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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雖迴，但隨路轉仍可到達山頂 

東亞學系 102級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廖翌倬 

「我知道這條路很難，只是沒想到這麼難，痛苦到好幾次都想算了。但每當又一個

人大哭的時後，就告訴自己：『現在放棄，前功盡棄。』」打下這些話紀錄這些日子走來

的心路歷程的時後，我剛抱完媽媽，還吊著兩行淚跟她說：「上了！」 

當年研究所只報考了臺灣師範大學，就是希望自己朝著教師這條路前進，接受最完

善的教育專業訓練，而毅然決然推辭了母親希望我接管的幼教事業，準備教甄期間，老

實說我後悔了，因為不知哪來的衝勁說要自己考到教職，前方的路著實曲折。因為碩班

才開始修教育學程，心中明白起步算晚，修課也就特別勤奮，而將目標設定在拼高中教

甄，也就安慰自己「碩士的程度是必須的、也是更扎實的。」兩年做一年半唸，本以為

可以早點實習，沒料到在最後一個關卡才被告知「教育學程沒有修滿兩年」是不行的，

因為這樣，準備好接受磨練的自己硬生生被多拖了一年，晚半年實習、晚一年教檢。無

預警的這一年，不是拖時間等著教檢與教甄，我多方兼高中家教，讓自己熟悉高中課文；

擔任補習班教師，學著與團體學生互動；兼任國防大學講師，培養站在臺上的自信；回

想這段時日，自己那顆一心想要進入教育界的念頭更加迫切，的確，有時候「時間」是

最好的沉澱器，過濾掉那些不夠堅定的，留下能不斷接受稜磨的。「心志」必須先準備

好迎接挑戰，等時機一到，才能一躍而飛。 

二月到七月實習時，看著上學期實習的人回報教檢通過的消息，多希望自己也是那

班列車上的一員，化這份無可奈何的力量為推力，實習期間我每一課都備，先自己備過

後，聽實習指導老師再上過，課後也會跟教師討論不同的意見，還記得曾直接被老師批

說解讀古文能力不足，哭了很多遍，但也更努力查期刊或不同教法，我相信這日後都是

自己的教學資源。實習時參加了師資培訓生的「五力競賽」，多一次機會磨練與聆聽教

師的意見，該次獲得第一名的佳績有如一場及時雨，也更堅定我教師這條志業。學期結

束後，因為下學期實習人少，自己又是碩士班才修教程，沒有讀書和備課的夥伴，我一

個人繼續備課，很孤單但自主性高，我從實習的學校拿到龍騰版教師備課用書四冊；雖

然高中國文版本多，但從教育部規定的三十篇古文開始是基本功夫，不過我是選自己熟

悉的課文如〈赤壁賦〉、〈始得西山宴遊記〉開始，讓備課的感覺容易上手，同時也設計

十五到二十分鐘的教學演示版本，包括板書（分顏色）、講示順序、動機和作業、學習

單等；當然，為了避免一成不變的劍齒虎教學法，三十篇的部分我都有善用師大的電子

資源，從期刊和小論文中探尋不同的教學法或解讀角度，讓自己能夠在複試試教時給評

審煥然一新的感覺，不會因為是新手教師而阻礙了我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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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學演示準備稿 

（上半部為橫式的板書，下半部為提示自己的課文內容與講稿） 

準備的期間，不時會有種迷惘也迷失的感覺，因為不知道自己投入了這麼多的心力，

是否會有回報，也會有「找別的工作就好吧」的鴕鳥心態；但這麼做就違背了自己的初

衷，所有的堅持也都會成為泡影，唯有自己才能掌控自己的未來，要記得不斷地與自己

對話、信心喊話。今年一月，我暫時先放下備課，開始準備教檢，沒有通過教檢，一切

就是免談，「do or die」，要有這種警覺，備感壓力之下也要放手一博，不要覺得高中獨

招不考教育科目就隨便六十分過就好，因為新北聯招和我後來考的北大高中都有考教育

專業課目，後來我以平均八十一分過教檢，確立自己破釜沉舟的決心。 

橡皮筋拉久了是會鬆弛的，等待教檢放榜期間我給自己放了幾天假，騎腳踏車環花

蓮和臺東，人家說這是一種自虐的行為，但身體的勞累換來心靈束縛上的短暫自由，才

能夠發現最深沉的那份執著一直都在。再次上發條，回來後高中獨招已經開始，獨招能

選校，我跳過了南一中、中山、成功等名校，算是一種沒有在公立高中教學經驗的自覺

吧，希望以自知之明來減少落榜那種失望感，抱著「先試試看水溫」的態度，沒想到第

一間南胡高中就進了複試（1／119），算是這段期間努力的一點驗收，但進了複試反而

更緊張與恐懼，不知道會抽到什麼題目，又尚未準備完所有版本課文的情況下，等待複

試的四天幾乎食不下嚥，只能每天告訴自己，「一天備一到兩課，做多少算多少，總之

不能停下腳步」，雖然當天抽到〈典論論文〉是有準備的課文，但閉關自守的結果就是

內容詮釋不符合教學現場的需要，重重摔了一跤難過了好幾天，覺得自己沒有好好把握

機會、覺得沒有教學經驗口試就備受質疑，在那之後的其他兩間我都在低氣壓中渡過，

記得哭著走出考場，一個人拖著疲憊又受創的身軀，打電話和媽媽哭訴，她給了我很大

的安慰，我再次放下考試，到南部外祖母家思考自己面對挫折的態度，三天假期後我記

錄下這段話： 

雖然每考試一次，就必須接受一次挫敗，掉一次眼淚。但只要有所成長，一點點、

一點點的，目標應該就不遠了吧。別被體制打倒，這就是霸權的遊戲規則......。我弟說：

「才第一次投籃，妳就敲到籃框了，多投幾次，球就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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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調整心態，回到算日子等考試的日子，雖然和平高中的筆試差一分，但又抓到

