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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位教授帶著一個大玻璃瓶踏入教室，首先他把一塊塊拳頭大

的石頭仔細地排放入瓶中，直到石塊高出瓶口，再也放不下，他問學生：「滿了嗎？」大家

異口同聲地說：「滿了。」教授又拿出一些礫石，倒入瓶中，把石塊間的縫細填滿，他又問：

「滿了嗎？」有了剛剛的經驗，學生不那麼確定地回答：「可能還沒滿。」教授接著又拿出

一桶沙子，將它慢慢倒進瓶中，沙子填滿了石塊和礫石的所有間隙，他又一次問學生：「滿

了嗎？」「沒滿！」學生們大聲說。果真，他又拿出一壺水，將它倒進玻璃瓶直到水面與瓶

口平…。這個故事帶給我們什麼啟示？很多人也許會說時間管理是很重要的，但還有一個

更重要的道理隱在表象之後，那就是：如果你不是先放大石塊，那你就再也不能將它放進

瓶子了，人生最重要的事，亦然。 

每個人最重要的事不見得相同，如果你現在正忙著為教師甄試奔波，請靜下心來問問

自己：這是不是我人生重要事件之一？而許多校友或多或少都分享了一些準備的方向與應

考的技巧，但個人認為：最重要的第一步應該來自於對自我的了解、對環境的了解，之後

才真正的去做決定並且踏實執行，才不會盲目出征，不知為何而戰。 

貳、自我與環境的評估 

一、自我評估 

（一）自我探索：很多關於自身的問題看來雖然八股無聊，但是卻非常重要：你為

什麼想踏入教育界？你的核心特質、興趣和教師角色是否相互謀合？在與學

生互動相處的過程中，你是否感到喜樂遠大於厭煩？這些問題的答案，不需

要冠冕堂皇，但永遠永遠需要對自己真實，值得好好思索一番。 

（二）自我分析：你是個年輕的、師大剛畢業的、經驗不足的小小菜鳥，請問你有

何優勢與限制？個人認為：師大人優勢在於牌子老、信譽好，多數人還是肯

定師大培育健全師資的專業性，而四年潛移默化薰陶身為人師的教育理念以

及核心價值觀，更是你的絕對優勢；加上目前教育界的先進先賢中，不乏許

多師大校友，只要你夠優秀，他們總是願意提攜後進。但一般修畢教育學程

者，普遍有研究所以上的較高學歷，或有其他專長能配合課程的變動，有的

甚至已經有社會歷練，態度成熟、更為積極；再相較於你的年輕，年輕可以

代表著熱情、虛心有彈性。以上的優勢或限制都不是絕對的，重點在該如何

行銷你的專業風采，司迪麥不也因為一句「我有話要說」而締造了七億的業

績嗎？ 

二、環境評估 



即將飽和的〝市場〞：「小一新生 270,000 人，較歷年平均人數少了 30,000 人，少子的

趨勢將使教師員額逐年減少 1,000 名。」、「退休潮即將告一段落，三年後不再有教師缺額。」

看著這麼令人驚心動魄的數字，再對照著愈來愈多人搶著進入教育界，愈來愈多人將教師

甄試當作市場一樣競爭，甚至十萬流浪教師的聳動，你，了解你想要進入的地方是個什麼

樣的環境嗎？ 

（一）不加薪卻加心的行業：薪水三萬八左右起跳，逐年微幅調整，也沒有大企業

的 N個月的年終獎金，但是師生互動的愉悅、對學生進步的欣慰、家長、學

生真誠的敬意與感謝就是身為人師最加心的加薪。 

（二）雖放寒暑假卻不輕鬆的行業：教育牆外的人無不一再稱羨，老師真好，有寒

暑假、錢還照領。但平常上班時間的嚴重超時、過量，卻不是大家看得到的。

如果你是導師，你要身兼數職，如：保姆、警衛、法官、教師、陪讀小書童…

等，還得保持 24 小時專線暢通；如果你是科任老師，一週 20 節上下顧定時

數，加上第八節，同一份教材，講個十幾二十遍，改到手軟的作業、考卷，

這對沒有充分的熱忱或是與學生相處無興趣的人來說，可是一大折磨；如果

你是教師兼行政，除了繁重的行政工作，還視學校規模大小有一定的授課時

數，角色扮演上更需要彈性，隨時換了心情就能上課、面對學生。至於寒暑

假的留守那更是無庸置疑。 

（三）變動中的〝既得利益〞：而所謂的放寒暑假，已經有愈來愈多的學校傾向鼓勵

教師利用寒暑假研習、進修，甚至召開領域內的研究會，預先排定下學期的

課程計畫。如果只是為了寒暑假而踏入學校，你認為呢？ 

參、為自己出征 

如果以上現況你都了解也下定決心要成為教育界的新血，那，為了要成為一為正式教

