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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鄉 114天教師之旅 

運動競技學系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  孫佳婷 

我想分享的過程可能與其他人不同，是我在新加坡、泰國及臺灣的一些經驗。 

壹、 初出社會，茅塞頓開 

臺灣目前面臨少子化及教育體制改革的影響，教師供給額度已供過於求，許多新手教師

已視教學為「職業」而非「志業」，為求取一份「穩定」的職業，只好四處「流浪」，然後在

年年次次的教師甄試裡逐漸喪失對教育的初衷與期待。大學四年受到師大的薰陶與培養，為

人師、為典範的信念已經深植心中，但這一路過程中，我也不斷探索自己對於教育的理念與

藍圖，常常自問「我是誰？」並且延伸出許多諸如「教育之於人生的目的？」、「教育之於學

生的意義為何？」、「我能做到甚麼？」的問題。 

 

我出身於運動競技學系，術有專攻，在校期間也不斷增加自己各領域的實力與經驗。我

曾修習多國外語的基礎課程，雖然未至可以教學的程度，但也奠定了自己在語言方面融會貫

通的能力，另外也參與了許多國際文化與教育相關活動，在文學、社會領域也因自己的喜好，

不斷保持閱讀與擔任志工的習慣。我一直相信，體育是國際共同的語言，如果能夠加強自身

的語言能力，一定能使前路變得更寬廣，因為一個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能夠獲取的資源與聯

結就會更多。 

 

應屆推甄上師大體研所，雖然自己對於繼續求學的慾望極高，但由於考量到近年中等教

育開缺名額可能增加，所以還是決定先辦理休學，進行為期半年的教育實習。之後經過幾個

月的準備，也順利通過教師檢定考，一直都喜歡自助旅行的我，考量到距離研究所復學還有

五個月，便想利用這空檔到國外走走，紓解一下半年多來的壓力並好好思考自己人生未來的

方向。有人說過，畢業後初始的幾年，對於未來人生至關重要，甚至會影響整個人生的走向，

過去日子裡，我一直過著規劃、實踐、規劃、實踐的規律生活，從不浪費在師大的一分一秒，

也以身為師大校友為榮，並且感到師大校訓對於自己的強大支持力。 

貳、 離開熟悉，前往新加坡 

因為自己性喜旅行及接觸不同文化，希望可以趁年輕多到世界各地累積教學經驗並體驗

民情，因此曾瀏覽許多國家的教育部網站搜尋短期教學或志工計畫。也因此，我得以透過新

加坡的「客座教師計畫」，到新加坡立化中學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訪問、教學活動。新加坡實

施雙語教育，但主要語言仍為英語，四大族群共同生活，其積極吸收世界各地、各領域的專



2 
 

才菁英到新加坡來發展，也因此近年來，新加坡的經濟及國際地位也不斷提升。新加坡教育

制度嚴謹，流暢地與世界接軌，生活素質、水平也極高，對於國際教師，若為正式聘請，可

有平均約五到九萬台幣不等的薪資，相較於臺灣薪資水平及缺額不多的現況，相信對許多教

師非常具有吸引力，但相對的，日常花費也會較高。如果有興趣到新加坡就職的教師，我建

議可以先到新加坡來短期居住一陣子，畢竟薪資不會是考量的唯一因素，這裡的師培制度、

學校及社會對教師的要求、期待都不同，而且步調快，生活壓力較大，有些人或許一時會無

法適應，但如能適應良好，新加坡與臺灣同為亞洲國家，來往方便，華人世界也有許多共同

背景，實為一不錯的選擇。 

 