了答題的感覺，古文三十篇的基礎打好，基本上答題都不會一片空白；同時間，我開始

反省之前的備課，找了唯一認識的國文所學弟一同討論〈典論論文〉的詮釋，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站起來，兩個人激盪出許多知識的火花，雖然花時間，但重要的大課就是要抓

到亮點，才能不再犯錯且成為抽到能自信演示的一課。全國聯招和新北聯招也差不多在

這時間開始報名，這時會有一種「弄報名就腦筋錯亂了怎麼念書啊」的感覺，但也更加

證實了「準備要即早開始」，不要到關鍵時刻因為報名而打亂了步調。其實，這期間的

無力感，還有拿不到備課用書而無法準備的窘境，版本多而每間獨招要求都不同，常呈

現焦慮的狀態，脾氣也容易不好，但所能做的，就是想辦法找到目錄和課文，一步一腳

印的慢慢做，沒有備課用書還有期刊和自我觀點，只要每天有進步就能更接近目標一點，

而家人的包容讓我準備的很踏實，不過，在這之前要先讓家人明白教甄的「遊戲規則」，

不然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容易被唸死，因為不懂的人總會將你的失敗說成你不夠努力，

而無法讓家人成為你堅實的後盾。 

夏天的腳步近了，我告訴自己，敲了這麼多次籃框，至少還有全國聯招，或者還有

季後賽（代理），心境逐漸趨向平靜而不再患得患失。第六間獨招我考了國立華僑實驗

高中（2／150），在考之前做了一個雙頭蛇瞪著我的怪夢（考試期間其實一直做教書、

抽題、演示的夢……），我把它當作好兆頭，很平靜地搭了一個半小時的車去考試；考

題非常難，挫折感又湧現，但仍堅持寫完每一題，放榜後才知道原來覺得難的不只我，

大家普遍分數都不高，我幸運以第五名進複試；兩天後北大高中初試放榜，第一名的成

績讓我知道感覺又回來了，我必須繼續往前衝，就算仍感覺自己像被迫上陣的士兵，手

無寸鐵但仍不甘心未戰就投降。華僑的複試有規定版本，雖然不是龍騰版，仍不致於讓

我在準備時毫無頭緒；北大還規定要教學錄影檔共兩段、五十分鐘，我一段用實習期間

的影片，另一段情急之下拜託實習學校借一堂課上，「實習學校是你最堅實的後盾」，所

以記得要給實習學校留下好印象。這次華僑實驗高中的複試距離上一場複試的落敗間隔

一個月，這期間我不但持續備課，也利用三個晚上時間進師大空教室練習站上臺講課，

計算時間和練習講課內容，即便最終沒有抽中練習過的課程，但站在臺上的感覺不至於

覺得陌生或生澀。考上的這間我反而抽中的是完全沒準備到的〈樂府詩〉，當場是慌了

兩分鐘左右，緊張到找不到筆且腦袋一片空白，的確，教甄還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運氣，

也是因為沒有備到，才想說「豁出去了」，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把同一時期自己所熟悉

的古詩也參進去一起演示，平時解詩的功力也幫助不少。不管如何，抱著順順講完這十

三分鐘、感謝對方給我的機會、就算緊張也要展現自信的心態，開始後反而因為沒有侷

限和退路而表現自如，還在臺上唱起相關的歌曲；隨後的口試，要記得先耐心傾聽委員

的問題，想好再回答，不要像我第一次進複試迫不及待的要回答，回想後我想這容易讓

委員覺得你很莽撞。還記得華僑實驗高中委員問我：「你的優勢和劣勢」，我先回答劣勢

「自己沒有正式進入教學現場的經驗，但我已經準備好了」，再回答優勢「求學過程中

的累積的國際觀」（高中至研究所階段都出國研修過），這也投該校所好而回答，總之，

先虛心再拿出自信，才不致於顯得驕傲，社團經驗也是加分所在，特別是有辦過活動的

話可連結到行政的問題，如學生活動組。我不知道我自己表現的如何，因為試教抽到不

熟悉的，當時帶著「至少我已經盡力了」的念頭，也發願上了就不再考北大高中複試的

那種注定的緣分，還記得點開榜單那天是捷運恐怖事件的前後，閉著已經不知道失眠幾

天卻仍很有精神的雙眼，睜開那刻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正取一欄。 

教育本就是一條謙卑的路，考試讓自己知道有所不足，教書後也要有不斷精進的自

覺；站在屬於自己的講臺上，若沒有臺下學生的喜愛和對教學的熱忱，知識仍舊無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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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如果不希望這條教甄之路拖得太長（因為真的很痛苦），如果明白這就是夢寐以求

的目標，那麼，請備好一顆堅強的心和正常作息的健康身體，也別忘了在培訓與實習的

過程中不懈怠地累積自己的能力，然後在最關鍵的兩個月放手一搏，第一年上榜不是不

可能，因為堅持到那一刻，你就能創造自己的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