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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經驗分享 

特殊教育學系 108級 

花蓮縣立瑞穗國中 盧宣穎 

 

壹、前言──傾聽自己內心聲音 

    大家好，我是畢業於特殊教育學系，目前為特教正式教師的盧宣穎，以下列舉了幾

個問題，希望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可以先思考這些問題： 

1.你了解教師這個職業嗎？ 

2.你喜歡教師這個職業嗎？ 

3.成為一位教師應具備哪些能力呢？ 

    相信上述這三個問題，大家都不陌生，在師培四年的過程中，不管是學校老師或是

同儕，甚至是自己都有問過自己這些問題，但每個人在不同成長階段，經歷不同事情後，

或許心中都有不一樣的答案。這也是為什麼在與大家分享教甄經驗前，想先請大家思考

這幾個問題，希望大家能先了解自己的職涯方向後，專心一致的勇往直前，找到自己嚮

往的工作並且樂在其中。 

    若你在思考這些問題，心中很快就浮現出很多答案並且你也很喜歡教師這個職業時，

歡迎你繼續向下閱讀這篇文章，相信對你多少都有一些幫助喔！但如果你在這三個問題

之中，心中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時，希望你可以多給自己一些時間思考是否想成為教師，

或者可以與學校老師、好朋友、家人聊聊，釐清目前心中的想法。 

 

貳、教甄應考撇步──成為教師的必經之路 

    關於教甄經驗分享，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聽過學長姐分享考試的心路歷程，考教甄這

件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需要自己的努力，還需要堅定的心及一點運氣與緣份。

因此以下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些考試的小撇步，希望對於即將上考場的大家，都能有所幫

助，期許大家都能順利地站上屬於自己的教學舞台，發光發熱。 

 

一、撇步 1：了解考試模式 

    確定要考老師後，首先我們需要先了解成為一位正式教師前，需經歷哪些關卡，第

一關為教師檢定，其目的為取得合格教師證，當你有合格教師證，才能報考第二關教師

甄試的考試。透過了解考試的方式與科目，才有辦法擬定讀書計畫，朝著正確的方向前

進喔！以下將運用表格，讓大家能一目了然整個考試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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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科目 題型 時間 標準/其他資訊 

第

一

關

： 

教

師

檢

定 

共

同

科

目 

國文 選擇題、作文 

下學期 

(約 6月初) 

只要符合下列規定，

即可通過教檢，取得

合格教師證。 

(1)應試科目總成績

平均滿 60分。 

(2)應試科目不得有2

科成績均未滿 50分。 

(3)應試科目不得有1

科成績為 0分。 

教育原理與制度 選擇題、問答題 

專

業

科

目 

青少年發展與輔

導/特殊教育學生

評量與輔導 (特

教) 

選擇題、問答題 

中等學校課程與

教學/特殊教育課

程與教學(特教) 

選擇題、問答題 

第

二

關

： 

教

師

甄

試 

國

中

階

段 

初試(筆試) 

1.教師專業科目 

2.特教教育科 

選擇題 

約 在 每 年

4~7 月 (每

年 情 況 不

同，可多上

網追蹤考試

資訊) 

※左側表格：教師甄

試以特教科舉例說

明。 

1.教甄是取筆試成績

前幾名進入複試(要

看正取名額決定取多

少名)。 

2.不管初試或複試，

成績計算可能會依科

目不同，乘以不同的

倍率，因此準備複試

時，可以依自己優、

弱勢及成績算法，來

調整讀書的比重及加

強的科目重點。 

3.國中階段的教甄，

考試辦理方式多為聯

招，而高中階段的教

甄，考試辦理方式多

為獨招。 

複試 

1.口試 

2.複試 

1.自我介紹 

2.問答方式 

3.試教(抽題/自己

準備) 

4.情境演練 

高

中

職

階

段 

初試(筆試) 

1.教師專業科目 

2.特教教育科 

1.申論題(大部分) 

2.其他(選擇題、是

非題、填空題等) 

複試 

1.口試 

2.複試 

1.自我介紹 

2.問答方式 

3.試教(抽題/自己

準備) 

4.情境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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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撇步 2：規畫讀書計畫 

    每個人習慣的讀書方式與讀書環境不同，有的人喜歡自己在家念書，有的人喜歡去

圖書館念書，也有的人喜歡與朋友們一起奮鬥，不管是哪種讀書方式，只要找到讓自己

讀書效率高的方式都是好方式。因此以下的分享，我不會特別分享讀書的方式，而是著

重分享，在擬定讀書計畫中有哪些可以多留意的地方。 

(一)依時間「彈性調整」計畫 

    讀書計畫除了要規劃時間，也要規劃做哪些事情，如：念哪些書、做哪些題目、蒐

集時事等，由於時間長短不同，讀書進度的重點也要有所調整，就很像考學測前 100天

和剛升上高三開始準備學測時，所剩餘的時間與心境都不同，因此在讀書進度上也需做

調整，才能維持在一定的讀書效率。以下我會以自身經驗為例，分享考前如何規劃自己

的讀書進度： 

1.考前一年 

(1)筆試(重心 50%) 

