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鎖定目標，巴士（八試）到站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02級 

臺北市內湖國民中學 林芷鈺 

「當你真心像要做某件事情，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你。」 

我是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102 級林芷鈺，輔修特殊教育學系，幸

運地在實習結束後半年，考上臺北市內湖國中特教教師。 

我個人的經歷是大五實習及教師檢定是考本科──幼兒保育科，而教師甄試時則是

以輔系──特殊教育為目標。在我準備教甄期間，我其實也不是考第一間學校就上，教

師甄試總共考了八次，五間獨招，三次聯招。前面五間獨招都在筆試階段就被刷下，而

在全國高中職聯招有幸成為榜首，以及正式錄取臺北市國中，最後，選擇了臺北市國中。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跟各位學弟妹分享，不一定適合所有人，但還是希望對各位學弟

妹能有幫助，如果有什麼問題，也歡迎與我討論，我也會盡力幫忙、傾囊相授。 

「成功絕非偶然」，因此以下分成準備教檢、教甄兩個部份來分享，包括教檢的書

單、讀書計畫、考試技巧；教甄的筆試、複試（試教、口試），還有最後給學弟妹的一

些心得與建議。 

一、實習──教檢 

「每一個現在的努力，都是為了未來在鋪路。」 

大五半年實習前會聽到兩種說法，一種是全心實習、全力表現，珍惜實習的經驗多

看多學，另一種是只要平穩地通過實習，多多利用時間念書。我自己認為兩種建議都有

其道理，我自己的作法是從中取其平衡。我在實習的時候放了許多心力在教學、導師和

行政，因為我的個性比較無法一心二用，所以我只有利用假日時很緩慢的在讀許多人推

薦的陳嘉陽的教育概論。 

「只要肯起步，永遠都不算太晚」 

而我真正開始認真準備其實是一月，一月份時雖然目標放在三月的教檢，但我是以

「準備教甄的心態」在準備教檢的考試，我覺得眼光要放遠，如果想要應屆就考上，一

定要提早再提早做準備，有很多人從大四甚至更早就開始唸書、補習，我一月開始念已

經有一點點晚了，而我的終極目標是教甄，「只要開始，都不算晚」，我一定要比別人更

加用功認真，才有可能考上呀不是嗎？抱持著這樣破釜沉舟的心態，我開始我的「讀書

計畫」。一月－三月教檢：準備教育綜合科目，教檢結束－教甄：80%準備特殊教育；

20%準備教育綜合科目。 

「基礎打好，會有收穫的一天。」 

一月到三月教檢前，我把重心放在教育綜合科目，因為大學四年有認真上課，對於

教綜不會太陌生，由於只剩兩個月的準備期，所以我選擇了不看專書，直接研讀「考用

書」，志光系列的戴帥主題式教育專業綜合科目以及艾育的教育檢定通關寶典（中學類）

幾乎是人手一本的寶典，因此我先把這兩本認真讀完，暫時不念陳嘉陽，不夠的地方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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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其他的考用書（如附件），再搭配寫至少三遍歷屆試題，以及好好利用強大的網路資

源「阿摩」，在上面可以看網友整理的各科筆記、考試重點和練習題目，藉由每天扎實

的練習阿摩，把教綜念得更加熟悉透澈，這樣對於教檢的程度就差不多了。 

二、教甄 

（一）第一關──筆試 

「當你在休息時，別人已經超越你。」 

教檢一考完，我只給自己休息三天的額度，放鬆三天後，開始下一個階段的讀書計

畫。教檢到教甄大概三個月時間，這三個月我過得非常規律，早上八點圖書館報到，一

直念到九點閉館。特教部份安排的書目有：陳穎不敗系列的歷屆考題及法規集錦（陳穎

的書籍是考特教的大宗，考題蒐集完整，法規集錦整理得清楚又詳細）；專書有紐文英

的啟智教育課程與教學設計（淺顯易懂，對課程設計很有幫助）；超級推薦的徐強特殊

教育導論及題目（徐強的特導整理的非常清楚，我在考試時是以這本為主，搭配主題式

的題目，建立很詳細的觀念）。教綜則是推薦高明的上下兩本（我覺得高明這兩本完全

針對考試，可以讀到非常精華的重點，五顆星）；陳培林的教育專業科目聖經（大量寫

考古題時如果還要一直查詳解就很浪費時間，陳培林系列把每個年度的教甄考題都收錄

一本，裡面有每題的詳解，非常方便，五顆星）。 

「沒有最好的讀書密技，只有最適合自己的讀書方式。」 

我覺得在準備教甄筆試上，看個人的時間和讀書習慣等等，找出最適合自己的讀書

方式。念書的範圍不外乎就是專書（看個人）、考用書念得滾瓜爛熟、不斷大量練習考

古題這三樣。考用書可以幫助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快速的抓到念書的方向和考試的重

