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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屆考上正式教師，又在 103年教甄再度上榜！ 

地理學系 100級 

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 陳玠汝 

我記得剛進入學校實習那陣子，最常被問的一句話就是：「你打算讓自己考多久？」

很難回答吧！雖然大家心裡想的都一樣，能「應屆」考上多好啊！可是也都知道教師甄

試是多麼難考，不只要在「筆試」這場大戰中脫穎而出，還要有文曲星庇祐你「試教、

口試」準備合宜，呈現方式對考官的口味。層層關卡，實屬不易。 

我身邊成功考上教師的朋友有兩種，一種是在這場試煉中沉寂三、四年，曾經挫敗，

卻始終記得自己喜愛教職這條路的老師，意志力讓他們一回生二回熟、分數也比去年的

自己更靠近上榜門檻，最後順利取得好結果；另一種是跟我一樣幸運，許是剛好  用了

恰當的準備態度、正確的讀書方法，更能事半功倍、應屆上榜。建議各位考生們，都要

具備第一種朋友的熱忱與毅力，這是身為考生的正向態度，有正向態度才能產生正向能

量！此篇心得文中，將與大家分享我的「應考心態」、「筆試準備」與「試教、口試準備」，

希望各位考生能在正向能量上繼續加持，發揮最好的準備效果！ 

一、準備教甄應考心態 

心態不是方法而是一種態度，說得抽象，但仔細想來是我認為能夠考上最重要的關

鍵。我建議考生要具備「認清身分」、「知汝無知」、「習慣規律」三種心態。 

（一）「認清身分」的心態 

實習結束後的下半學期，我沒有兼職任何工作，認清自己是考生的身分，認真當起

全職考生。「認清自己是考生」，我壓抑自己瀏覽網拍或臉書的衝動，改為點閱討論教甄

考古題的網站或讀書會分享的文章，如此滿足想上網的癮又能有所收穫；「認清自己是

考生」，我改變我的休閒娛樂，關掉電視遙控器而穿起運動鞋慢跑，如此不失放鬆身心

又能增加自己念書的體力；「認清自己是考生」，我不再只是跟朋友喝咖啡、聊是非，而

是一起分享教學如何呈現更清晰生動、相互排解考生壓力，如此既能聯絡感情又能相互

切磋學習。 

今年在桃園教書擔任八年級導師，決定再度考教甄後，白天了解自己是老師，認真

教學；晚上認清自己是考生，沒有理由，決心衝刺。為什麼能克制自己不上網、不睡覺、

不娛樂？其實只是認清當下的身分，好好認真扮演而已。該實習的時候認真實習、該放

鬆的時候認真放鬆、該念書的時候認真念書，唯有「認清」並「接受」自己的身分，做

起任何事情才會是有意義且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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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汝無知」的心態 

前陣子我認識一位代理老師，對自己即將面臨一年一度的教師甄試非常有自信，覺

得以自己的實力及努力，要上榜並非難事。我不能否定當考生要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信，

但過度自信與把握，反而會害了自己，因為「當你越覺得自己越沒問題，就越看不到自

己的問題」，最終失去努力的動力。西方學者公認最有智慧的教育哲學家蘇格拉底曾說，

他並非聖人，只不過秉持著「知汝無知」的求知態度而已。秉持著「認為自己是無知的、

還有許多不足的」求知態度，就會更加努力的充實自己、讓自己越來越飽滿。 

我在準備教甄的過程中，把教甄視為一堵必須突破的高牆，越是困難、越要飽足實

力去闖過。我常在網路上參加教育科目的考試競賽，縱使分數越來越高、越來越穩，「人

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不會計算自己有多少手下敗將而沾沾自喜，而是關注還有那些

比自己更高分的強者，自覺我還不足、我還要努力、我還要更強！當紅歌手蔡依林曾說：

「要呈現一百分的演出，就要有一百二十分的努力」；我則想說，能做一百二十分的努

力的人，即是要先對自己有「不足、無知」的體認。 

（三）「習慣規律」的心態 

教甄是一場馬拉松，但常有許多考生一開始把它當成短跑賽在準備，這時衝勁滿滿，

做了很完美的讀書計畫，卻在第一週發現執行的難度，漸漸地離自己預設的目標越來越

遠，遠到無法達成便會放棄。 

以我過來人的經驗，念書不在多寡而貴在「持久」。做讀書計畫時，我會考量自己

的能力再做進度的安排，而且計劃表也要留下空白時間做彈性緩衝，讓執行上更有可行

性。 

生活作息的規律性也很重要，每天幾點起床、幾點開始唸書、幾點吃午餐、午覺睡

多久、一天花多少時間放鬆娛樂、幾點上床睡覺，都是身為考生事先要精準設定好的。

這段非常時期就把自己當作是機器人來生活吧！這不是呆板而是讓自己有紀律，有紀律

就不易虛無度日、浪費時間，某企業家曾說：「一個成功者通常是有紀律的人」，我想就

是這個道理吧。 

二、教育科目筆試準備 

時常有身邊的朋友抱怨考試專書不易閱讀，隨著考試月份將近，越心煩越看不下書，

所以選擇做考古題的方式來準備。這種只做考題沒念教育專書的考生，就像蓋高樓而沒

打地基，考題雖做得多，卻很容易忘記。寫考古題並非無益，只是你要寫對時機、寫對

方法，才能衝高你的筆試成績。以下與大家分享我自己對筆試的準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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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專書的精讀 

