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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 

國文學系 101級 

臺北市成淵高級中學 段雨柔 

壹、 初試：筆試 

一、 書目材料 

(一)教育科目：陳家陽上中下三冊、教育法規、筆記、張春心的〈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

理論與實踐〉、黃德祥的〈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 

(二)專業科目：高中六冊課本、補充教材、文化基本教材、國學常識、古文觀止。 

(三)考古題：國中聯招各縣市九十五年到一百年。 

二、 讀書會 

從實習期間開始，我就和師大同學們組成讀書會。我們讀書會成員中有三個要考英文老

師，兩個要考國文老師。之前在師大時常聽學長姐回來分享說要組讀書會，但我一直不引以

為意。然而，經過了這次考試，我覺得讀書會真的幫我很大的忙。雖然知道必須定時定量地

讀書，但是從實習開始，就常會有其他事情打亂計畫，這時讀書會的進度就是確保自己可以

有一定的讀書量。 

讀書會一週固定聚集一次，教師檢定以前專攻教育科目，教師檢定以後加入教甄考古題。

每週有人負責導讀，有人負責解題，有疑問之處大家一起討論。 

三、 準備流程 

(一)教育科目 

在教師檢定之前，讀書會以陳家陽三冊的教育科目為主，並完成 95-101年的教檢題目。

教檢完後，我們完成之前跳過的單元（像是教育統計、特殊教育導論），並複習裡面常考且易

忘的單元（如法規、測驗、行政），輪流導讀。同時開始寫教甄的歷屆考古題。 

很多人強調讀陳家陽三冊一定要做筆記整理，但我基本上只有把重要但記不熟的內容寫

在筆記本上，並沒有特別整理裡面的內容，主要是因為整理要花費很多時間，但我真正開始

全心投入念書已經是二月，沒有辦法一一整理。與其花時間整理，我覺得不如趕快把關鍵字

背起來。其次，整理成表格的時候，文字過於精簡，以致於能回憶的線索太少，造成答題時

推論的困難。因此，我複習時都是從單元的頭翻到尾，一次比一次快。陳家陽三冊依照單元

的難易度，我前前後後大概翻了三到五次不等。讀書的方式我覺得還是要依照自己讀書的習

慣，對自己的後設認知有良好的監控與了解，知道如何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吸收大量的知識。

如果做表格或是畫心智圖對自己能幫助記憶，那花時間也得做。專書的部分我稍微翻了張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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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及黃德祥的〈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外，沒

有深入去讀其他的專書。 

陳家陽套書中附有一小本的教育法規，小小一本但很重要，讀書會特別在考前特別抽出

一到兩次的時間複習法規，就是不希望在法規上栽跟斗。 

一些教育最新的時事議題，陳家陽三冊裡面並沒有，讀書會的成員在考前列出近期重要

議題（如學習共同體），分頭蒐集資料並整理好（以一頁 A4為原則），彼此分享。 

(二)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網路上推薦了幾本必讀的書，我買回來翻了一下，覺得內容太精簡，就擱在一

邊了。國文這個科目我個人覺得要認真地做基本功夫才是最佳的準備之道，所以就從高中課

本下手，課本中的文言文都是重要的名篇，注釋、國字注音每一個細節都不能放過。高中課

本的補充教材裡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篇章，我也一併拿出來讀。我原本計畫要把古文觀止讀完，

但是時間真的來不及，文章囫圇吞棗地念完便失去閱讀的意義，所以最後我只挑了幾篇我聽

過、感覺比較重要而且沒有跟課本、補充教材重複的幾篇加以閱讀。 

論孟的題目偶爾會出現個一兩題，有一些沒有複習真的完全想不起來，所以文化基本教

材可以在讀書累的時候或是睡前翻一翻。 

我自己花很多時間複習國學常識，國學常識背了又忘，忘了再背，經史子集都要記，有

一些縣市（如新北市）很喜歡考國學常識，考教甄絕對不可以忽略這一塊。國學常識不一定

要讀我推薦的書目，只要手邊有相關的書籍拿來讀就對了。 

我在文意閱讀方面比較沒有問題，所以沒有特別針對這部分進行練習。建議考生可以先

做一兩份教甄考題，知道自己哪部分需要加強後，再來制定讀書計畫。 

(三)考古題 

考古題一定要寫，而且要及早開始，因為份量非常的多，需花費大量的時間才能扎扎實

實地完成。之所以一定要寫考古題，是因為教甄常會出現重複的題目，別人寫過而你不會，

分數差距一下就拉開了。寫完考古題，我會上阿摩找詳解，並把要記起來的部分貼到 word上

面。每個人觀念不清楚或是不會的地方都不大一樣，所以建議大家這部分需要自己下一點苦

功。 

考古題的部分我是印下來寫，每天寫一到兩份。阿摩上面提供線上作答的功能，它會記

錄答錯的題目，下次可以再練習，大家可以多加使用。不過阿摩的題目有時候會缺題，或是

題目不完整，所以還是下載各縣市的題目對照一下較佳。 

四、 筆試心得 

實習期間，我幾乎沒有甚麼時間讀書，所以實習之後實習學校找我兼課，我也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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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擔任攜手班的教師，全心準備教師甄試。準備筆試是一個漫長又艱辛的過程，每次寫完考