點，得到最好的效率和效果。唸書唸累了，或者唸到一定程度，就做做題目，做考古題

真的非常有幫助，可以抓到每年考試趨勢，找到重點，很大的可能考古題也會重複出現

在今年的題目中。所以我建議，學弟妹準備筆試時，考用書至少念兩、三遍，考古題至

少寫三遍（錯誤的查出詳解，每個選項都要弄懂），這樣面對考試就差不多了。 

「有限的時間，做最有效率的事。」 

另外，我覺得做好屬於自己的「讀書計畫」實在太重要了，時間的妥善規劃運用可

以幫助自己有系統有規律地完成讀書進度，訂出每天、每周、每月的讀書計畫，讓自己

按部就班的念熟念透，也可以穩定自己的心情。由於有太多的書要念，越念會有越念不

完的感覺是正常的，所以也要善於利用瑣碎的時間，像是讀書讀累了、坐車時、上廁所

時……，都是可以拿來好好運用的時間，可以寫題目，或是看點「閒書」，閒書我指的

是和考試無關，但是和教育相關的一些重要書籍，像是最近很熱門的「學習共同體」等，

除了了解現在教育的重要議題、趨勢，也可以幫助自己面試時回答更有內涵。 

「目標確定，全力奮戰。」 

記得，筆試是第一階段的門檻，是得以進入教甄窄門的入場券，一定要好好的準備，

不要抱持著偷懶的心態，或是只拿八十分的實力應戰，你的對手可能已經奮戰了三五年，

如果沒有拿出一百二十分的努力，憑什麼贏過你的對手？如果想要應屆考上，再怎麼累

也要把書吞下去，把入場卷的門票拿到手，過了第一關，才有資格談接下來的試教和口

試，也才離正式老師的路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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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教 

「提早知道你將要面對的挑戰有多巨大」 

通過第一階段筆試關卡後，就要面對試教和面試了。試教的部分因為每個地區試教

方式不同，有些是自備，有些現場抽題，所以我建議學弟妹提早選定最想要的地區，然

後看看前幾年的試教範圍和方式，針對那個地區的要求全力準備。舉我個人為例：我以

臺北市為目標，臺北市的考試是自備教案，在公布第一階段筆試錄取之後，第二階段準

備時間約三天至一個禮拜，十五分鐘的時間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所以準備的

不二法門就是：練習練習再練習，從構思教案、製作教具……，說學逗唱樣樣都要最完

美，因為每個人也都是有備而來的，如何在茫茫人海中脫穎而出，爭取百分之二的名額，

真的需要花費許多許多心思。 

「教具不是重點，而是你是否有當老師的條件？」 

試教的重點在於流暢、鋪排有亮點，試教的十五分鐘要秀出畢生最棒的絕學，一言

一行，什麼時間學生有什麼反應，老師要接什麼話……，這些都要經過設計，寫成劇本

演出來。逐字稿的好處是你會認真的構思、設計你的教案，並且可以充分的練習，對於

自己即將端上臺的菜色瞭若指掌，練習給老師、學長解或戰友看時，他們也才能給你最

實質的回饋。 

唯有對自己的劇本熟到不行，並且有「亮點」，否則評審要看那多人，要如何讓評

審看到你不會覺得無聊想睡覺，正式上場時才可以展現最從容不迫、自信大方的自己，

才可以拿出稱霸全場的氣勢：你不選老娘是你的損失，不選我還能選誰！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從一踏入教室的門那一剎那，就要抓住評審的目光，所以要用盡你畢生最開朗、自

信、精神的態度，設計你的開場白。記得，要與別人與眾不同，要讓自己有「記憶點」，

所以要有創意、有巧思、有自信，舉我自己的經驗，我那場看試教的評審每個臉都超級

嚴肅、面無表情，但是我還是不受影響，盡量自嗨，讓教室的氣氛活潑熱烈，評審不看

我，我就一直盯著他，甚至利用設定學生的角色與評審互動。在我的試教裡面，我只教

一個重要概念，並且將整節課結構化的安排，穿插笑點、製造音效、肢體動作、聲音表

情、教具製作……，每一個小地方都做到最好，就會讓你精彩、順利地完成試教。 

（三）面試 

「打理好你的門面，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面試的重點在於自信、專業，第一印象當然也非常重要，記得：面試教甄一定要準

備一套「戰袍」，最能展現你的儀態和自信，不一定要穿怎樣，但可以讓自己與眾不同，

乾淨、大方又突出，以我自己為例，我準備了一件淺藍色的短袖襯衫、灰色的及膝 A 字

裙、黑色短跟鞋，頭髮全部梳起來紮成馬尾、瀏海一定要收乾淨，讓委員看到你時賞心

悅目，在心中默默 OS：這個人很有老師相，這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條理分明、不卑不亢」 

面試考驗你的邏輯思考、表達以及臨場反應的能力，面試的練習方式，能夠準備的

題目就盡量備起來，可以跟學長姐蒐集之前面試的題目，挑重要的仔細想想這題自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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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回答，自己在腦中要有答案，並可以與戰友互相練習，相互給予回饋。而回答內容

