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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廬的教甄經驗分享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04級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陳晏蓁 

在實習前，總聽系上教授叮嚀我們要在實習期間完成各冊教具的製作，並趁

著在學校上臺機會較多的時候熟悉課程，甚至得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讀三個小時的

書，否則時間稍縱即逝，教師檢定就在眼前，教師甄試也在不遠處迎接，如果沒

能好好把握，這一年間的機會就浪費了。然而當時的我並沒有確切落實每天讀書

三個小時的規劃，直到教師檢定一個月前才確切地完整熟悉應試的科目，雖然最

後也順利通過教師檢定的考驗，但相對於按照讀書進度熟悉教學相關理論的同學

而言，我的教育科目筆試功力明顯薄弱許多，甚至自己對於教育科目也並沒有系

統性的架構理解，因此在考後需要更多的時間重新再研讀相關的理論和考用書籍，

才足以彌補考前惡補理論和比較分析的錯亂。 

教師檢定放榜後，我便開始以上榜為目標準備教師甄試，雖然購買了許多教

甄考用書練習，並蒐集教育相關的時事報導，也幾乎每天利用免費題庫網站阿摩

練習，但對於多變化的考題卻是越來越沒有信心，常常在練習教甄考題時覺得非

常沮喪，總有沒讀過的理論和學者，對於申論題的練習也沒有信心能夠獲得評審

的青睞，我就在質疑與練習的過程中度過了絕大部分的應試準備時間。然而更讓

人沮喪的不是自己對於教育理論的掌握程度不夠完備，而是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

去卻彷彿沒有任何開缺的跡象，每天查詢各縣市開缺卻總是沒有公民科，反倒是

特殊教育各領域在好多縣市都開出了漂亮的缺，看著身邊特教系的同學一個個上

榜慶祝，在臉書上直播自己的撕榜過程，一方面替同學感到開心，一方面卻也對

自己感到更失望，漸漸地對自己也越來越沒有信心。 

日復一日的考題練習和筆記複習，寫過的教檢題目再寫一次再看一次，網路

上分享的神人筆記每天都在瀏覽，本該因為重複練習題型而更有自信，但我卻覺

得心越來越慌，每天都好像為了一個看不見盡頭或是根本不存在（不開缺）的目

標而努力，甚至連查詢各縣市有沒有開缺好像都成為自己巨大的負擔。此時此刻，

不同領域的同學們有的人已經考上了公職，有的人就讀研究所正在寫論文，有的

人出國遊學開拓自己的視野，有的人已經在各自的領域找到自己的價值和興趣，

每天在臉書上傳自己工作的小確幸，「那我呢？」，這是我找不到答案卻又一直縈

繞在心頭的問題。漸漸地，我對於今年度的教師甄試不抱有太大的期望，也沒有

往日那麼積極地練習和準備，反而開始為自己盤算就職的可能性，心想最糟糕的

情形就是今年度和教師甄試無緣，沒有任何的工作，但再怎麼樣也絕不能成為標

準「畢業即失業」的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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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第一場教甄開始了，高雄市開了一個獨招的國中公民缺額，我重複點

進網頁確認「真的」「真的」「終於」開缺了，內心按捺不住地激動伴隨巨大的壓

力襲來，因為我很清楚自己已經有段時間沒有以往積極準備考試的動力，但心想

或許這可能是今年唯一的機會，硬著頭皮再把之前準備考試的筆記和考用書再搬

出來惡補複習；接著令人意外地，新北市也開了兩個缺，兩場初試就在隔天，我

也因此開始了人生中第一場巡迴考試。在第一場教甄結束後，我深刻感受到自己

的不足之處，在前往臺北住宿的火車上重複翻閱自己的筆記整理，深怕一鬆懈就

直接與今年僅有的機會說再見，更遑論這兩次考試所繳交的報名費、車資和住宿

費已經幾乎是我一個月生活費的三分之二。 

到了青年旅館入住後，我發現絕大部分的房客都是要去應考各科目的教師甄

試競爭對手，本該氣氛輕鬆的聊天室充滿抱著厚厚考用書的考生，大家都很積極

地用僅剩的幾個小時做應試準備，整個晚上不乏有人買著熱騰騰的咖啡走來，聊

天室充斥著討論聲、翻書聲和咖啡的味道，我也看到許多大學宿舍同窗的熟面孔，

心想這看似宿舍期末考前的光景，卻是決定今年度大多數人能否就此踏入教職生

涯的最後一晚，光是想想就感到極度地焦慮。隔天，我起了個大早想佔個好位置

在多讀下筆記，卻發現早已有不少人在聊天室讀書，有些人甚至穿著睡衣和夾腳

拖，似乎是挑燈夜戰一夜沒有睡覺的臉孔散發著「我要上榜」的強大氣場。儘管

此時此刻，我並不曉得這些人之中誰將是我的競爭對手，但可以想見的是這場教

師甄試絕對會是非常激烈地廝殺，果然在到考場後發現共有一百多位考生和我一

起爭取僅有的公民科兩個名額，而且絕大部分的競爭對手還是我的同學、學長姐

和研究生助教，而我前一個考生空位，是已經上榜的同學，當下的感受難以形容。 

完成第二場教師甄試的筆試後，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和行李回家，等待放榜和

新的正式教師缺額，因為有了前車之鑑，雖然覺得疲憊但我也不敢貿然鬆懈教師

甄試的筆試準備，終於在七月初迎來了第三場教師甄試，臺北市終於也擠出了一

個缺額，懷著忐忑的心情，我估摸著大概真的是今年最後一次的機會送出報名表，

報名人數比前兩場少了許多，我有種直覺覺得這會是我不容錯過的大好機會，所

以盡我所能地做足準備。很幸運地，我順利進入複試，終於在繳交了這麼多的報

名費、住宿費和通勤費後，好像看到了一點希望，趕緊在期限內完成報名。這一

次，為了複試報名，我搭了快六個小時的火車，燒了近八百塊的車資，只為了本

人攜帶證件和教師證等不到兩分鐘的審核，雖然耗時耗力，但我曉得這是成為老

師的必經之路。 

最後一場教師甄試，進行了團體面試和個別口試，與至關重要的教學演示，

我自認為在團體面試和個別口試中都盡可能讓評審看到我的積極參與和自信，然

而在教學演示時，我的腦海裡緊張和空白多過於自己對於課程表現的自信和熟練，

最後在與評審的對話過程中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也明白自己準備的教學方向與

評審所希望看到的總複習模式有所出入，當然這也意味著我搞砸了今年度最後一

個機會。在誠心感謝評審的指教後，我拖著教具行李箱一步步前往回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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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但確實心裡也不好受，連午餐是什麼味道都想不

起來，就這樣提升了自己的初出茅廬教甄經驗值。 

回首這幾次的經驗，我總結了幾點重點提醒自己，那就是「不到最後關頭，

絕對不能先放棄或是洩氣」，因為那正是自己超越競爭對手，抑或是別人大幅領先

自己的大好時機；再者，「面對每一次的挫敗都能從中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處」，

要盡快針對弱點做補強，才有機會與別人競爭最後的位置；最後，「沒有最努力，

只有更努力」，就算自己覺得已經全力以赴時，看到別人認真應試的模樣真的還是

會覺得難以匹敵，絕對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自我感覺良好，因為那只是自掘

墳墓的最佳藉口，對於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沒有任何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