師，你該做些什麼準備呢？ 

一、應考筆試 

這是整個教師甄試的第一個關卡，一定要過了再說，筆試最重要，沒過再怎麼優秀也

沒用，所以，請告訴自己，我一定要過筆試。 

（一）釐清準備方向：目前聯招與獨招的考試方向很不一樣，聯招多重選擇、填充、

簡答等題型，獨招則是申論式題目。 

1、根據前兩年的經驗，聯招考試雖然競爭，可是考試的題目卻沒太大的鑑別度，

能通過考試的秘方就是「趕快背、努力背、用力背」，再加上「源源不絕的好

運氣」。 

2、獨招的考題也很多元，如：目前重點政策、學校主力工作項目、學校本位、

特殊文化、各式議題輔導、實施計畫、班級經營、教育理念、主題教案…等。

要能脫穎而出，書寫的方法及呈現方式很重要。 

3、針對以上兩種形式的考試，你可以找坊間看來順眼的考用書幫忙作重點記憶，

或者也有人利用補習班加強，個人則是與同學共組讀書會，共同作筆記、討

論。重點是將時間分割清楚，白天工作認真，但晚上回家後一定要有時間好

好讀書。 



（二）獨招筆試：精簡扼要，採三段式論述 

1、前言 2-3 行，審題接題，言簡易賅地說明你對題目的看法，宜妥善應用含有

教育味的語言呈現。 

2、內文分標題及內容，標題為骨架，內容為筋肉，讓版面更簡潔有力。 

3、結語 2-3 行，可適度引用經典名句、適時表現你對教育可塑性的希望與對教

育熱忱理念。 

（三）預先準備，例如考教案時的格式、實施計畫的架構等，都可以有效減少你構

思花費的時間。平常練習時嚴守一題不超過 20 分鐘的限制，因為考試絕對沒

有那麼多時間讓你慢慢磨。 

二、應考試教 

（一）教案教具不可少 

1、準備萬用道具，不論什麼主題都可以拿來運用。 

2、以一、二套教材為主，注意簡章若不是該教材，但又是你的主力學校，再額

外準備。 

（二）以發揮個人特質為主 

1、首先在態度方面，盡量表現得很 high、有活力，善用肢體語言、表情，教室

走動別忘記，配合眼神的掃視 

2、講話清楚別太快，重點關鍵字可以重複，加重語氣。 

3、除非主題特殊，例如：悲傷輔導、班級特殊事件處理，不然一定要很有活力

喔。                                                                       

（四）結構化呈現 

1、雖然只有 10-15 分鐘，但仍要完整演出，有頭有尾。 

2、三段式：引起動機、正式活動、有力的結語為最主要的基本架構。 

3、萬用引起動機法：小遊戲有無線引申的最好用。或是回顧上一節課的內容也

差強人意。 

4、萬用結語法：預告下次內容、指定作業，或是宣傳相關活動，如輔導室舉辦

了 XX 活動，或延伸閱讀、介紹相關書籍等。 

5、三個部分的時間分配事先拿捏好，上場前別忘了花個兩分鐘把流程跑一遍，

再提醒自己課程的目標，最重要的、想帶給學生的是什麼。 

（五）其他撇步： 

1、可以先準備幾個名字，以免一緊張就忘記要叫哪個學生回答。而這可以顯示

你是個樂於與學生互動的老師，因此，不要用「小明」這種看來就是假的名

字。 

2、所模擬的學生答案要貼近學生的語言和想法，呈現真實學生的      

各種想法，讓評審知道你是了解青少年的。 

3、也可以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引導，方便自己等一下的流程推展，一方面順水推

舟處理學生的反應，就可以表現出你的球接得好。 

三、應考口試 

(一) 準備自我介紹 3至 5分鐘 

1、很好的自我行銷的機會：這種題目要把握，個人是用簡歷當作底稿，幫助自



己有條理的描述，但要把原來條列的東西講得像故事，才有吸引力。 

2、主導問話方向：記得宣傳自己得意的部分，若是引起了老師的興趣，就能引

導接下來的問話方向。例如：個人行政經驗豐富，我就會說我從高中大學時

代就接觸社團，在學校裡喜歡接觸行政，在行政工作上覺得熱情夢想…之類

的。 

3、特殊事件增加印象：如曾在實習這年得過什麼獎，參加過什麼活動等等，都

可能為你加分。 

                                                                                 

