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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教師甄試是一條非常辛苦艱難的路，只有全心努力、認真不輟，加上

一些運氣和其他人的幫助，才有機會走到目的地，開展教育之路。每個人對於

教師甄試都有自己的準備方式，最重要的是找到適合的讀書方法準備教育科

目、國語文、專業科目；試教必須藉由實務經驗與模擬演練，才能找到最能展

現優勢與特色的教學面向；口試要結合個人檔案的呈現，表現專長、優點，分

享自己的教學、導師、行政經驗。以上都是要讓評審知道：「我準備好當一位優

秀的老師!」幸運的我通過臺北市及基隆市的複試，考上正式教師，以下分享我

的教師甄選準備過程及經驗心得。 

 

一、筆試： 

1、教育科目—熟讀：張春興《教育心理學》、陳嘉陽《教育概論》、戴帥《教育

綜合科目》。 

其他：黃政傑《教學原理》、邱兆偉《教育哲學》、吳清山&林天祐合著《教

育小辭書》。 

2、專業科目(含國語文)—中國文學史、修辭學、字音字形、成語辭典、高中國

文教材、古文觀止、國學常識或國學概要(推薦：龍騰出版，徐弘縉著《搶

救國文大作戰》)。 

3、考古題—多練習題目、多找資料或與同學討論(可於臺大 BBS 批踢踢實習教

師版發問)，確定正確答案(考古題答案常有爭議)，弄懂原理而非

硬背答案。 

 

二、個人檔案： 

1、製作：(1)先分類，設定格式、版面，如個人資料、教學、導師、行政、研



習、得獎紀錄(掃瞄、整理，列入檔案)。檔案頁數勿太多、太厚，

力求簡要。 

         (2)平時多照相，每次活動後或是固定一段時間即將照片、心得整理

成電子檔，以時間順序或是重要性排列皆可，表現自己的教育熱

忱及專長能力。 

(3)圖多於文，使用簡要標題，以吸引評審委員注意，並標記出重點

內容。 

2、數量：至少三到五本，特殊得獎紀錄或經歷可另外用一本資料夾放置獎狀、

證書正本。 

3、使用時機：主要用於口試時，試教時亦可將檔案攜入，供評審委員參考，加

深印象。 

 

三、試教：(臺北市：15 分鐘，前 1分鐘舉牌，拖延時間會扣分。 

基隆市：12 分鐘，前 2 分鐘舉牌，根據時間過短或過長酌予扣分。) 

1、態度：自信微笑、聲音宏亮、親切謙虛，有老師的架勢並掌控全場氣氛，要

給評審   「教學是件很快樂的事」的感覺。(若有學生要注意師生互

動、設計遊戲。) 

2、 流程：引起動機、複習、一小段課文、結構、主旨、交代作業。 

3、製作必用到的教具：文體字卡(記敘、抒情、論說、應用)或其他萬用教具。 

4、其他可利用的教具：圖片、報導、學習單(盡量以「主題式」設計，部份課

程可通用)。 

5、小技巧：(1)師生互動、回饋學生、行間巡視等做一、兩次即可。 

           (2)語調要隨著教學內容有所變化，抑揚頓挫，加入情感，適當表

達。 

           (3)畫圖也是一種表達方式，如：王鼎鈞＜開放的人生選＞中的＜

苦＞，可在黑板上畫出人的臉，就像一個「苦」字，加上說明，

可加深印象。 



(4)慢慢講、講清楚，不要寫錯字或講錯內容。 

(5)若是講錯不要驚慌或是做吐舌頭等小動作，要自然的修正或帶

過。 

(6)最後一分鐘(或工作人員舉牌提醒時間)即可為內容收尾或交代

作業，預留時間收拾教具書本，並將黑板字跡擦掉(除非工作人

員表示會協助擦黑板)。 

 

※臺北市試教(15 分鐘)：南一版  王鼎鈞＜開放的人生選＞ 

   1、引起動機：以「我國女壘進軍北京奧運」剪報，說明我國選手們雖然先

天的條件不如外國選手，但是經由後天「苦練」反而贏得勝利。 

2、複習：複習第一則＜三種成長＞，人的成長分為：年齡、學識技能、品

德。年齡是自然增長，但是學識技能和品德都要靠自己學習、磨練，現在

若是輕鬆，以後就會受苦，因為沒有經由努力而成長，看自己想選擇哪一

種。連結到第二則＜苦＞的內容。假設第二則＜苦＞已經講完前三段，複

習前三段內容：人都要受苦(在黑板上畫出一個人臉，五官組成「苦」字)、

苦的好處、是否能吃苦能評價一個人等。 

3、一小段課文：講解第二則＜苦＞的第四段，假設請學生唸課文及注釋，

於黑板寫上生難字詞。說明本段大意為希望讀者以「不怕苦」的精神「苦

讀」，好好學習。 

4、分析結構：「苦」能帶來「成長」與「收穫」，學習更要經由「苦讀」才

能成功。 

5、結合學生經驗：先前學習過南一版的林良＜不要怕失敗＞、王溢嘉＜音

樂家與職籃巨星＞等課文，告訴我們「從失敗中學習」、「後天勤奮練習

的重要」。另外舉出卡通「灌籃高手」中櫻木花道每天苦練兩萬顆兩分球，

才能在關鍵時刻幫助球隊贏球；將課文提到的「攻城略地」與學生玩網

路遊戲的「攻城」結合，加深印象。 

6、主旨：「苦練」、「苦讀」是必經過程，要禁得起吃苦。強調「苦盡甘來」

的重要性。 



7、交代作業：完成「勤學成語大集合」學習單。 

 