 閱讀考試相關書籍(如：特教評量、統計、教心、教社、教育行政等) 

 整理重點筆記(如：畫心智圖、組織圖等) 

 蒐集歷屆試題(可上網下載電子檔、買整理好的歷屆試題冊) 

 寫題目(阿摩循序漸進的題目、買有附題目的書、歷屆試題) 

 請教現場教師(趁實習期間多看、多聽、多學習) 

(2)複試(重心 50%) 

 整理個人檔案相關資料 

 組讀書會與夥伴共備教案 

 蒐集歷屆考古題(試教、口試) 

 紀錄實習參加各個活動的照片與心得(對教甄複試很有幫助) 

 

2.考前 100天 

(1)筆試(重心 70%) 

 閱讀整理好的筆記、主題式統整的書籍 

 進行錯題分析並整理錯題筆記(了解自己目前的弱勢，以加強複習該處) 

 計時寫題目(近五年的歷屆試題、阿摩線上測驗) 

 申論題給同儕、教師批改修正 

 歷屆試題分析(了解出題的比重，近幾年考試常考甚麼主題) 

 蒐集教育時事、議題、法規(從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資源等網站蒐集) 

(2)複試(重心 30%) 

 製作個人檔案、三折頁 

 練習試教(與同儕彼此觀摩修正，每個考試科目至少都練過一個指標) 

 練習口試(與同儕互相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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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前一個月 

(1)筆試(重心 90%，全力衝刺筆試，畢竟筆試過了才有機會考複試！) 

 閱讀考試重點筆記、錯題筆記 

 每天寫題目(如每天睡前寫阿摩 100題以維持考試手感) 

 背熟重要法規、十二年課綱內容 

 申論題依主題分類，整理考試模板 

 報名教甄考試(一定要記得報名和繳錢！) 

 與同儕互相抽考 

(2)複試(重心 10%) 

 練習試教(用抽題方式練習臨場反應，可錄影試教片段自我檢視、修正) 

 練習口試(與同儕互相抽考) 

 

(二)給自己空白時間 

    讀書計畫千萬不能把每個時間都排得很滿，一定要預留一些空白時間，讓自己有些

喘息空間，否則一開始把自己的讀書狀態逼得很緊，生活中又有其他事情要忙(如大五

實習、家教、代課等)，可能會讓自己壓力很大，到後面就沒有動力念書了。教師甄試

就像跑一場馬拉松一樣，我們需要適度調配自己的速度，維持繼續前進的精神與動力，

最後才有體力跑到終點。 

    若發現自己的進度有快跟不上時，不妨先給自己預留些空白時間，來訂正常錯的題

目，或者調整自己的讀書計畫，相信把書念懂，比起為了追進度，而大略念過去，要更

扎實、更有效益。 

 

(三)訂定易達成的目標並犒賞自己 

    每天保持念書、寫題目的習慣，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件很難達到的事情，而我也不

例外，因此建議大家可以訂定自己易達成的目標，慢慢培養讀書習慣。比如寫題目這件

事，一開始可以先訂定一天寫 10 題這種，少量易達成的目標，當習慣慢慢養成後，就

可慢慢增加題目數量。而每個禮拜或每個月都有達成自己所訂定的目標時，可以給自己

獎勵犒賞一下，如可以吃美食、看一部影片等，讓自己放鬆，將精神充飽電再出發。 

 

三、撇步 3：遇到難關，就勇於解決 

    有一句話這麼說：「最強的敵人就是自己。」在考試那段時間，每個人都會遇到自

己需要克服及跨越的障礙，如果你能勇往直前，跌倒了又快速爬起，相信你一定能愈挫

愈勇，而發光發熱的舞台也就離你不遠了。以下我會與大家分享，當遇到不同的難關時，

你有哪些方法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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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試卡關 

    每次考完一場筆試，自己一定會有考的不錯或考不好的預感，因為當你寫題目寫得

很順時，通常離進複試的門檻就不遠了。但當你寫題目很卡，一直有很多選項猶豫不決，

或者申論題一直寫不出東西，不知從何下手，那或許考完試你需要趕快回頭檢視自己筆

試低分的原因，以下提供一些解決方法給大家參考： 

筆試卡關的原因 解決方法 

選擇題都錯相同類型主題 
 回頭翻書，整理錯題筆記 

 與同儕討論或找老師解惑 

選擇題錯很多不同主題 
 回頭翻書且多問問題，把定義弄清楚 

 把錯的題目蒐集起來，反覆考自己 

選擇題錯很多考古題 
 把歷屆試題趕快再拿出來做一遍 

 整理錯題筆記 

申論題分數很低(撰寫架構很

亂、內容偏題、篇幅太短或冗

言贅字太多、缺乏具體實例) 