(二) 個案經驗 

1、預先整理之前接觸過的學生類型：分類說明，如數家珍，可以給人你實務經

驗豐富的印象。 

2、預先準備一個個案：不論題目是印象深刻或成功經驗，只要有關特殊學生問

題處理的題目，都可以以此為底，稍加修改即可。 

3、吸引人的關鍵：把它講得像故事，人都愛聽故事。但要拿捏，避免太過冗長、

鉅細靡遺，大概說一下個案的類型，開始接觸時的經驗，波折或是轉機是什

麼，最後怎麼樣了…。 

4、畫龍點睛：這類問題，最重要的是對你的影響或帶給你的學習是什麼。評審

如果有興趣，會繼續問下去，就算沒興趣他也會打斷，那就再接招吧。 

       (三)特殊類型的學生輔導策略 

1、常會有情境題：這類題目評審通常會有一個情境，先大致說明學生狀況，然

後問你要怎麼處理。 

2、定下心，仔細聽：先有個心理準備，學校會問可能是他們也曾遇過這樣的個

案，可能很棘手，或是評審之中有這方面的專家。不要自己嚇自己，把學生

狀況聽清楚。 

回答模式： 

(1)先同理這類型個案處理起來有其難度。 

(2)如果有類似經驗，可以說明之前如何做，你覺得如何做可以更好。 

(3)如果沒有經驗，你可以事先預找一個教熟的理論做背景回答。 

(4)處理部份說明工作分三階段：建立關係、工作階段、後續追蹤。 

(5)在工作階段結合理論，例如跟個案談話、運用認知行為技術、澄清個案的

非理性想法、解釋認知是如何影響它的生活，把你的專業帶出來。 

(6)虛心求教、團隊合作：與同事討論求教，跟學校行政體系、導師、科任老

師、個案的同儕團體等，適時帶入你的輔導策略，將會更完善。 

(7)問到 XX 輔導要怎麼做：記得要讓格局大一點，結合學校行政力量、導師、

科任、同儕、家長、社區、醫院等等，但避免太過空泛，可挑幾個做簡單

說明。 

(四)評審心理  

1、聯招的評審比較不會針對個別學校需求發問，因為他不知道你會去哪一個學

校，所以，他會比較找多功能全方位的老師。 

2、目前多半行政缺流動大，他們多會要找有行政意願跟能力的，同樣是問行政意



願，建議可以主動積極點。一個回答我願意接觸配合，跟另一個更進一步回答，

我對行政的相關接觸特殊、得意經驗，從事的心得以及後續的期許意願，後者

的答案會較有利。 

3、評審多是各校的主任或校長以上的長官，回答問題莫小里小氣，格局大一點，

不只回答輔導室該做的，還要結合其他處室比如問生涯輔導，我會說學生的學

習狀況以及生活適應跟生涯輔導息息相關，所以結合教務處、科任老師，做好

基礎的學習，跟訓導處的多元化活動結合，啟發多元智慧，促進生涯興趣的探

索之類的。(這都是可以先打好底稿的)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報名部分 

1、七月開始排定細部的時間表，一方面維持唸書習慣，但可妥善分配時間，用來

加強教具、熟悉教材、各式期刊，以及精緻化個人資料檔案。 

