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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說從頭 

李白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將這句話套在教師甄試上，或許是多數

人的心聲。筆者自六年前為了追求成為法律人的夢想，毅然離開服務九年，而

且有深厚感情的私立港明中學，隻身北上就讀台大夜間部法律系。在學業、工

作、家庭之間拉鋸，最後在考量家庭的情況下，學法之路跌跌撞撞，從台大夜

法、政大法研、中正法研而休學。六年來參加教甄十來次，分別是基隆女中正

取一，北一女正取一，高雄縣聯招正取三，彰化陽明國中正取一，苗栗農工正

取一，嘉義高商正取一，台南一中正取二；成大附工備一，嘉義高中備一共二

次，民雄農工備一，台南高工入複試，新化高中入複試棄權；榜上無名的高中

更是族繁不及備載。服務的學校由故鄉的私立港明中學而基隆女中、陽明國中、

苗栗農工、嘉義高商、而回到故鄉的台南一中。六年來可說全省走透透，箇中

的甘苦豈只是一言難盡，為了替諸多如我這般毫無背景，卻有滿腔熱忱的準教

師們打氣，我極樂意分享經驗，希望大家少些挫折，多些喜樂。 

初出茅廬 

    本人出身清寒，由高中補校生而成大夜間部而彰化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

由工人、警員、台鐵台汽站務員、成功大學工友、約僱助理、平面媒體記者而

高中教師；現在更希望能學法，考上律師以立己助人。我常這樣告訴自己，也

勉勵我的學生：「想成功一定要比別人更努力，但努力不一定能成功，因為其中

涉及機運和方法。」雖然如此，我依然深信天道酬勤的道理，人世間或許有不

平的地方，但肯努力的人一定不會寂寞。 

    民國八十年六月筆者從成大中文系夜間部畢業，之前服務的報社無預警地

倒閉，費了一番心血，請託同業介紹進入搖搖欲墜的自立報系，卻被以新人試

用，一月所得僅區區的一萬八，不及原來的三分之一。一家老小全靠這份微薄

的薪水，除了吃力更有不安。或許是夜間部畢業，加上年高三十三，本身條件

並不好且乏有力人士介紹，打從心裡就不敢高攀所謂的名校，於是積極向一些

私立職校投履歷，但皆石沉大海。 



在絕望中幸而畢業前寫給老師們的謝師卡，為我打開曙光。系上的老師只

知道有我這號記者學生，看我每天上課笑嘻嘻，人又長得圓滾滾，又是文學獎

的常客，劇展及系上的活躍人物，卻沒有人知道我的痛，我給每位老師的謝卡

上除了感恩外，總不忘寫上希望老師引薦任教的機會。好不容易系上宋鼎宗教

授透過成大外文系教授，引薦給同為成大外文系友的港明中學林進山校長，得

到的消息是「夜校生人家不用。」或許是久歷挫折，或許是心裡有底，當下並

沒有失望，只是很誠懇地寫了一封信給林校長，同時附上在成大期間，所得到

校內外各項文學獎的獎狀；也同樣寄給台南另一所名校瀛海中學李淦校長，想

不到同獲面試機會，並皆獲任用。原以為山窮水盡的人生之路，自此柳暗花明

又一村。在選擇港明中學後，被指定為國一導師，任國一國文、國三後段的國

文和地理，剛開始時能力也受到家長，甚至同事的質疑，終以熱誠和努力贏得

信任，化阻力為助力。 

    民國八十四年修完台灣師大教育學程後，即被派任高中部國文課程，在這

所有醫科搖籃之稱的名校任教，八十六年接高一導師，翌年接醫科班國文，以

