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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都是朝向未來的路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04級  

臺中市明道中學 許智淩 

 

  「好可惜。」手機簡訊中出現了指導老師的失望，自己也因為沒能有好的結果而失落。同

時也開始懷疑起當時的初衷，甚至質疑自己成為正式教師的能力。從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就只

能義無反顧地往正式教師的身份努力。回顧過去一年中，經歷了實習、教檢、教甄，過程必定

是辛苦的，但當你從校長手中接下聘書的那一刻起，你會明白過去的努力都是為了這一刻而累

積。 

  雖然目前只是任教於私立學校，但很幸運的能夠在應屆就取得正式教師的身份。這不是終

點，而是讓自己能夠更加精進的開始。希望藉由紀錄過去一年所經歷的點點滴滴，能夠給未來

的考生一點方向與鼓勵，以下主要針對高中部考試的準備過程作說明。 

 

壹、 準備階段 

    「到底要做多少的準備才足夠？」這是很多考生都會出現的疑問，但在考試的期間，

沒有辦法預料到會發生什麼狀況、會抽到什麼考題，所以只能讓自己做到最完全的準備，

讓自己的狀態達到最好。針對考教甄的事前準備，以下分為兩個方向作討論。 

 

一、 你想要什麼樣的實習環境？ 

在大四簽訂實習學校時，你必須要知道自己想在實習的過程當中得到什麼？學到什麼？

必須要先多方打聽各學校的評價、行政實習的業務量、指導老師的教學方式、學校對

實習生的友善程度等等，這些都要在事前做好功課，以確保自己在實習的過程當中能

夠增加自己的經驗，加強自己的不足。有些人會選擇資源較多、競爭較激烈的臺北學

校實習，如此才能夠激發自己的潛力；有些人會選擇離家近、較為熟習的母校實習，

能夠減少額外的經濟負擔，同時也有認識的師長能夠協助。當然，這其中各有利弊。 

    而我選擇了離家近，但卻不是我的母校作為我實習的學校。第一、能減少交通的

時間；第二、能夠多認識不同的師長，增加自己的人脈；第三、學生的程度較高，可

以增加自己的實力。很幸運的，公民科的所有老師都很用心地給我指導與回饋，也在

實習的過程當中提供非常多資源給我，讓我能不斷進步。 

    實習的夥伴也非常重要，他們要成為你的助手，而不是變成你的豬隊友。特別是

在行政實習的部分，如果夥伴不能一起分攤學校的活動，就很有可能會導致你花過多

的時間在熟悉學校事務的運作，大大的減少能精進自己專業能力的可能，甚至連教甄

的門票──教檢，都沒辦法通過。 

 

二、 與其單打獨鬥，不如尋求協助 

    誠如上述所言，進入一個好的實習環境，能夠幫助你快速累積自己的能力。而我

認為自己能夠幸運的第一年就成為正式老師，也是在實習的期間受到很大的幫助，以

下是我認為自己在實習的階段裡，與他人比較不同的準備方式： 

（一） 每一位老師，都是你的指導老師 

    就目前制度而言，每位實習生在教學上都只會有一位指導老師，但如果能讓

所有該科目的老師都成爲你的指導老師，就能有更多不一樣的能力可以學習。 

    因此當我開始實習時，我先徵求指導老師的同意，讓我能夠去觀摩其他老師

的課，如此一來，我的指導老師就從一位變成了五位。每一位老師的教學方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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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都不相同，同樣的課程內容也會使用不同的例子講解，自己對於教材的熟悉