2、隨時注意就業輔導組的甄選機會，如果考試日期若有重疊，可以多問問已在學

校服務的學長姐該校風評或是需要何種人材，當作你取捨的依據之一。 

3、衡量時間精力，排定優先應考順序，如：高中是否先於國中、聯招是否先於獨

招、北部是否先於外縣市？排定屬於你自己的先後順序，免得因緊張焦慮而盲

目奔波，而且也能及早針對不同考區、考法的特殊要求有所準備與因應。 

4、報名當作去觀光，可與朋友一同前往或互相支援，順便逛逛校園，可能用得上。 

5、參觀各校網站，幫助你在最短時間掌握該校的特色、重點工作項目、獨特的社

區文化等，都可以讓你的考試表現更貼近學校。 

6、最簡單的事千萬別便讓它變成煩惱的開始，證件、郵票、信封一次備齊，放在

固定的地方，隨拿隨用，免得因為一時匆忙東漏西漏，搞得心情不佳，甚至延

誤報名大事。 

(二) 服儀部分 

1、唸書唸累了，也可以去打點戰袍，轉換心情。 

2、基本要求：亮色、有精神、整齊合宜、勿暴露 

   女：裙褲不拘(裙者佳、穿絲襪)、包鞋 

   男：襯衫、西褲、皮鞋 

3、適度化妝，讓整個人更有活力。 

4、熟悉戰袍及妝，避免新衣上身不自在。 

肆、心理調適 

一、積極的自我對話 

「我們每一個人都會和自己交談。所談的內容能決定我們生命的方向及品質。」

-Butler(1996) 

自我對話甚至自我應驗的神奇效力，相信大家鐵定不陌生，正面的自我對話促成快樂、

自信與堅持的勇氣，反之，則帶來頹喪、自疑與放棄的退縮。你以為教師甄試是與別人的

戰爭嗎？事實上，愈是考到最後，你愈會發現最大的敵人往往就是自己。 

二、過程也是收穫 

「每一個問題都會帶來一份禮物，它會使人生豐盈起來」-人生的四大秘密 



教師甄試一路走來雖然辛苦，但也因為它的龐大壓力，為我們帶來的常常是人生很重

要的問題，在這個情境中，我們因而更認識自己，或提高了挫折忍受力，甚至重新審視自

己過份以別人的評價為評斷的核心信念…，每個人從中都將有獨特的收穫與成長。如果，

你的出征不是表面上的順遂，那請用你的心去感受，才能體會這所謂「人生的禮物」。 

三、為自己喝采 

「總有一個最適合你的地方、有一群最需要你的學生在等著你，莫忘初衷！」 

    考試過程中，那種煎熬與自我懷疑，真是讓人刻苦銘心，也許有人會開始懷疑自己到

底適不適合當老師？也有人則是對於眼前的教學工作與準備自己的考試感到兩難。為了你

的熱忱與夢想，更為了即將與你相會的學生們，請相信自己，莫忘初衷。 

伍、結語 

長篇大論，不外乎是抱著感恩的心情，希望能將以往學長姐的幫助，也帶給積極熱忱

的師大人，最後僅以「Don＇t let them clip your wings, cause I believe you can fly！」

這句話，預祝各位學弟妹們，能夠乗著風，展翅高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