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戰倒數 180 實習之路聯結夢想雲端 

實習學校：高雄市立明華國中  實習學生：郭怡伶 

科目：國中社會學習領域 公民科 

 

民國 97 年對於 97 級學生而言是重要的一年，除了代表即將離開學校的涵

意之外，更意味著一群修習過教育學程的實習生們，要回到國高中的學子生活

中。這約為 180 天的急速成長與學習，我將之分為四個部份： 

 

※走出校園 踏入學園 

經過漫長的求學歷程，正式告別絢爛又精彩的大學校園生活。走出大學校園

脫離大學生身份，卻又走入學園成為教師身份；這樣的轉變不像高中生蛻變為大

學生那樣容易適應，而是要擺脫被動管教進而主動關懷，就像是「轉大人」一樣，

被付予更多責任與期待。 

初踏入實習學校—明華國中，因為該校是高雄市社會科教學的模範，即便與

家中距離相當遙遠、也不是我曾經就讀過的母校，仍然不辭上下班的奔波之苦，

下定決心要到這裡取經，期許半年後的我可以進階為稱職的教師。儘管已做好心

態上的調整，但不禁像是新生報到般，對學校裡的一切新奇又陌生，也對即將開

始的實習生活感到茫然。 

 

※實習制度 深得你心 

從 96 級畢業生開始，實習制度已經全面適用新制。最大的改變在於身份上

為「實習學生」、期間為期半年，終止舊制每個月 8000 元的津貼，並繳交四學分

的學分費用。且在隔年三月會舉行教師檢定考試，以平均 60 分的成績才能取得

各位實習生夢寐以求的教師證。其實我們畢業時，耳聞許多畢業生仍然對於該制

度不熟悉，甚至於不曉得該如何自我定位，在此與學弟妹們分享，攸關新制的成

績計算方式。 

（一）行政實習：身為實習生，主任會安排各位進入學校各處室協助行政工作，

我因有心輔系輔系的背景，被安排至輔導室；也因僅有短短半年時間，主任希

望我們能從中多加學習，故讓新制實習生固定處室，增長可以好好學習的機會。

雖然現階段在不熟悉業務的時候，只能幫忙一些較為繁瑣的工作、或是多為付

出勞力的工作，常會讓人有無法發揮所長之感嘆！但若是心念一轉，其實這並

非浪費時間；在這半年來，多是協助整理資料、表格等，但是從組長的作為中

學到如何妥善處理行政業務、辦理各項活動與講座，甚至於是各處室之間的緊

密合作，雖然沒能夠進入決策面、也無法面面俱到，卻也提升許多自身的辦事

與溝通協商能力。 

（二）導師實習：班級經營的部份除了上課會有所接觸外，也會特別安排一個班

級，讓實習生有更多時間可以和學生互動，進而學習師生的相處之道。帶領實



習生的班級導師有可能是該科的指導老師、也有可能是另外安排的老師，藉由

參與班級活動，實際去學習與體驗，該如何勝任「導師」一職；當時我被安排

在國一新生班中，半年來與班上同學一同規劃英語合唱比賽、教室佈置、學期

初利用班會課進行團體動力的認識遊戲等；更體認到當老師不是該「當好人」

去討學生喜歡、遷就學生的要求，就算可以獲得多數學生喜愛；但立基於「不

敢冒犯」的白臉角色，無法確切的糾正學生該有的規範。而是要「當好老師」

確實指導學生在品格、生活常規上的建立。這也使我不再被學生牽著走，塑立

教師該有的專業。 

（三）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往往是實習生又擔憂卻最有自信的一部份，擔憂的是

倘若在教學上無法應付學生排山倒海的問題，就好像是給大學母校砸了招牌

般，面子很掛不住；但是經過學校四年來的專業訓練，好像也只有這部份可以

挺起胸膛很有自信的喊話：「我是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的公民老師！」然而，在實

習階段大概會是教職生涯中，最能按照規劃腳步、有系統組織備課的時候了。

日後，考上教職要顧及不同年級、一週 20 幾節的課程，另外還有可能兼任導師

或行政工作，遽變的生活很有可能會壓得喘不過氣，無法時時刻刻隨心所欲的

準備課程了。所以，盡可能逼迫自己加緊腳步備課、甚至於可以和大學同學一

起組試教讀書會，彼此砥礪教材的熟悉度與口條的練習，在半年內熟悉三年的

教材。 

（四）研習活動：身為實習生的共同心聲，大概就是永不止息的研習活動了。因

為組長與老師們課務繁忙，研習活動的參與上多會請實習生代為出席；也是給

新進實習生一個學習的機會。所以也不用排斥被外派到其他縣市的研習機會，

若能順勢拓展他校的人脈資源，也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我也曾在研習場合

結識他校老師，經過教甄淬鍊的老師，他們的實戰經驗分享頗能提升我在實習、

教甄上的認知，成為參加研習的意外收穫。 

 