 自我檢視：申論題的架構是否完整、撰寫

內容是否切合主題、撰寫篇幅是否太短或

太多冗言贅字、撰寫內容向度不夠。 

 請教他人：將寫過的申論題題目，請教同

儕或教師，有時候旁觀者清，一下子就可

以找到問題。 

 楷模學習：若同儕或教師有不錯的申論題

範本，可以多學習他人優點 

 申論題的撰寫中，若常寫不出具體實例，

可以事前將申論題依主題分類，思考在不

同主題有哪些實務現場的例子可以寫。 

舉例： 

主題─行為處理(上課常離開座位干擾課

堂) 

方法─給予合理走動的機會(小標題) 

具體實例─請學生幫忙發學習單或作業

簿、請學生到台上寫題目(內容) 

時間不夠(沒寫完題目、來不

及檢查、題目敘述看太久) 

 選擇題：練題目時用碼表計時、讀題時邊

圈關鍵字。 

 申論題：讀題時邊圈關鍵字、撰寫答案前

先想好架構(在撰寫內容時，才不會常卡關

停下來思考)、用碼表計時練題目(提升寫

字速度)、整理申論題撰寫的模板。 

 加強考試技巧：刪去法選答、每次考試先

看共有幾題要作答、會寫先寫，不會寫的

先跳過、前面寫的不順，可以從後面題目

倒著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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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試卡關 

    複試包括口試和試教，在成績計算上口試與試教的比重可能會不同，且同分比序的

順序也會不同，因此在每場考試前一定要將考試簡章規定的細節看清楚，以利於複試準

備方向。然而，當你進複試時，先恭喜你已有很大的機會成為上榜的那個人，但複試除

了要靠自己的努力累積實力外，有時也需要一點運氣和緣分，因此在準備的過程中，「情

緒穩定」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失敗了也不要氣餒，能考進複試就代表你已經有一定的實

力囉！ 

    然而，影響複試的因素太多，有時候考到後來常會自我懷疑，情緒像坐雲霄飛車一

樣起起伏伏，不過最重要的是堅持到底、不放棄的精神。以下我也會分享自己在經歷五、

六場複試後的經驗，讓大家在考試期間能有所參考： 

複試卡關的原因 解決方法 

試教內容與指標無切合 

 讀熟每個核心素養指標 

 參考讀書會共備教案 

 與同儕集思廣益 

試教準備時間太短 

 計時訓練自己在五分鐘內想好課

程架構，剩下十分鐘準備教材教具 

 不斷練習、練習、再練習 

試教範圍太大 

 與準備同場複試的同學共備教案 

 每個科目先選幾個指標練習 

 抽題練習，訓練臨場反應，即使抽

到沒準備的指標，也要能上台試教

15分鐘 

教學者本身問題(語速、語調、音量、

站姿、板書等等) 

 透過同儕互相練習，彼此給予回饋 

 把試教錄起來，回去自我檢視修正 

 請現場老師或教授，幫忙看試教 

 觀其他同儕的試教 

試教的時間掌控不佳 

 戴手錶練習試教 

 若試教時間還有剩，可以事前準備

好一至二個總結活動，拖延時間 

 若試教時間太久，不管剩多少教學

內容尚未演示，剩最後一分鐘一定

要進到總結活動 

口試時答非所問、愣住、沒有答案 

 撰寫申論題時也可以邊準備口試

問題回答內容，因為有些內容都可

以共用 

 將歷屆口試考古題，依主題分類

後，思考不同主題中，自己有哪些

具體經驗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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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試卡關的原因 解決方法 

 與同儕彼此多練習 

口試的時間掌控 

 自我介紹可以準備1分鐘或2分鐘

版本，拿碼表計時練習 

 由於大部分的口試時間共 10 分

鐘，因此回答每個口試題目不能太

久，每題大約 1分半，若回答時間

太久，就減少委員了解你其他表現

的機會，若回答時間太短，有可能

回答內容不夠完整，因此在回答時

可用碼表計時，並減少冗言贅字 

 

(三)情緒卡關 

    回顧整個考教甄的那段期間，其中我覺得最難調適的其實就是自己的心態，當筆試、

複試不斷的接踵而來，每次成績放榜心理壓力就不斷地增加，但不禁一番寒徹骨，焉得

梅花撲鼻香呢？ 

    若在考教甄的準老師們看到這裡，我想告訴你們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只要你能跨

越自己情緒的關卡，你就已經成功一半了。當情緒低落時，你可以找個人聊聊，做自己

喜歡的事紓壓；當考前很緊張時，你可以看著鏡子，告訴自己是最棒的，給自己信心喊

話。不管結果如何，只要心中存有自己的教育信念與初衷，相信終有一天你就能站上屬

於自己的教學舞台。 

 

參、結語──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教甄就像參加一場鐵人三項，你必須通過筆試、試教、口試層層的關卡，付出許多

努力但不一定有收穫，可能會哭過很多次，心情跌到谷底很多次，嚐過各種酸甜苦辣，

但經歷過的風景，將成為未來職涯人生中的養分，曾經失敗過，就會更珍惜每次的得來

不易的機會，凡事請記得機會只留給準備好的人，當你準備的更充分，相信下一個游上

岸的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