許多想要出國交流的人其實最頭疼的可能是經費來源，尤其是交通費及住宿費，其實現

在許多國家都有所謂的廉價航空，常有促銷票價或不等的優惠，目前來往臺灣與新加坡者有

亞洲航空、捷星航空、宿霧航空等，最便宜可購買到單程約三千台幣的機票。許多人對廉價

航空有錯誤的觀點，認為是不是飛航安全較無保障？其實並不是，只是廉價航空通常只提供

最基本、最陽春的飛行服務，若需要飲食、行李加重、選位等服務，則需另外收費，其將選

擇權交回旅客，由旅客自行選擇需要的服務，但訂票之後通常無法更改飛航時間及地點，需

特別注意。來到新加坡之後，深切感受到這裏是文化的大熔爐，除了亞洲族群之外，也有許

多歐美及他國人士來此發展，在臺灣的時候，我們通常只「學習」英文，卻很難開口「使用」

或「利用」英文，而且很少接觸其他亞洲國家的語言，但在這裡，除了常見的歐美語言，更

有馬來語、泰語、菲律賓語、中國各地方言……浸淫在這樣的環境下，語言能力很難不提升。

新加坡為亞太地區一大空航轉運站之一，加上其本地有許多自有廉價航空公司，因此在新加

坡的日子裡，也常可前往世界各地旅行，像我在短短幾個月間就前往泰國兩次，印尼一次。

其實新加坡與各國都保持密切往來，大概因為國土不大，長假又多，因此一有假期，新加坡

人常常都往鄰近亞洲國家度假，舒緩沉重的工作壓力。 

 

新加坡教育採菁英取向，分流極早，並且分為多種學制，常見的為國中四年，而後進入

初級學院就讀兩年，或者完全中學一貫六年，初級學院是為進入大學而做準備，通常為技術

取向，如商業、區域開發、理工等，且中學許多科目都有留級制度。新加坡公立大學有新加

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等，能進入公立大學就讀者通常為國內

成績之佼佼者，入學門檻極高，不似臺灣目前為求提升人民普遍教育素質，幾乎人人皆可進

大學，但這樣的教育制度也使新加坡隱隱有種公民分級的感覺，不若臺灣友善，由於新加坡

教育文憑受歐美認可，英語又為第一語言，因此也有許多人在唸完國中後就拿歐美獎學金出

國留學。由於嚴謹及優質的教育素質，目前有許多人都考慮將孩子先送到新加坡就讀，做為

日後攻讀歐美的跳板，較為有名的中學有華僑中學、立化中學、萊佛士等，在校期間，不只

要求各科成績的高水準，更要求參與社團、國際活動、體育能力等，強調學生的全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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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的，學生壓力與臺灣相比之下更是有增無減，教師在教學方面，也因此更加戰戰兢兢。 

 

新加坡並沒有師範培育大學，所有師資培育都交由 NIE(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來負責，隸屬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不限身分，只要通過教育部審核，在 NIE

進修約兩年的課程並進行五週的教育實習，即可分發進入學校擔任教師，且進修期間比照給

薪，但若毀約則須全數繳還並賠償毀約金。由於教師壓力過大，因此每年離職狀況仍不在少

數，教育部為降低此情況，提出許多方案，如服務固定年數後，每年年終都非常可觀，且仍

隨年資增加而繼續增長，甚者可達十二個月的年終獎金。新加坡教師必須具備教學兩種科目

以上的能力，在進修期間可以自選科目，進入學校後則會有適當的配課，但基本上授課仍以

英語為主，除非是外籍教師或特殊需求，可能會有不同的要求。 

 

有興趣的人，可以上新加坡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sg/)查詢，另外，新加坡

私人教育機構繁多，包括各式補習班、職業進修班、私人學院等，也非常歡迎會說中文的人

才，如果想到國外見識一下又獲取工作經驗，可以考慮新加坡的工作機會。但是凡事有利即

有弊，每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不同，對於教育的理念也不同，不一定可以適應得了新加坡的