的重點在於「有邏輯、有條理」，所以一定要訓練自己回答時講重點，闡述時可以分前、

中、後，條列式的說明想法，並且「講重點」，不要洋洋灑灑的發表高見，也不要草草

結束，這個需要練習，上場時一定會緊張，但是如果平常都有練習，並且把能準備的都

準備好，心裡會踏實許多。 

「看似艱難的挑戰，是獲勝的絕佳機會」 

另外，態度誠懇、有自信，眼神要看著評審，不要害怕看評審的眼睛。北市教甄的

面試時，評審請我自我介紹，中間那位評審一直緊盯著我的眼睛，如果自我介紹不夠熟

或是因此緊張不敢看評審，我想都會影響到你的分數，遇到這樣的情形可能是評審在測

試你，一定要讓自己的眼神自信地輪流看著每位評審。因為我之前有情境模擬類似狀況，

所以我那時候心裡想：「太棒了！你這樣看著我，代表你在考驗我，這是我的機會！」

我就電力加倍地看回去，並且用最自信的笑容面對評審。 

評審在製造機會看你的臨場反應，越是這樣，越要從容不迫的表達，並且展現你的

高度熱情與笑容。另外有一種情況，是評審快要睡著，或是沒有看著你，這種情況一樣

想辦法吸引評審的目光，想辦法利用眼神、音調、語氣、音量、說話的亮點、幽默感等，

抓回評審的注意力，而當你成功時，評審也會對你特別有印象。所以遇到諸如此類的情

形時，不要慌，越能從容應對，越能突出。記得，面試就是在考驗你的表達和反應。 

「努力找尋生命中的貴人」 

再來，準備面試的技巧，就是不斷請人幫你練面試，可能是一起念書的好友，三不

五時就問一個問題，讓自己想辦法完整的回答，也訓練自己的臨場反應。朋友之間練完

了，若有可能，請校長、主任、老師們幫你們練習口試，我覺得經過這樣的磨練，對自

己的面試幫助會非常大。像是師培處也有舉辦模擬口試，那時我也有參加，除了讓自己

在時間限制下做好三摺頁，也訓練自己的膽量、口條，當面對三位一字排開的校長，臺

下座無虛席，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的震撼教育。所以，學弟妹不要害羞，也不要想說一個

人可以閉關修行，請多多往外尋找資源，多請一些人幫你看面試和試教，以校長、主任、

老師們的角度給予的意見更是難得與重要，針對各種建議去做改進，好好把握真的可以

功力大增。 

「好的說書人，引導觀眾走入他的故事。」 

最後，面試時一定要準備個人檔案集或三摺頁，我自己是兩樣都有做，重點是要想

清楚藉由你的檔案，想要讓評審看到什麼？不求內容多麼豐富，因為評審能夠仔細翻閱

的時間非常少，所以重點在於要有包裝、有重點、有亮點。讓評審可以一眼就知道你這

個人的特色、優點、教育理念等，對你產生興趣，從你的檔案及自我介紹中，引導評審

問你（設計過的）問題，讓評審走入你的人生故事。 

最後，我能夠順利地應屆考上，一路上有太多貴人相助，在準備的過程中，曾經有

覺得快撐不下去、想要放棄的念頭，排山倒海的壓力，每天規律又緊繃的念書、準備，

但是很幸運自己能夠遇到這些生命中的貴人，幫助我非常多，陪伴、指引我度過一關又

一關的難關。學弟妹們，教甄這條路絕對是辛苦的，教師甄試無疑是一個艱難的考驗，

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各縣市會密集的展開考試，但是只要你夠努力，有計畫、有目標

的一步步實踐，一定可以得到最甜美的成果。也希望有朝一日你們能夠同樣在教育這塊

福田耕耘，並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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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我準備教檢及教甄時使用的書單： 

推薦書單（僅供參考） 

教

檢 

1. 主題式──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戴帥 志光 考用書 

2. 教育檢定通關寶典（中學類） 艾育 千華 考用書 

3. 教育心理學 蔡一菱 志光 考用書 

4. 教檢歷屆試題 96－102 年   考古題 

5. 中等教檢衝刺包  圓夢網 考古題 

6. 教育概論 陳嘉陽  專書 

教

甄 

特殊教育 

1. 特教歷屆試題 98－102 年 陳穎  考古題 

2. 特殊教育 徐強 學儒 考用書 

3. 特殊教育-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 學儒 考用書 

4. 特教法規集錦 陳穎  考用書 

5. 啟智教育課程與教學設計 紐文英  專書 

教育綜合科目 

1. 教育專業科目歷屆試題 97－102 年  志光 考古題 

2. 教甄難題解析 1500 題  圓夢網 考古題詳解 

3. 教育專業科目 97－102 年度聖經 陳培林 千華 考古題詳解 

4.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上） 高明 志光 考用書 

5.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下） 高明 志光 考用書 

網

站 
1. 阿摩   筆記、考題 

閒

書 

1. 翻轉教育  親子天下  

2. 學習的革命 佐藤學 親子天下  

3. QBQ 的五項修練 
John G. 

Miller 
遠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