度也會迅速加深。且每一位老師的專長也不相同，有些老師熟悉政治，有些老師

精通法律，當自己有哪部分的能力較弱，或者是觀念不懂時，所有老師都會非常

樂意協助你。 

（二） 實地練習的時間越長，越能不怯場 

    教育部所規定的實習期間是一學期，所以我們只能熟習一半的教材內容。因

此我在一開始就先詢問指導老師，在考完教檢後，是否能回到學校繼續觀課實習。

也很謝謝所有的老師都非常歡迎我，讓我從半年的實習，拉長為一年，雖然辛苦，

但收穫卻是比其他人多更多。 

    加上每位老師我都有選擇一至兩個班級固定跟課，所以我會盡量讓自己每週

都有機會上臺練習，甚至同一個範圍能夠不只上一遍。面對不同班級的學生，以

及不同老師的要求，讓自己的教學內容更扎實，教學的儀態也更穩重。如此一來，

在面對考試的時候，便不會害怕站上講臺，也能夠熟悉講課的感覺，才不會在過

程當中因為緊張而怯場。 

（三） 勇於開口，機會不會從天而降 

    實習期間必須把握每一次能在臺上講課練習的機會，每一次的講課都需要在

事前花非常多時間練習、準備，因此有很多人是避之惟恐不及。但我認為自己私

底下的練習，和真正站上講臺面對所有學生是非常不一樣的，有些時候你自己認

為講得不差，但在教學現場學生就是沒辦法理解，甚至會有學生不停地拋出問題。

為了不讓自己出現在臺上被學生問倒的窘境，就要做好百分之兩百的準備。因此

我會自己主動開口，詢問每一位老師是否能讓我有練習的機會，請他們給我批評

指教，讓我能更加進步。甚至自告奮勇的幫高三的學生做學測前的衝刺總複習，

幫學生解題，也更能掌握學生不懂的觀念，在課程講解上也較能抓住重點。 

    除此之外，針對筆試的練習。我也會寫完考古題後，請不同的老師幫我批改。

學校有非常多老師都有當教甄考試評審的經驗，因此他們較能夠知道答題的方向

以及評審會喜歡的答題方式。不同老師著重的答題重點並不相同，因此自己在筆

試的作答部分會更加全面。 

    這些方式，都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夠達成。詢問老師的時候態度必須要謙卑

有禮貌，並且跟課的時候絕對不能夠遲到。當然，上述的做法必須要先衡量好自己的

能力，以及事先做好時間規劃。否則，如果開口拜託老師給你上臺的機會，卻因為課

數過多沒有在事先做好準備，會在老師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貳、 應試階段 

從教檢放榜，到第一間學校開缺考試，中間的準備時間其實很短，甚至在我報考第一間學

校時，心態也並沒有調適好，只是想著去試試看，而錯失了一次能上榜的機會。隨著少子

化的問題，使得每年的教師缺額越來越少，每當有學校開缺時，看著那一個名額都會懷疑

自己能不能夠順利上岸，但就是要好好把握每一次的機會，讓自己在先前的準備都能夠發

揮到最大，才能將不可能的機會變成自己的。以下關於應試時注意方向，分為三部份作介

紹。 

 

一、筆試 

    筆試是進入教甄複試的門票，幾乎每一次考試都會有超過百人以上報名。因此你

必須要思考，閱卷老師一次要批閱的試卷那麼多，大家的答案也都寫得大同小異，如

何在這麼多份試卷當中脫穎而出？所以我認為在作答時，除了字跡不可以太過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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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閱卷老師不肯多花時間閱讀外，更應該掌握三原則，「快、多、準」。 