我不是天生熱愛念書的人，為了考教甄唸書偶爾也會焦躁、好動（還會不時計算自

己還有幾頁才能脫離苦海……），所以只好找方法讓自己念書的勞苦降到最低。我的方

法是「長痛不如短痛」，我會很仔細的把厚重的專書從頭到尾精讀一次，並且「把重要

的內容製作成筆記」，之後我就沒再碰過專書，因為所有的精華都在我的筆記裡頭，我

只要翻閱筆記就可以回顧整本書的重點，如此一來增加我念書的效率，也免去我閱讀專

書的痛苦。 

這本精華筆記，隨時都可能新增內容，當我發現缺漏的理念或新穎的概念，就會加

以補充，漸漸的讓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完整。常錯的概念，我也會在筆記上特別標記，

讓自己在複習時多給予注意。 

我發現把教育科目整理成一本自己的筆記相當有用，當考前大家還在思考今天要帶

哪本書、背書好重、肩膀好痠的同時，我卻可以從容的只帶一本「精華筆記」搞定一切。

這本教育科目精華筆記，在我考上正式老師後，分享給許多朋友，不少後來考上的朋友

說這本筆記是很好的工具書，大大增加他們念書的效率，十分推薦、肯定此種讀書策略。 

（二）考古題的練習 

精讀完專書後寫考古題，是最佳檢視自己程度的方法。教師甄試已經考了數十年，

累積的考古題數量非常多，寫考古題的精髓是「了解」自己的錯誤觀念，但許多考生為

求速成只重視考古題數量的累積，不通而強記下，最後會發現自己相同的題目一錯再錯，

敗在人類有限的短期記憶下。 

我自己做考古題是循序漸進的，以教育科目來說，一天最多不會超過三百題。這些

題目在作答的過程中，我會在沒把握的題目上做記號，萬一幸運猜對，也要知道這題的

觀念是自己沒把握的。對完答案後，對於每一答錯的題目，我會翻閱精華筆記去找資料，

或是上網去尋求解析。一定要將題目搞懂而非死背，這樣寫考古題才能真正挖掘你的不

足、提升你的實力！ 

最後，我會把今日錯誤的題目及沒把握卻猜對的試題，收錄到一本專屬於自己的試

題集錦，隨著教甄日期的倒數，寶貴的時間便要用在這些自己曾經的錯誤上才會最有效

率！今年我當導師，能念書的日子不如我當全職考生時充足，在沒有時間寫歷屆考古題

的情況下，我只把當初做的錯誤試題集錦熟記，就能在短時間達到不錯的效果，大家不

妨嘗試這個效率與效果兼具的方法。 

三、教甄複試準備 

能殺出筆戰進到複試階段，已經是考生中大約前百分之十的菁英，如何在菁英群中

脫穎而出就得各憑行家本事。試教、口試的呈現沒有一定的規準，大家都像是不同的商

品，只有能把自己的優勢、風格妥善呈現，才有機會說服評委的心！以下與大家分享我

自己對複試過程的準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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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入複試的手續與準備 