一個夜間部畢業生，悠游其中，如魚得水。想不到為人耿直，辦學認真，二十

餘年來甚獲師生愛戴的林校長，在董事會派系惡鬥下竟被逼下台，自此學校陷

入紛争，個人久藏於心的危機意識又蠢然欲動。林校長的黯然引退，給我相當

大的警訊，不能一生為他人作嫁，於是年少時學法的念頭又勃然興起，當年同

時考上台大夜法，及成大學土後法研所，中山中文所。個人選擇成大法研，學

校當局卻不准就讀，連請求請辭後能在夜間部兼幾堂課，可以貼補家用也不准，

自此平淡的人生又陷入長考和奮戰之中。 

教甄之路，千山我獨行 

在港明我體會到很多寳貴的人生經驗：求職之路固須主動積極，學生時代

的表現更能發揮臨門的功力；有信心，肯負責，能敬業樂業，自能廣結善緣，

得道多助；自助天助，求人不如求己；隨時做好準備，危機即是轉機。在港明

度過美好的九年，在本職學能上紮下良好的基礎，使我能無懼於挑戰教甄，以

四十二之齡和二十多歲的年輕人競爭，在教甄、國文研究所、法律研究所的考

試上迭有所獲。 

一、 應試成大附工 體會所謂公平公開考試 

    想讀成大法律研究所，又想教書，成大附工的考試是千載難逢的良機，在

二十九名考生中爭取一個機會，該校校務主任張志強和他擔任訓導主任妻王



蓉，還窩心地替考生信心喊話：「本次考試一定公正、公開、公平，請大家放心

應試。」，考題只有一篇作文，題目大概是「建立多元社會的價值觀」，所有的

考生皆參加試教，範文統一是「桃花源記」，口試則是簡單的話家常，不見專業

的提問，讓人感到異常地親切。考試結果由時任成大校長翁政義的女兒翁詠涵

拔得頭籌，好個內舉不避親，這次的甄試辦得又好又巧，諸考生事後知道這則

消息，只能自嘆沒有一個當大學校長的爸爸。對照張氏夫妻的話，我這才了解

什麼叫做「此地無銀三百兩」，眾多考生一時也傻了眼，竟忘了自己姓啥名啥，

卻有個共同的名字叫做「莊孝維」。筆者如果沒有記錯，近十年來成大附工唯一

一次的國文教師甄試，著實為我上了寳貴的人生一課，「留得實力在，人間到處

有青山」。 

二、北上應試，練筆練膽也練力 

成大附工落榜後，卻意外接到該校代課的邀約，一時間我不知道該笑或該

哭，或該怪造化弄人，求港明夜校兼課而不可得，此番卻得來全不費功夫。當

時一口便回絕了，大有不食嗟來之食的氣概。有時想想，如果當時能踐行大丈

夫能屈能伸的古訓，說不定早已完成成大法研所的學業，通過國考，高坐法曹，

對著徇私枉法之徒，大拍驚堂木怒喝：「被告肅靜」，威武……。 

決定就讀台大夜法，便積極北上應試，報考台北安康、大直高中落榜後，

我驚覺到如此亂槍打鳥不是辦法，應考必須有對策，於是將兩校的題目，和延

伸的相關資料弄清楚，並模擬作答的技巧，再將六冊國編本和文教看熟，整理

相關的題目成為主題式的卡片資料，隨時瀏覽，果然在下次基隆女中的考試中，

如有神助，在二百多名考者，眾多碩土環伺下，筆試取二十五人中幸獲榜首，

複試取五人又奪魁，而且是其中年齡最大，而學歷最低者。 

三、應試之道在胸有成竹，按部就班 

基隆女中一役，使我更篤信「凡事豫則立，不豫則廢」的道理。印象中的

六道題目：一是引原文闡釋孟子的教育思想，二是分析比較唐詩和宋詩的特色，

三是一篇古文的賞析並改為現代詩，四是一首新詩賞析（題目已忘），五是以一

篇範文（古文）各命五題單選複選，並附詳解，六是作文批改。 

第一題是文教的主題歸納；二是書憤的題解延伸，也是研究所的熱門題目；

三是實力題，但有章法可尋；四同三，下面詳述；五是考驗教材的熟練度；六