    快，指的是寫字的速度要快。通常一次考試的時間從 90分鐘到 120分鐘不等，

但題目的數量以及難易度會影響答題的速度，我在拿到考卷時會先快速瀏覽整份考卷

的題目以及類型，並且要先留意答案卷的數量、是否能跟監考官額外拿取。先稍微構

思各題目的答題方向，分配好作答的空間，以免遇到洋洋灑灑的寫完半張考卷，卻沒

有答案卷能夠完成後半張的狀況，因為發生過這樣的情形，在後來的考試時會特別留

意。平時要多加練習寫字的速度以及字跡的工整度，不可以剛開始振筆疾書，到後來

卻手酸無力，發生明明就會寫卻來不及完成的懊悔之事。 

    多，指的是答題的內容要多。同一份考卷，閱卷老師能夠批改的時間並不多，因

此，想要讓閱卷老師加深印象最快的方式就是答的多。但要注意的事情是，答案多不

見得答題老師就會喜歡，如果沒有適當的分段、標出重點，閱卷老師也不會想要花時

間看你寫的小說。因此，我認為作答時可將答案分成三部分，一開始先簡述題目的概

念，並提出接下來將分成幾個面向作答；而後就以列點的方式先提出該段的要點，以

便閱卷老師掌握你答題的方向是否正確，作答時需要適時的分段、標號；最後則可下

一個小結，回應前面題目敘述的內容，並寫下自己的看法。這樣完整的答題方式，除

了能讓份量看起來加多，也能言之有物。 

    準，指的是作答的方向要精準。前面有提到，在拿到題目時，我會先快速瀏覽一

遍題目，作答時也會開始構想其他答案的撰寫方向。因此知道題目想要問什麼，是非

常重要的。公民科的概念很廣，但大多都以高中課本為核心內容結合時事延伸，因此

熟悉教材的編排重點是非常重要的。務必要確定該題的作答內容是哪一冊的哪一個概

念，確實精準的切入目標，才不會讓閱卷老師認為你只是在填充字數，亂槍打鳥。因

此如同前面所述，先以列點的方式標出重點，將題目或答案中的主要概念釐清，寫下

名字的定義，再補充相關的例子說明或者是佐證自己的論述，也能夠將合適的新聞時

事加入，使閱卷老師認為除了準備考試外，也有在注意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也

是能突顯自己考卷的亮點之一。 

    筆試的過程中除了上述的三個原則外，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要熟悉各版本教材的內

容，更重要的是備課用書中的額外補充。在考完筆試之後跟自己的讀書會、夥伴互相

討論試題內容，以及大家的答題方向，能夠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再加強，下次

出現同樣的題目時，能夠作答得更完整。而我也會將試題中不清楚、不明白的概念隨

即查詢，內化成為自己的知識內容之一。每考一次試，能讓自己的能力再提升，才是

最正確的考試方式。 

 

二、試教 

試教前，必須要先確定好試教的時間、抽題的範圍。在事前準備時，所準備的教案內

容及版面配置需要以最長的時間為基準。每間學校的試教時間不同，多半都是 15分

至 20分鐘，若能事先準備好 20分鐘的教案內容，則可以刪減；但只準備 15分鐘的

內容，卻需要隨機應變的增加例子或概念，很可能會自亂陣腳而表現失常。在試教時，

自己的心態需要先調整好，告訴自己是在「演自己的教學」，因此，臺下的評審臉臭

時，自己也要開心、投入的教學，而不要受到影響。在試教的過程中，有幾點事項需

要注意。 

    第一，確定考試題目。有些學校是抽單元，能夠讓你自選上課的內容；但有些學

校是抽概念，想要看你如何講解；而有些學校則是抽「他們想看的東西」。曾經，我

在應試時抽過不同概念的比較，但有應試者沒有抓住重點，清楚地講解各概念，卻沒

有在試教過程當中呈現最重要的比較，使他錯失機會，所以確定好評審到底想看什麼，



4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板書寫重點。因為寫板書的時間很難一邊講解課程內容，所以不宜寫過多

的板書，也不宜背臺太久，但也不可為了搶時間，讓版書的字跡過於潦草、歪斜，會

導致評審的觀感不佳。也不可單單地講解課程內容，只寫下標題，卻沒適時的抄下重

要的觀念、內容，就沒有有效的利用、發揮身旁的工具。 

    第三，享受自己的舞臺。千萬不要因為抽到可能不是很熟悉的題目，就在臺上表

現出緊張、畏懼的模樣，底下的評審都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必須要臨危不亂，就算抽

到自己沒辦法好好發揮的題目，也要先將基本的概念抓住，清楚地講解，表現自己自

信的態度，讓評審相信你是做好萬全的準備要成為一名正式老師的。 

  第四，要有頭有尾。在開始試教時，要先告知自己要教的內容，盡量不要突然的

就進入課程，也可事先提點上次所學的地方，以便課程連貫。教學的過程中，也可適

時地提醒學生本次的概念和先前內容有哪些部份是有連結的，讓評審老師知道你熟悉

每一冊的教材內容。就算準備的內容還沒教完就已經按鈴，也不要馬上下臺，用一兩

句話替你的這堂課作結，才不會結束得唐突，也讓評審看見你的慌張。 

 

三、心態 

    最後的心態，也是最重要的。也許每一次的考試結束，自己的成績和狀況不如預

期，當一次兩次之後，會漸漸開始對自己失去信心，也會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甚至

開始自暴自棄，但這在考試的過程當中是非常不恰當的。因為當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時，

別人也不會相信你。所以當考試的馬拉松賽開始後，要適時地尋求他人的關心、協助，

夥伴彼此的鼓勵是非常重要的。要相信每一次開出來的缺額就是你的，才能夠以更積

極、更正向的態度去努力、去爭取。 

 

    「天助自助者，自助人恆助之」，在考試的期間，我始終相信著這段話。唯有自己已經做

好萬全的努力，才能夠在應試時無所畏懼，展現最好的自己。也不要因為害怕其他人學走你的

考試技巧、試教亮點，就不願意和其他人交流、分享。這次考試的過程中，我發現因為自己的

不藏私，夥伴會喜歡找你討論，不知不覺中，也會讓自己進步。 

    有失敗，才能不斷進步，因此，如果你與上榜擦身而過也別氣餒，當你看清自己的能力，

累積自己的實力後，成功就會屬於你。祝福每一位老師都能夠順利的進入自己喜歡的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