古題都懷疑自己到底考不考得上，但是一定要相信自己會一直進步。對教育科目挫折時，我

就寫專業科目，對專業科目灰心時，我就讀教育，但是兩者我都不偏廢。總之，不能讓自己

停下來。 

貳、複試：試教與口試 

一、試教 

(一)實習期間 

實習期間的教學及觀課經驗對之後的試教很有影響力。實習期間要多熟悉教材，並蒐集

好一套完整的教材。實習期間，可以多看不同老師的教學，從中擷取精華並找出自己的教學

風格。可以的話，找兩個不同年級跟課（如果能三個年級當然是更好），而且不要中斷。像我

的指導老師是教一年級和三年級，我對七上和九上的教材就很熟悉。 

實習期間多做教具，實習時很多時間待在處室，可以利用零碎的時間做教具，將來便可

省事不少。教具建議做「萬用」的，像國文六冊加起來超過六十課，一一做教具太沒有效率，

而且到現場可能會手忙腳亂。我做的教具包含一些重點提示的框框、人事時地物、段落標題

等等，簡單明瞭。 

(二)攜手班 

上面曾提過我接了實習學校的攜手班課程，教攜手班的挑戰是要把所有課文內容講解的

非常的簡單，很多時候是無法照著備課用書上面的教，要用更直觀或是更生活化的方式讓學

生明白課文內容。因為攜手班，我訓練自己要讓課程深入淺出，在課堂上，帶著學生尋找答

案，使我的教學更貼近學生。 

(三)準備試教 

我完全沒想到自己會進複試，而且臺北市又是第一場，所以我只準備了五天就上場了。

複試的部分我的準備是非常不充足的，除了教具、幾份簡單的教案外，我什麼也沒有，所以

提醒大家一定要盡早準備，才不會像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筆試考完後我花了兩天把六冊

的學習單用好，放榜知道進複試後就開始準備教案。因為只剩三天，我只能準備簡單到不行

的簡案。簡案分三個部份：引起動機、主要教學內容、活動或學習單。我設計的教學相當結

構化，目的是用最少的時間準備最多的課程，若是抽到白話文就教心智圖，抽到文言文就抽

一段來教。備課用書上會提供課文架構，畫心智圖時可以參考，但我會作更動，讓架構圖更

加清楚明瞭。 

上面提到我在實習期間就把萬用的教具做好了，所以準備期間我完全沒有做教具。如果

時間急迫而且沒做教具，請不要盲目地做教具，把教學內容顧好才是最重要的，有時間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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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不然請別人幫忙也是可以的。在最關鍵的時刻一定要做最重要的事。 

教案可以和同學一起完成，但是拿到同學的教案一定要修改成自己的風格，不然教起來

不順暢或是沒有突顯個人特色，那就沒有加到分了。考前一定要找其他人幫忙看試教，很多

盲點自己看不到，又或者可以教得更豐富更精彩。臺北市複試前，我的實習學校幫我辦了一

場模擬教甄。我的指導老師花了一節課的時間和我討論試教的部分，讓我在短時間功力大增。 

二、口試 

(一) 實習期間 

口試內容不外行政、班級經營及教學專業三個部份。實習期間多看多問，是最好的準備

方式。我實習學校的行政實習很扎實，學務、教務、輔導三個處室都輪過，所以很清楚學校

工作的職掌與分配。導師實習我主要放在如何處理班級的衝突及特殊生的處理，一些常見的

問題像是性騷擾、霸凌、自殺防治等等都學著去處理。實習期間可以多看導師和行政人員處

理的方式，學習雙方的精華，自己建立一套流程與注意事項，對口試很有幫助。 

教學專業的部分，除了觀課後和老師討論外，如果你的目標是臺北市（其他縣市我不大

清楚）研習是非常重要的。國文領域這些年不斷強調閱讀的重要並開始推晨讀，所以若有相

關的研習可以踴躍參與。 

(二) 準備過程 

我其實沒有特別準備口試的內容，不過我參加了師大舉辦的模擬面試及面試技巧的工作

坊。口試資料在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也大致準備完成。三折頁裡面的字不要過多，主要放自

己想強調的重點，教學的部分可多占一些篇幅。對三折頁上的內容必須非常清楚，不管問什

麼都一定要會回答，所以連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絕對不要放在三折頁上。至於備審資料控制