題在每期的明道文藝皆有範文可參考。 



要準備看似了無頭緒的教甄，其實仍有竅門。依個人的經驗，精讀六冊國

編本和文教，並做主題的歸納和比較是入門的基本功；再來則是選定一本簡明

的文學史、思想史、和文字學的專書精讀以積廣度和深度，可以應付刁鑽的選

擇題；行有餘力則參照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題庫，呼應國編本的內容，以整理思

緒，並揣摩答題的技巧。讀書要有計劃，尤其是準備教甄，切忌如無頭蒼蠅；

按部就班，累積實力，自可水到渠成。此役不但建立信心，而且也證明對策奏

效。 

四、答題之要在條例說明，有條不紊，用已知去求未知 

    有關答題的要領，筆者想舉去年參加台南一中教甄為例。因為就讀中正法

研所的課程，和服務的嘉義高商排課衝突，為了不讓行政人員為難，也為了返

鄉和家人團聚，以不及二週的時間準備，尤其放在自己的罩門電腦上，以四十

六歲高齡，目標鎖定台南縣市的學校。台南一中有二個名額，而且不考電腦；

新化高中取一名，加考電腦及教育科目。兩校的筆試同是六題申論，筆試皆僥

倖過關，倉促提筆上陣。除了任教多年所累積的經驗外；以前所整理的舊資料，

更可以很快使自己進入戰備狀態，心裡有底，自然較容易應試，尤其碰到不熟

的題目，才不致亂了方寸。 

    台南一中的六個題目是：一、比較六國論和過秦論（附原文）；二、試述台

灣新詩的流變；三、賞析林冷的阡陌，並分析作者的風格和流派以及屬於何時

期的作家（附原文）；四、以三吏三別其中的一吏一別（附原文）各出單複選五

題及詳解；五、以成見為題，按提示寫一段引導寫作，出四百字的命題作文；

六、從題旨，風挌，章法結構三方面賞析楊牧的野櫻（附原文）。時間為九十分

鐘。 

    寫申論的題目，筆者通常會很快瀏覽題目一遍，然後在題目旁寫上關鍵字，

一方面備忘，再則引導思路，不會或不熟的題目就暫不理它。再來則將題號寫

在答案紙上，平均分配答題的空間，這是很重要的工作，可以掌控各題的時間，

避免顧此失彼；之後從較有把的題目先寫，以條例說明，有條不紊依次寫下，

就算不會或不熟的題目，就個人所知去發揮，只要不太離譜，多少會有一點分

數，總比空白要好得多，這在在競爭激烈的教甄中，往往是關鍵。 

    拿到台南一中的題目，一看雖然心虛，卻不心慌。第一、四題較有把握，

二、三、五題雖不熟，卻是舊經驗的重整，寫完前五題之後，時間剩十二分鐘，

要仔細看完野櫻, 一篇從未看過而且滿滿的整張 B 4 的文章再答題，時間已不



允許，只好仔細看前後，再瀏覽各段，幸好曾看過楊牧的一篇哲理散文「亭午

之鷹」，國編本也曾收錄楊牧的散文，對其有相當的介紹，於是按提示作答，以

已知去推未知，寫完之後還剩五分鐘，可以從頭到尾再看一遍，改正幾個錯字。

阡陌據說近三年來出現過三次，但筆者早已卸甲，只要能順利讀完中正法律研

究所，便有終老嘉義高商的念頭。因而這幾年就不再注意教甄的題目，看到陌

生的阡陌，有點心虛卻不心慌，因為國編本曾介紹過林冷的「不繫之舟」，一看

「阡陌」風格筆法和不繫之舟如出一轍，皆屬輕柔婉約的浪漫詩風，只是意象

和敘述角度不同，當下喜上心頭。近幾年國文教甄的題目，現代文學佔了相當

的比率，不論是筆試或試教都不容忽視，建議掌握國編本出現的現代名家風挌，

並最少看過翰林、龍騰、南一、三民各家出現的古今名家的文章，且了解其風

格，和文學走向。如有關台灣新詩、散文、小說的書寫就是熱門的題目，以近