要求與生活環境，如果想要磨練教學技術、進行比較教育研究，很建議來新加坡走一走，因

為這裡推行的是理解式教學、提問式的教學，要求學生大量的思考、討論、反省，藉自己的

能力解決問題，以我本身所屬的體育領域而言，這裡的教學法是臺灣正大量研究的教學法，

目前在臺灣中學仍屬推動階段，因此我來這就學習到了很多實施時的技巧、設計課程的概念、

班級經營的方法，也從其他老師的資料庫中獲取了許多教案與評量檔案，對於學校的運作與

行政有了更深的了解，這對於日後在臺灣的教學及個人進修都有很大的助益。 

參、 再次挑戰，臺灣與泰國 

本來計畫今年要繼續在外增長見識一年，因此不打算回臺參加教師甄試，但由於不忍家

人殷殷期盼，因此在研究了近幾年報考狀況之後，仍回臺報考唯一一間學校──桃園大園國

際中學。報考這間學校是考量到自身對國際事務的興趣，以及國內目前能以英語教學的體育

師資應該人數較少，且新學校發展極大，可以有揮灑的空間，而後很幸運地通過筆試，進入

複試，在前往複試的路途中，看見許多其他領域的教師都戰戰兢兢的準備著口試與試教內容，

瞬間考場猶如砧板，待考教師如羔羊待宰般緊張。如果事前準備充足，來到考場或許可以更

加從容，發揮自己活潑教學的一面，有些人以雞蛋不放在同一籃子的心態報考許多間學校，

或許可以增加上榜機率，但也可能同時分散了精力，無法好好準備最適合自己的學校，所以

在報考前，仔細分析時間、空間、人力等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口試時，兩位口試官非常和藹，

一位主要負責詢問，另一位負責審查資料，如果資料能以大綱式或圖表式標記重點最佳，因

為通常口試官都注重臨場的表現，而不會太過仔細去看繁瑣的資料。提問內容都是基本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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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對於學校的了解等，其他就是從履歷中提問，因此，履歷的呈現不但代表你個人的

風格，若經過設計更可以引導口試官提問的方向，也較能於口試前就做好準備。試教時，有

三位考官在場，由於這是雙語教學的學校，因此全程以英語進行試教及提問，提問包括日後

如何獲取相關教具資源、班級經營、空間使用的問題等等，問題的範圍就很廣，有些都是考

官臨時起意的問題，因此平日就要養成清晰、易理解的口語模式，才不會臨場反應不及。 

 

最終，我名列備取二，雖然沒有考上正式，但我並不失望，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及唯一報

考的學校，我也從此過程中學到許多，很多人抱持著第一年不可能考上的心態，亂槍打鳥只

想累積報考經驗，有些人則抱持著一定要頭一年就考上的心態積極應考，不論是哪一種，我

想凡事就是積極面對，盡人事聽天命，把握自己可以掌握的部分，其餘但憑機運。不論有沒

有考上，向前的路途都不會停止，這扇門不開，定有他扇門隨之而開，許多畢業生都只想趕

快找穩定的工作、擁有穩定的薪水，但是我們擁有的可塑性極高，趁年輕應該要到處去闖，

去累積不同領域的能力，將自己的眼光只放在考試上未免太浪費大好年華，身為教師如果沒

有寬闊的眼界、豐富的歷練，又如何能引導學生、開拓他們的眼界呢？如果不曾經歷洶湧波

瀾，又如何知道平凡、穩定的可貴呢？日前有一位名人至師大演講，只記得他講了一句：「不

要想太早就當別人的老師，應該要想當一輩子的學生。」我想這意味的就是，當你看得多、

學得多了，因緣俱足了，總有屬於你發揮的一片天，在那之前，累積自己的能力、保持高遠

的眼界及年輕的心是非常重要的。 

 