※基隆市試教(12 分鐘)：康軒版  羅貫中＜空城計＞ 

  1、引起動機：假設已上完課文，詢問學生記不記得孔明用的計謀？帶出「空

城計」。 

2、複習、結構：將課文分成四個部份：危機出現、孔明用計(分為：藏匿旌

旗、諸軍守城、軍士扮民、孔明彈琴)、司馬退兵、孔明說明。一邊寫出

標題，一邊配合課文內容，說明當時的緊張氣氛及孔明的巧妙用計。 

3、主旨：孔明機智冷靜，不只猜到對方心思，也猜到對方會考慮自己的性格。

強調面對危機時，「冷靜」是最好的態度。 

4、補充說明：舉出《三國演義》卷首詞，說明當時可能危及性命的情勢，今

天只是人們口耳相傳、輕鬆以對的故事而已。強調《三國演義》的「七實

三虛」。 

5、交代作業：每組七人，分成五組，選一個最喜歡的「三國演義」故事，每

個人扮演一個角色，運用創意與巧思，演出這個故事，但不可改變故事的

情節、結局。 

 

四、口試：(臺北市：10 分鐘，前 1分鐘舉牌，拖延時間會扣分。 

基隆市：8 分鐘，前 2 分鐘舉牌，根據時間過短或過長酌予扣分。) 

1、評分內容：學歷、經歷、教學知能、表達能力、儀容舉止、行政管理、教育

政策(十二年一貫、北北基一綱多本等)、班級經營、代課或實習

情形、教育理念等。 

2、小技巧：  

(1)進場即向各位口試委員問好，給予檔案時對每位委員說：「委員，請參考!」 

保持微笑、自信、誠懇態度。聆聽問題時，專注看著提問的口試委員；回答

問題時，眼神與每位口試委員接觸，勿東張西望、眼神飄忽不定。 



(2)聽清楚問題、想清楚再回答，但思考時間勿太長。回答每個問題前可先說： 

「謝謝評審(委員)的提問，關於這個問題，我有幾點看法……。」 

(3)思緒須清晰，列點說明，先說清楚各大標題，再一一說明內容。 

(4)勿提出負面例子，多用正面的例證，表達樂觀進取、積極成長的態度。 

(5)若詢問是否願意接任導師、行政人員、社團指導老師、科展指導老師等，要

表達無論任何職務皆有意願擔任，可說明自己擁有的相關能力專長；若無相

關經驗，可說明會從哪些方面加強能力、獲得資訊以擔任職務。 

3、口試問題分享(臺北市、基隆市)： 

(1)到新環境會接觸擁有哪些特質的人？  *須說明「特質」及原因。 

(2)導師實習的最大收穫？  *以正向例證回答，可舉學生的例子作為說明。 

(3)教師的工作時間一天應該是幾小時？ *參考回答：全時制，如導師隨時關心

學生情況。 

(4)實習這一年收穫最多的是什麼？最需要加強的是什麼？ *就經驗回答，可舉

例說明。 

(5)如何指導國語文競賽的書法項目？ *參考回答：以學生的能力及興趣為主，

輔助指導。 

(6)如何加強學生的作文能力？  *參考回答：「多閱讀」、「多練習」，舉出實際

作法。 

 

五、其他： 

1、把握時間：暑假即可開始唸書，利用在校或是瑣碎時間完成學校事務、準備

課程，回家後的時間全心唸書；筆試通常佔較多分數比例，若拿高分，才能

增加錄取機會。 

2、多照相：拍攝協助學校活動、與研習演講者合照、與學生合照或參與各種活

動的照片，團體照或合照可將自己圈出或以箭頭指出，並附上簡要

的文字說明。 



3、讀書會：有機會可以參加教育科目、專業科目或試教讀書會，互相勉勵，須

注重效率。 

4、掌握資訊：按時瀏覽臺大 BBS 批踢踢實習教師版、教甄訊息相關網頁。 

 

六、感想： 

1、以師大為榮：師大仍是招牌，請相信自己受過的人文薰陶與專業訓練，表現

最佳實力。 

2、與他人合作：可以參與讀書會，分享與合作，才能得到更多，自私只是讓自

己變成井底之蛙。懂得「謝天」：要感謝的人(貴人)很多，心懷感恩及謙虛，

時常回饋及分享。 

3、多充實相關經驗：以國文科為例—指導學生或自己參與各項相關比賽：詩歌

朗誦比賽、吟唱活動、國語文競賽等，另外可以擔任認輔教師、發表文學創

作或展現其他才藝等。 

4、找出特色：每個人的人格特質不同，要找出適合自己的教學方式。有教育熱

忱、謙虛肯學習，加上表現你的獨特之處，讓評審對你有良好的、深刻的印

象，就有機會出線。 

5、穩定心情：拜拜求安心，讀書分心或情緒低落時想想對神明及自己的承諾，

繼續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