二年為例：自然書寫、旅遊文學、報導文學就常出現，去年新化高中出「台灣

自然書寫的發展」、「從詩經到現在，舉例說明旅遊文學的發展」，諸如此類的題

目，在測驗考生的閱讀深度和廣度。 

    以下筆者願就記憶所及，將應試台南一中答題的概略，提供給大家參考，

申論題筆者慣用前言（導言）引述題旨重點，若有比較題，則將之類型化，並

點出相同之處，再以條列分述相異之點或其它問題，因時間有限，務必要一針

見血，切忌長篇大論，和成一團，各題試擬大略如下： 

一、答：六國論和過秦論皆為政論和史論文章，並皆以秦帝業開創各代為序，

而後歸結至秦始皇，兩篇文章皆善用典和譬喻，其相異之處如下： 

（一）就筆法而言：前者……，後者……。 （自行參閱教材） 

（二）就寫作動機而言：前者……，後者……。 

（三）就主題思想而言：前者……，後者……。 

（四）就修辭技巧而言：前者……，後者……。 

（五）…… 

二、答：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前期主要以日據時代作家為主，主題趨向抗議、反

殖民，風格悲鬱；光復至國府遷台後，早期以大陸來台詩人，軍中作家之創作

為主，主題由反共文學、傷痕文學、懷鄉之作而百家爭鳴；解嚴後……。茲分

述如下： 



  （一）日據時代：（自行參閱教材）寫出分期，重要作家，及風挌特色。 

      １、 

   ２、 

   ……                                                                   

（二）光復至國府遷台後：（自行參閱教材）寫出分期，列舉重要詩社、作家，

及風挌特色。 

      １、 

   ２、 

   …… 

（三）解嚴後：政治力及社會能量的釋放，政治、社會、都會、本士文學的興

起……，（自行參閱教材）寫出上述各層面重要作家，及風挌特色。 

      １、 

   ２、 

   …… 

三、答：略述林冷詩作的特色，創作年代及風格屬婉約派，再就阡陌進行賞析： 

   （一）就意象而言：以……象徵表達……的主題。 

   （二）就修辭技巧而言： 

   （三）就結構而言： 

   （四）就筆法而言：時間上……，空間上……，形成什麼美感。 

   （五）…… 

四五題略 

六、答：略述楊牧散文特色，風格由早期葉珊時的抒情，赴美後的楊牧詩化的

散文，對故鄉的書寫，之後的哲理化散文，歌詠生命和自然再就野櫻進行賞析：

（自行參閱教材，龍騰第四冊） 



（一）就題旨而言：  

（二）就風挌而言： 

（三）就章法結構而言： 

四、試教之要在統整舊經驗，問答引導，注重情境的運用 

    筆者參加基隆女中試教時，抽中的題目是「與元微之書」，板書時因多雨潮

濕，加上緊張，連斷了兩根粉筆，一班學生隨堂，眼看就要出糗了，臨機一動，

脫口而出：「我這個南部人，今天終於見識到了基隆人的熱情，像這裡的雨水這

般豐沛，我的心像粉筆那樣潔白，卻容易受傷害。」語畢全場爆笑，卻有學生

學著我的台灣國語，眼看又要出糗了，就借用甫當選的陳水扁腔調：「阿扁的國

語發音那麼爛，他都能當總統了，我的國語比他好多了，當各位的老師應該足

足有餘了。」語畢又是一陣爆笑。於是拿起桌上的礦泉水，又哼了兩句自已改

編的劉德華招牌歌「忘情水」：「給我一杯礦泉水，因為我正在減肥。」全場又

是一陣笑聲，連評審也忍俊不住。這時我卻正經八百地說：「各位，您知道天下

