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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能在實習完這一年馬上考取教師一職，除了靠拜拜求心安之外，還加上

一點運氣，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努力以赴」，今天才得以嚐到這苦盡甘來的甜美

果實。 

首先要與各位分享的是「信心」問題。其實在我考上台中縣教甄之前，已經

碰了無數次壁，因為根據前輩經驗，一般高中提前報考，可以去試試自己的實力，

因此根據超好用的「實習輔導處」網頁，讓我上網一查便排定了八間可以報考的

中部學校，因為過去就常聽到很多學長姊雖然在國中實習，可是照樣可以考上高

中職的缺，抱著僥倖的心理這八間我全報了，但是當我考到第四間時，我開始盟

生退意，因為這四間全部都在一試便被刷下來，我告訴自己那是因為我這一年都

是在念教育科目，從來就沒有準備過國文的專業科目。緊接著台北市國中聯招的

日子來臨，雖然教育科目全對，但照樣的我仍然沒有辦法通過初試，於是收拾好

心情，我又陸續把已報名的剩下四間高中考完，結果還是一樣，不管是不是差零

點幾分，初試還是過不了，我還是告訴我自己「因為我並沒有全心在準備高中」，

話雖如此，內心深處，信心還是深受重創。七月份在猶豫間又報考了高雄市的國

中聯招，同樣傷心的結果又上演了一次，因此，最後一個地方，剩下最後一個地

方了，我只剩七月十六日十縣市聯合的最後一次機會了，沒有猶豫，心中納喊著，

我一定要考上自己的家鄉—台中縣，放榜後，成為台中縣聯招的國文榜首，我只

想告訴大家，再苦的日子都要撐過來，歷經了十次落榜(八間高中+台北市+高雄

市)才考中，把這段心路歷程寫出來，希望能讓深陷痛苦深淵的人產生一點信心。 

該念什麼書或如何準備，相信很多學長姊都已一屆一屆傳授下來，在這邊我

提出的是比較枝節細小的問題，也是實習時自己的經驗，在此提出來供大家參考： 

一、實習這一年 

(一)、讀書方式 

實習時，與兩個實習同事組了讀書會，一個禮拜兩次，平常是各念各的書，

讀書會時間一到就是拿出題目大家一起做，那份題目是由其中一位實習同事提供

的一本書，對完答案後，針對有疑問的題目大家共同討論解答，而我的習慣是，

像這樣不熟或做錯的題目，我一定會拿出志光戴帥的書把那一題找出來畫線，若

是書上沒寫到，就直接把題目抄在空白地方，並且那一部份的前後章節都再看一

次，這樣做的好處是把不熟的東西又讀了一次，等到整本重新再複習時，畫線部



分又達到醒目提示的效果，再次加深印象，所以這些原本不熟的，因為這幾個小

步驟便會越來越熟悉。 

(二)教學方面 

在觀摩指導老師上課時，從老師講解課文中，可以看出老師對課文的感受，

有時會有與自己不一樣的觀感，或是連想都沒想過的例子，畢竟初出社會的我人

生歷練不足，思想不夠敏銳，表達方面也待加強，因此這些例子抄在課本上後，

一年下來，對於準備試教時，那都是一筆寶貴的資料，可以觸發很多靈感，可以

想出別人想不到的點子。 

另外，知會指導老師後，也可再去觀摩多位不同風格老師的上課方式，不論

是資深老師或剛進校的老師，甚至不同科別的老師，每一位都有長處可取，尤其

聽完他們上課後，可以再與他們做討論，一段談話下來，會激發出許多想法，回

去整理後，對於日後教學生涯幫助很大。 

總之，就是秉持著即然要待在實習學校一年，就不能入寶山而空手回來，即

使沒有機會去觀摩的老師，逮到機會也能與他們聊聊這些問題。 

(三)行政方面 

我們的行政實習是各處室輪值，平時待在圖書館，輪值的處室有需要幫忙時

再到處室協助。由於是輪值方式，我們得以與所有主任、組長及所有行政人員認

識，在與他們聊天的過程中，可以提出一些時事問題與主任組長討論，例如體罰、