在國外的幾個月，我也趁新加坡國內長假的機會，前往泰國自助旅行，共待了一個月，

也到了國小、國中、高中、大學中去參訪、觀摩，當地的許多教師好友也向我介紹了教育的

概況，目前泰國教師實習時間為一年，如臺灣改制前制度一般，教師薪資不多，約在一萬元

上下，但由於當地物價低廉，因此已綽綽有餘，全球正興起中文熱，泰國也不例外，因此會

說中文的人才在此的也常能找到薪資優異的工作，加上許多外商投資，因此暫居泰國的歐美

商業人士也為數不少。但全球很多華文市場都已被中國捷足先登，臺灣的華文師資培育應該

要有進一步對策。我也在泰國找到一所臺灣學校，薪資福利皆比照臺灣，真的使我非常動心，

我一直都覺得偏遠地區的教育活動，會遠比在大都會的教育工作更有意義，而且留下來又能

學習泰文，實在又大大的影響我決定的過程，但最終我仍考量到研究所尚未完成的因素，婉

拒了大好的機會。如果不求長期聘約，想累積教學能力又到各地走走的人，可以考慮許多亞

洲地區的華校，臺灣培育出來的師資水準高，通常很受歡迎。 

肆、 釐清目標，砥志礪行 

對我而言，我對於教育一直有很大的熱忱與期許，即使臺灣目前教育缺額不多，教師地

位也不若過去受尊崇，但我仍抱持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只要有貢獻的機會我絕對會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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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出國，讓我對於自己幾年來的教育概念與藍圖有了一番反省並重新調整自己的方向，

其他國家值得借鏡的地方，是未來投入教育領域的標竿，但也隨此反觀臺灣的教育現況，我

們的教育水平其實也已具有高水準，只是國際化程度必須要再提升，不可侷限在地理環境中。

客座教師約滿後，一方面新加坡校方詢問我續留服務的意願，另一方面泰國也找到正式教職，

但在幾個月的深思熟慮後，考量到仍想繼續研讀更高學位，因此決定返國就讀研究所，將此

次所學運用於研究中，以期對臺灣體育領域能有更深一層的奉獻，雖然許多人建議現代社會

找工作不易，應先好好把握難得優渥的工作機會，而後再去進修，但於我而言，教育不只是

職業，更是志業，是一份須用心投入、用生命去灌溉的工作，不能只用金錢及自身利益來衡

量，且我相信，只要把自己準備好，機會永遠不嫌遲，離開學校、進入實境的這幾個月內，

我明顯的看到了自己需要加強的地方，讓我得以縮小現實與想像中的差距，我想先將自己的

缺口補足，累積更多能力，等到時機成熟時，一定有屬於我的機會，相信那時，自己也會走

得更堅定。 

 

於是我放棄了泰國與新加坡的教師職缺，選擇回到臺灣就讀研究所，並一面在母校兼課，

期許自己可以運用資源，使研究理論與實務能相互提升。雖然兼課薪水及福利遠不及在國外

的酬賞，但過去二十幾年受到臺灣的培養，是臺灣養成了現在的我，我仍希望可以為臺灣的

教育事業奉獻心力，將所學貢獻給自己國家的下一代，在國外時偶爾會自問；「究竟自己在此

地做甚麼？」但所有學習都不會是輕鬆容易的，經歷了多少，都會反映在未來的人生路途上，

這一次出國四個月的經驗，讓我對於自己的目標更加堅定而明確，雖然看起來好像回到原點，

但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與一直站在原點，是大大不同的，因為那讓自己的選擇，成為自己

的決定，而不只是被動的接受。我一直以來害怕平凡，總想成就和別人不同的事，但回臺灣

之後我領悟了，平凡或許就是最不平凡的事，因為不是人人都能真的平凡，平凡，就是真正

懂得自己，並且全力以赴，不問結果只問過程。捨得、捨得，小捨小得，大捨大得，沒有正

確的決定，只要無悔並堅持初衷，那麼這條路就會是最適合自己的。 

 

行筆至此，期與大家分享，也替自己做一紀錄。感謝曾協助、支持、鼓勵我的人，你們

在我面臨人生轉折點時給了我許多建議，而且不厭其煩的包容那樣矛盾猶豫的我，謝謝你們。

也期許這樣一篇文章，能使正在迷惘的人有更清楚的方向與勇氣！加油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