在二十頁內最佳，字不要多而且要大（十四到十六號字為宜），重點部分可以劃線或是此用醒

目的色彩。好的備審資料應該要讓人一目了然，一下子就掌握你的優勢。因為參加金筆獎，

我手邊的資料有六十頁之多，我從中擷取精華，最後版本只有十八頁。備審資料不要捨不得

刪，過多的資料評審根本沒時間不會看、也不想看，此外更突顯出你的整理能力不佳、不會

去蕪存菁，反而扣了分。 

三、實際上場 

(一) 試教 

我抽到的課文是蘇軾的〈記承天夜遊〉，是一篇相當經典的課文。在準備期間時，我拿一

張 A4的白紙寫下我教學的流程，以及各個流程中要說明的重點或是要做的活動。流程主要分

為：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總結活動。十五分鐘的試教，時間分配依次為兩分鐘、十分鐘、

兩分鐘（一分鐘彈性使用）。以下簡單分享我當日的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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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級經營及課程進行方式：詢問副班長班上同學是否皆到齊。小組同學依組別坐好。 

2. 引起動機：本課是蘇軾去夜遊，請同學分享自己夜遊的經驗，並比較一下白天出去和晚

上出去有什麼差別？ 

3. 發展活動：複習人事時地物後，進入課文二、三段。第二段是學生常常產生誤解之處，

所以特別花時間講解「庭下如積水空明」這一句。這一句中的主詞蘇軾沒有寫出來，我

也不直接告訴學生答案，而是帶著學生從第一段中找線索，引導學生回答。為了確認學

生是真的理解第二段作者描寫的畫面，教完後我請兩個學生上來把第二段的文字畫成圖

畫，檢視學生的理解，並再次帶著學生複習第二段中描寫的景色。 

4. 總結活動：發下學習單當成回家作業，跟學生說明學習單的內容，並鼓勵小組一起完成。

預告下一堂課繪製至心智圖，請小組先討論要如何繪製本課的心智圖，下次上課跟大家

分享。 

(二) 口試 

1. 一分鐘自我介紹 

臺北市要求一分鐘自我介紹，事前一定要先練習好。我的自我介紹中除了介紹我自己，

並由成長歷程帶出我的教育理念。 

2. 考官提問 

（1） 帶學生閱讀時，你希望培養孩子什麼樣的能力？（教學專業） 

（2） 你覺得閱讀和讀教科書有什麼不同？（教學專業） 

（3） 你如何備課？流程與方式為何？（教學專業） 

（4） 在你的班級上，你希望教出什麼特質的孩子？（班級經營） 

四、複試心得 

試教其實是一場心理戰，我在試教過程中，有個考官不是低著頭，就是打哈欠，對於第

一次考教甄的我真的倍感壓力，但是我講到某些橋段時，她會抬起頭認真地聽我說，當下真

的覺得自己有機會。考上後問幾個一樣考上臺北市的同學，他們也都有發生類似的情形，我

想這是在考驗我們的抗壓性，也某個程度反應教學現場可能發生的情況，所以遇到了也不要

太驚慌。我的試教當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例如一開始進去太緊張、課文少唸了一個字，但是

你的教學理念、教學方式，自信心考官是看得出來的，所以小小的瑕疵不用太在意。（當然如

果事前能改進，一定要努力修正。)在這裡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建議，如果你一開始可能會緊張，

引起動機就不要準備一長篇的話，可以改由問答方式進行，如此也能表現出你和學生的互動，

一舉兩得。 

試教內容不要完全依照備課用書，要有自己的講解方式。備課用書的內容考官比我們清

楚得太多，我讓考官抬起頭來聽我說的，都不是備課用書裡面的內容。這部分大家可以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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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討論，如何才能夠教得深入淺出。 

考上之後我幫許多身邊的同學、朋友看試教。大家的實力都很好，也都很努力，修正一

點點就能更加完美。以下列舉一些我給我試教朋友們的建議： 

(一)引起動機不要長：引起動機的時間一定要控制好，切記不要教了五分鐘以後才說：「現

在進入今天課程的重點。」 

(二)你需要一些小心機：一些朋友教得不錯，但是說實在看完二十個考生後（甚至更多），

評審到底記得多少？小心機可以幫助評審記得你，內容可以是教學上獨特的見解，

也可以結合在地的風俗文化，讓評審知道你真的很用心。 

(三)教學順序要具有邏輯性 

(四)多一些互動：設計更多的問題。試教時「老師說」和「學生說」都是你在說，一樣

都是說，何不用學生的立場來說？ 

(五)他們是國中生：國中生很難理解人生的一些哲學和體悟，太過抽象的意涵對他們而

言太過空洞，所以在課程設計時，要切記貼近學生生活，用學生能理解的話來說明。 

(六)帶著學生找答案：如果你設計學生答錯或是回答不出來你問的題目，與其點下一位

同學來回答，不如帶著他一步一步找出答案。 

這些同學、朋友最後也都應屆考上了，這說明了她們都很優秀，只是有一些盲點要旁觀

者才能看得清，所以總結而言，考教甄是一場團體戰，不論筆試或是試教，一起努力、彼此

激勵、互通有無，一起打仗比一個人孤軍奮戰好得太多了。 

最後祝福所有努力的人都能美夢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