最美的聲音是什麼？劉德華的歌聲嗎？阿妹唱歌嗎？或是聽我唱歌嗎？都不

是！天下最美的聲音就是有人在深情地呼喚你！我們來看白居易如何深情地呼

喚他的生死至交元稹，微之！微之！……」於是一場忘情的試教，在師生盡歡

下結束。這個經驗要提醒大家，對每一課如何開始引起動機，必須要有自已的

一套腳本，而且要能隨機應變，切忌依著教師手冊人云亦云，教學沒有特色，

如何脫穎而出呢？尤其要能從容應付突發狀況，和評審及學生的提問，最好事

先能假設狀況，模擬練習，免得臨時慌了手腳。 

    如果抽到的是自己不熟或沒看過的文章，又該如何呢？筆者應試北一女

時，範文是一篇沒有斷句的古文，準備二十分鐘，只給一本辭海和康熙字典，

上台二十分鐘要美讀，要講解結構，主旨，文意解析，修辭，生難字詞等，還

要接受提問。這時切莫求快，建議統整自已所學，有條理地，很仔細地站在一

個高中生的角度著想，以文本為主，整理比較，兼顧認知、技能、情意，再根

據學生的程度調整，如北一女、台南一中的學生，則加強能表現自己見的情意

教學。 

去年應試台南一中範文是「陳情表」，隔日是端午節，我的開場白是「我們

台南一中的學生都是頂尖的，日後各位都想成為成功的人物，如何才能成為成

功的人物？那就是要在對的時間做好對的事情，如果你家只有一個粽子，四十



歲的你和九十歲的祖母都喜歡吃，粽子該誰吃呢？自己吃，會良心不安，會被

說成不孝？祖母吃會不會消化不良？或噎到造成意外？人生總會面臨兩難抉

擇，要在對的時間做好對的事情，我們來看李密如何以至情至孝感動晉武帝，

寫出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成就千古美名。」 

    應試嘉義高商則抽到從沒上過的新教材「黃州新建小竹樓記」，不但手上沒

有備課資料，跟同試者借更如緣木求魚。只好死馬當活馬醫，整理醉翁亭記、

岳陽樓記、黃州快哉亭記，和本文四篇北宋的貶謫文學做比較，點出其中不同

樂趣的人生觀，再切入課文，而僥倖過關。 

五、口教之要在謙虛誠懇，對答得體 

    準備好幾份完整的教學檔案，包括履歷自傳、榮譽、作品、講義、教學電

子檔，應有加分的效果，得體的穿著和言談不但是禮貌，更是必備的條件。對

於是否願意接導師和行政，除非有相當有力的理由，或不想這份工作，否則建

議不要輕易說「不」，要表現積極的企圖心，能對學校有貢獻，而不是只在求一

個工作。對不會的題目，要謙虛受教，甚至感覺到被刁難時，也要感謝再三，

因為人家提示我們不足的地方。有關口試，台師大教甄網站有很多寶貴的資料

可參考。另外，有關教育專業論文和資料可上教育資源網，或台師大，政大等

校教教育系網站搜尋整理，或有教育系的大學圖書館影印搜集、分類備用。此

外，利用每一次教甄的機會結識新朋友，並且交換心得，資訊，更能以試會友，

開拓視野，一舉數得。考場上的戰友不是敵人，但可能成為很好的朋友，這是

筆者的切身經驗。 

六、建議參考書目 

   （一）國文專業：六冊國編本和文教並一套參考書；至少有南一、三民、龍

騰、翰林的備課用書；大學用過的思想史、文字學、文學史、六冊國編本為主

的範文賞析，字辭辨正（武陵），語文表達能力一百回（翰林）。 

  （二）教育科目：上述的資料搜集。精讀一本整理過的綜合教育科目（補習

班或其它出版品）。 

  （三）歷屆考古題並擬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