※心態歸零 重新出發 

進入校園之後，首先會面臨的問題就是要先放下大學時代所有光環了。來自

各校的優秀實習生，個個都是當年在大學校園中的風雲人物或是各科系、社團的

重要幹部，談起風光事蹟，一個比一個精彩。於是，不禁會希望到了國高中是否

能延續大學時期相當風彩的那一段。此時，請忘卻過往的燦爛！ 

在就讀大學時，因擔任過社團與系學會的重要幹部，也曾接觸過許多校外活

動，不禁讓我有種想在國中校園裡發光發熱的夢想，也想再度創造出人生中另一

段高峰。但是越是這樣想也就讓自己跳進死胡同中，心裡面會默默排斥打雜的繁

複工作，希望爭取到自己認為重要的負責事項，也因此進入了成長的停滯期。不

但無法讓自己提升、出現許許多多的怨言，笑容也開始離我遠去；我想，不論以

往有多少風光與了不起的戰績與成果，進入了新的階段也應該把心態歸零去學

習，從最基層學起；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從中去獲取很多體悟、累積通往成功之路

的經驗。 



此外，最討厭的小事也有可能成為最大的收穫點。在輔導室的半年裡，我持

續關懷一位被安置在輔導室的學生。因為被班上同學排擠與欺負，讓班上的課堂

秩序不佳，經過老師們的協商討論，規劃讓該生上一些資源班和彈性課程，並且

也設計許多重新建立常規的規矩；我和另一位輔導科的實習老師一起帶領該生，

幾乎是每天都在處理狀況不斷的突發事蹟。剛開始感到疲憊與無力，付出的心力

和學生的成長原來不會成正比，也令我很質疑自己當老師的能力。但學生一定會

改變，尤其是你有用心投入的時候；之後，該生有很小也很少的進步與改變，不

知道為什麼，真的覺得很感動。或許是初到教育現場的菜鳥教師緣故，沒見過大

風大浪，只要一點小事就能夠在心中停留很久。之後，輔導室主任也特別推薦我

是「關懷弱勢學生」的實習教師，拿到主任的推薦文件時，彷彿這半年來的努力

結成了小小果實；加上看見學生的進步，一點一滴找回對教育的熱忱與觸動，我

想教職其實是平凡中見偉大。 

 

※整頓羽翼 迎向教檢  

除了學校繁忙的實習生活外，回到現實層面就是隔年的教師檢定考試。經過

大學四年的歡愉生活，許多準老師們都已經忘卻當年苦讀考大學的毅力與精神

了，所以一談到「考試」，大多數人都會退怯三分。 

其實在安排讀書計畫上，真的要秉持七字箴言「莫驚、莫怕、莫慌張」，也

別道聽塗說自亂陣腳。如果至今尚未開工，可以在此給學弟妹們一些過來人的經

驗分享。在開始發奮圖強苦讀之前，請先弄清楚教師檢定的考試科目為何，才不

會在考試前夕才驚覺努力半年原來方向錯誤；而書籍的選擇上，可以多比較選擇

適合自己讀書習慣的書籍，不見得要迷戀坊間人手一本的聖經；重要的是，要看

得懂、也願意翻開閱讀，才真正能夠把書中精要唸進腦袋中。若是已經開始用功

的認真小孩不難發現，讀完一兩遍好像依然毫無概念，寫考古題錯誤率仍舊很

高。在唸書初期這是正常現象，等到回頭複習第三、四遍的時候、融合考題，始

能逐漸建構出教育科目的概念架構；也會發現周邊的實習教師們個個彷彿「職業

病」一般，老是把教育科目的專有詞彙掛在口邊，此時才算是已經進入走火入魔

的境界了。 

此外，更別忘了在實習期間多收集活動照片(並且整理建檔)、爭取比賽機會

(個人或是帶領學生皆可)，不論是證書或是指導學生參賽，都會成為未來教甄的

個人戰績。要將眼光放遠、別臨時抱佛腳，平日一點一滴收集，才不會等到要製

作個人檔案時，匆匆忙忙回實習學校補拍照片，不但會增加慌張程度，也因此在

關鍵時刻無法集中火力、慌亂不堪。 

 

總結實習生活是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 180 天，初期不斷倒數、期待結束的一

天；但是步入軌道之後卻又捨不得離開。除了份內應完成的事項之外，也別忘了

去體會實習學校的美麗傳統，很幸運地，我在一所重視人本、校風活潑的學校，

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規劃學生活動，讓教學活潑化。讓我這半年來實現了許多希



望付諸實行的教育理念、也與其他老師們合作辦理了一些有趣的活動，影響我許

多對於教育的認知與看法。我想這是每一位實習生可以特別感受的小地方，說不

定能帶來意想之外的體誤與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