試的準備不夠紮實，在短時間內無法維持一定的穩定度。最後，剩下中

區的彰化縣，也是最鄰近我家的地方，我決定放手一搏，在看完桃園的榜單之後，全心

全意的溫習彰化縣的筆試。感謝老天爺的眷顧，在彰化考試前一天我不小心感冒了，因

此考教育科目時整個頭昏眼花，但沒想到後來對答案時，居然拿到我在七縣市有史以來

最高分，幸運的跨過複試門檻。由於彰化縣的試教版本和新北市一樣是翰林版、限時十

分鐘，且範圍較小，只限於第四冊，所以我將之前做的教案再修改，使它更加精緻化，

逐一演練每一課，請在職的老師、學姊給予意見和回饋，透過一次次的試講，讓我更有

自信，也找到教學的節奏。 

複試當天我抽到的試教題目是《森林裡最優美的一天》，這一課在試講時有發現時

間不足的情況，所以我緊急做了補充。引起動機是以徐仁修的另一個作品〈與大自然捉

迷藏〉的圖片，讓學生試著找出有保護色的角蛙。我刻意拿著圖片走下講臺，靠近評審

老師，果然老師們都很有興趣地尋找。我故作神秘了一陣子，才公佈答案，而後引入正

文。這一課是徐仁修的一篇日記，是白話的記敘文，主要是講他在山中的發現與體會。

本來有考慮要講他在油桐花秘境的特殊感受，但是功力不足，實際講起來太抽象，很難

有共鳴。與同學討論後，決定改講寫作技巧，主要著重在摹寫的部分，以畫出人臉圖的

方式輔助，談作者如何透過各種感官，記下山林裡的所見所聞。其中有一段，作者更藉

由金銀花聯想到他的童年回憶，因為他會去採金銀花賣給中藥房換錢，就可以買枝仔冰。

從這一點，我進一步延伸問同學有沒有那些「具體」的事物，可以連結到「抽象」的童

年回憶，模擬同學發言的情境，例如說：陀螺、父親的背影……等，再給予正向的回饋。

並且確實掌握時間，在九分鐘提示後，出一篇作文為回家作業，規定須利用摹寫、聯想

的方式寫成，連貫整個教學內容。我覺得這是在今年教甄的複試裡，我教得最順的一次，

成績公布後，在試教的部分，我也確實得到不錯的分數。 

然而，口試的部分，卻遭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滑鐵盧。彰化縣的口試委員有兩位，

一位很斯文，襯衫筆挺，工作人員都稱他校長。另一位則皮膚黝黑，一口流利臺語，感

覺很有鄉土氣息，是一個反差很大的組合。我發現城鄉差距也出現在教甄口試裡，在新

北市及土城國中的口試委員關注於班級經營與特殊教學經驗，像是「學習共同體」的教

學，但較中南部較重視學經歷、與得獎紀錄。因為在大學時期，並沒有積極的參與比賽

或投稿，加上沒有代理代課的經驗，以至於這方面成為我的致命傷。另外，委員看到我

的三摺頁裡，有當志工的經驗，特別問了我會怎麼樣帶領學生去從事服務。我一開始提

到會用故事或一些社會公益的代表為例，引導學生付出也是件快樂的事，接著帶領學生

利用暑假或周末去服務。但評審對我的回答似乎不大滿意，進而追問如果有家長不同意

的話，我該怎麼辦？同時，問我會不會因為十二年國教的關係，去為學生爭取時數？後

來我才明白，評審的意思是學生除了動機的提策之外，還需要正增強鼓勵，也對學生家

長有個交代。但當時已經鈴響了，無法再做其他補充。雖然在口試最後，評審委員有給

我些鼓勵，但是看到成績依然非常傷心。這段遭遇，著實讓我上了一課，針對口試也是

需要找一些在職的老師或行政人員幫忙，因為有實務經驗的老師們，所注重的點和我們

新鮮人是截然不同的，而地域間顯著的差異，也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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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新再出發 

結束第一回合的教甄，感觸良多。仔細回顧與反省，覺得有部分需要改進： 

（一）準備期過於倉促：除了臺北市和新北市之外，其他的縣市筆試成績至少占百

分之六十，佔很大的比例。今年臨時改變戰場，短短兩個月內，在筆試的部分只能說是

「生吞活剝」，無法完全消化，就趕鴨子上架。特別是在寬廣的教育科目上，更是令人

措手不及。而國文深入的部分，也因準備不及，無法發揮，著實可惜。所以下一回合的

開始，我會先排定讀書計畫，並且增補書目。我相信慢工出細活，提早備戰，在信心與

實力上都是大大加分。 

另外，對於教材不熟悉也讓臨場的我手忙腳亂，因此，在念書之餘，我會安排一邊

熟悉教材，把六冊的課文一一做十五分鐘的教案。因為臺北市是十五分鐘的試教，其他

縣市大多是十分鐘，就可以依照此教案，再做刪減，留下精華呈現。而有些縣市，像是

嘉義縣就要求要交教案，先預備好，就不用太擔心。同時，我也會尋找代課的機會，進

入教學現場累積經驗，對於口試和試教都很重要。 

（二）報考方式調整：各縣市聯招的時間，幾乎都不一樣。今年我只要不撞期，就

都有報名，總共考了七個縣市。但在考到第三、四個縣市時，就發生了體力不支的現象，

嚴重感冒了一個禮拜。拖著昏昏沉沉的身子和沉重的行李去應考，自然不會有好結果。

特別是當有些縣市已經進複試，有些還在初試的階段，最讓人身心俱疲，畢竟超過一小

時奔波車程、安排旅店投宿，也相當耗費體力。 

所以，明年我想只報考一些重點的縣市，首先，要考慮的是開缺的多寡，開的缺多，

第一階段錄取的人就多，但報名人數自然破表。例如：臺北市。開缺少的地方通常較偏

遠，競爭的人數少，但筆試題目會比較刁鑽，也不見得有利。我還是會盡量往開缺多的

地方先報名，其次缺少的地區，就以地緣關係，距離自己家鄉的遠近來做選擇。也可以

參考各縣市複試的規定，挑選符合自己優勢的報名。例如：臺中市、苗栗縣的試教規定

不能使用教具，只能兩手空空的上臺，全憑自己的演技。對於課程內容熟悉，習慣使用

板書，來不及做教具者較合適。總之，不需要全部的縣市都報名，了解自己的優劣勢，

掌握住幾個關鍵機會，可以有效儲備戰力，才有最佳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