髮禁問題，問問學校都如何處理，面對教育部的政策學校如何因應等，在問的時

候自己也必需先有一套想法，擔任行政的老師們講出來的觀點通常就像屆時口試

時的評審委員，因此，例用行政實習時一來一往的聊天中，可以以較輕鬆的方式

來練習未來的口試，而且透過與主任組長們的對話，也可以更釐清自己的觀點。 

二、踏上試教戰場 

(一)準備方向 

教甄的名額逐年減少，面對多粥少僧多的情況下，如何勝出成為一大考驗，

因此，我在準備試教的課文時，秉持一個原則—讓評審對我的教學內容留下深刻

印象。過去會有學長姊提供萬用教具給學弟妹參考，例如加分板的應用，但是當

每一位應考人員都使用加分板為自己的教具時，評審也習以為常，並不會為這項

教具特別加分。 

所以當公布試教版本及範圍後，我開始為每一課想出一個特別的教具出來，

哪怕只是一張圖片或一份剪報，都把它放大加個美編再拿去護貝，然後上課時，

就要充份利用這項教具，像在演戲一樣把它當成道具，例如我準備南一版第四冊



的「青蛙實驗」時，就真的用壁報紙折了兩隻大隻的紙青蛙，背後貼上磁鐵，上

課時，在黑板上畫兩個大鍋子，拿起這兩隻紙青蛙，像在演皮影戲一樣，把兩次

的實驗以故事方式呈現出來，而這兩隻紙青蛙就是這一課我準備的教具，雖然不

豪華，但是可以與別人稍做區隔，一旦與別人不同，便容易讓評審留下印象，所

以我的建議是，當名額只有少數幾個時，為了與眾不同就不要再迷信萬用教具

嘍！ 

(二)講解內容 

以國文科來講，若是能找到每一課自己最有感覺的一段，就選擇那一段來

講，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解課文，最好說學逗唱樣樣來，例如我抽到「聲音鐘」，

我選擇在引起動機時唱了「酒矸通賣無」，講到人間天籟時，唱了「燒肉粽」(這

是上指導老師課時激發的靈感)，我選的這一段是我最有感覺的部份，因此我講

解課文時以帶著學生賞析的方式來進行，這樣的上課內容應該會比講解生難字詞

更有感情，也容易引起評審的共鳴。再加上有越來越多縣市規定不能帶教具場，

因此，講解課文的功力就必須更加深厚了。 

三、口試方面 

(一)事前準備 

製作檔案前，我已把口試的題目稍做演練，因此，我的檔案也跟著我的口試

回答來做，目的是讓評審不管問到什麼題目，我在回答時都能導引評審翻到我的

檔案第○頁，如此，口試時雖然會緊張，但是腦海能夠浮現自己做的檔案畫面，

就算緊張到亂了頭緒，還是能照著自己的檔案清楚的回答出來。 

(二)臨場應對 

準備好要給每一位評審的檔案，可以先貼心的翻到第一面，正面要對著評

審，拿給每位評審時，微笑點頭並對他們說：「評審委員您好，這是我的個人檔

案，請委員指教。」這些動作可以在事先一再演練，以免到時緊張聲音會發抖，

動作又出槌。 

當被問到沒有信心或不太會回答的題目時，臉上一定要露出更有自信的樣

子，千萬不要自己先虛掉，這樣在氣勢上就輸了一大截了。結束時，一定要先謝

謝評審的指教後再轉身離開，該有的禮貌不要到了最後功虧一簣了。 

以上純粹是個人經驗，也許不是最好也不適用每個人，但是因為我是一位緊

張大師，再加上我考台中縣複試之前，完全沒有複試的經驗，而且歷經十次落榜

的椎心之痛，所以事先想好我可能會因為緊張而出什麼差錯，以及如何讓評審對

我留下深刻印象，而且是最完美的印象，針對所想出來的這些點來準備我的試教

內容，包括如何走位，板書如何配置等問題，我以做到「最充分的準備」來克服



我的緊張問題，期盼能在那少少的名額中出現我的名字，最後我做到了，因此，

在此野人獻曝一下，也許跟我有一樣特質的人，某些小細節可以提供參考，預祝

明年的考生，演完一場精采的演出後，大家都能金榜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