複試階段通常都採取現場報名，需要檢驗身分證、畢業證書、教師證等證明文件，

並繳交這些證書的影本。國中教甄的考季緊湊，如果你是初試的常勝軍，可能一個禮拜

就要跑許多地方報名。建議各位考生，把自己所有的證書影本都先準備個十來份，與正

本一起歸檔，到時報名才不會手忙腳亂。 

另外，千萬別輕忽當年度考完的試題，一個地區當年度的考題，可能包含許多流行

的新政策、新趨勢（例如：103 年度重視十二年國教、學習共同體等），極有可能成為之

後另個地區的考題，努力撿到等於幸運賺到。 

（二）試教準備 

大部分的考區給的試教時間是十或十五分鐘，建議大家都先準備十五分鐘的版本後，

再考量哪些部份可以刪減，萬一只有十分鐘的時候，呈現最精彩的部分。試教範圍的選

擇是個學問，建議選擇這個單元最重要或較困難的觀念，難教又教得好更能讓人印象深

刻。而選擇的範圍呈現以一個完整的主題，要比呈現某個片段或一部分段落更佳，因為

從引起動機到教學內容到結尾複習，就會是一連貫有組織的活動。 

當年進到桃園縣試教時，簡章上就告知會有六名學生坐在教室中參與試教過程，今

年考新北市 17 校聯招，學校也公告為配合當前推動的「學習共同體」教學，會有六名

學生在教室中坐成馬蹄型，請考生以學習共同體方式進行試教。遇到這種形式的試教不

用太擔心，其實只要在試教的過程中多增加一些跟孩子的互動即可。我曾受惠某個英文

老師的建議，她說英語科很重視與學生的互動，所以她準備名牌，邊點名邊把名牌放到

參與學生的桌上，之後點設定好的名字就能與該生互動，學生新奇，也頗能參與課程。 

試教的過程難免「緊張」，就連我已經成為正式老師兩年，今年進行試教還是掌心

流汗、吃不下飯。直到一段大陸歌唱比賽的歌手點醒我，她說：「我是一個長相特別平

凡的女孩，但是站上舞台唱歌，是我最自信的時候！」是啊，茫茫人海中我們都是平凡

人，但「站上講台教學，應該是我要認為最自信的時候！」把講台當成一個讓自己發光

發熱、盡情表現的地方，讓享受取代緊張，就能克服失常。當然，試教前若能有自己實

際演練的機會，或請朋友、老師在台下當聽眾，也是一個「練膽」的好方法。 

（三）口試準備 

口試的題目沒有範圍限制，許多考生常常覺得不好準備不如不要準備，只靠自己隨

機應對。其實，分析所有的口試題目，還是有一定的脈絡可以依循。 

首先，口委一定會要考生作簡短的「自我介紹」（因為這個時間口委會翻閱考生資

料，構思待會要問的問題），所以一定要先準備自我介紹，建議兩個原則：「簡潔有力」、

「展現優勢」。把你希望口委特別問你的經歷（例如：人生特殊經驗、榮譽事蹟等）納

入自我介紹，用簡潔明瞭的話語呈現，我的經驗大約三十秒不超過一分鐘，最能讓口委

專注地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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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千奇百怪的口試題目如何準備呢？曾經一個校長與我分享口試題目不外四

個方向：「上對主管」、「平對同事」、「下對學生」、「內對自己」。上對主管以──「尊」，

當題目問到「如果校長建議你……」、「如果訓導主任跟你說……」，回答只要不違背「尊

長」的原則，就會是不錯的應答；平對同事以──「和」，問到與同事之間如何相處或

遇到同事意見不和等問題，其實都是在測試你人際關係的技巧，只要掌握「以和為貴」

的方向，不要讓別人覺得你難相處即可；下對學生以──「理」，有理，就是有「目的

性」，不論教學或班經，教師對學生一切的行為都必須具備目的性，所以當題目問到「萬

一學生上課睡覺……」、「萬一學生情緒爆發……」等，你的處理方式只要「合理」，那

就能順利過關；最後一種，內對自己以──「夢」，問題的類型如「你的教育理念」、「你

的人生規劃」等，建議回答要讓自己的人生呈現出充滿夢想與希望。大致掌握這四方向

你會如何回答，就能在最少的時間，發揮最大的效果！ 

另外，建議應考北部地區的考生，還要特別準備教育新政策、新趨勢的問題，以 103

年度舉例，諸如「佐藤學」（學習共同體）、「學教翻轉」、「閱讀理解教學」、「共同備課」

等概念及如何應用，必須有所掌握。 

最後，與大家分享口試時應呈現的態度。「大方自信」與「謙虛誠懇」都是不錯的

個人特質，但以我的經驗「謙虛誠懇」要比「大方自信」更讓人舒服。考生在推銷自己

時切記不要在關公面前耍大刀，別忘了口委都是正式老師或是校長、主任等前輩，虛心

誠懇、展現誠意，才是跟長輩說話較適當的態度。 

與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小故事。十年前，A女與B女是某大學歷史系的同學兼好友，

A 女畢業後投入非本科系的企業界，B 女則因為嚮往教職工作每年有可以出國的寒暑假

而當老師。今年的大學同學會上，A 女說到今日她已是主管階級，領高薪、底下又有下

屬可派遣，這時 B 女則嘆氣連連。B 女開始抱怨自己的工作，她抱怨教師甄試有多麼難

考，抱怨自己已經當好久的代理老師，換過一間間的學校，薪水不像正式老師年年增加，

又得常常做一些雜事，接一些正式老師不想接的課務……。A 女告訴她：「其實畢業後

那幾年，妳每年寒暑假出國玩的時候，都是我咬著牙在公司加班的日子，我是付出過努

力才有今日主管的地位，所以當妳選擇走上可以每年出國旅遊這條路，就要接受教師甄

試難考、代理老師勞心勞力的這一切！」與你們分享這個故事，是想告訴大家：「教師

甄試很難考，但既然決定走上這條路，就不要抱怨，狠下心來做最好的準備！」由衷地

希望激發到各位考生，並且能在明年的教甄廝殺出自己的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