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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是為了尋找回來的路 

化學系 101級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溫延展 

103 年的教甄是我在高中實習完、考完教檢並通過教師檢定後，參加的第二年高中

教甄，也是自己第一年參加國中教甄。學長姐們分享經驗談時曾提到，不建議同時準備

國中和高中教甄，我也曾掙扎是否要繼續堅持高中化學老師的憧憬，抑或是要換個跑道

嘗試國中理化老師這條路。幾經反覆思量的權衡下，最後我決定國中和高中都一起報考，

做好這個決定後，知道自己當兵服替代役這年將會過得「無比充實」。當然也因為國中

和高中教甄在準備上不太一樣，在筆試上，國中需要多準備在教育和物理的部分，而高

中要加強在化學專業的層面。懷抱著既擔心又害怕兩頭空的焦慮心情下，在高雄澄清湖

結訓分發那天的艷陽高照裡，每個男生都會經歷到的服役生活，跟著我那忐忑不安的心，

踏上了返鄉當兵的歸途、開始了我的中輟輔導替代役軍旅生活，也開啟不同於在高中實

習時的感受與經歷。這一年替代役的生活帶給自己很多不同體驗和省思，彷彿是另一種

形式的實習，只是見習的場所從高中換成了國中，所幸自己逐步充實經驗和靠著努力與

付出，得到超乎自己想像與預期外的反饋與成長。 

猶記得是去年，在一個盛夏七月底的某個星期一，還保留著剛下新訓部隊的俐落髮

型和一身菜鳥大頭兵的氣息，我拎著軍中發配的超大黑色拖運行李袋，裡面裝著一些簡

單的衣物、日常生活所需品與盥洗物，當然還有幾本物理、化學和教育書籍，著好替代

役的服裝，一路從客運公車轉接上臺鐵火車，才得以從家裡來到苗栗火車站。習慣了臺

北六年車水馬龍、交通便利的快捷生活，當初寧願花錢租屋選擇在與臺北相似的新竹實

習，也不願選擇離家近、但生活與交通機能不甚方便的完全中學。我站在火車站前開始

尋思替代役所屬的校外會，該往哪個方向走以及初略目測大概距離後，面對著陌生的環

境，突然有個念頭一閃而過：從前那個看似「極欲擺脫簡窳鄉下而嚮往繁華大城市」的

自己，也許是心境上的轉移，也許是近鄉情怯的矛盾，又或是所謂的妥協，讓我最後在

冥冥中選擇了這條返鄉服役的路。看著火車站裡熙來攘往的川流人潮，不遠處便聽到自

己淡忘許久，卻又熟悉不已的客家話，伴著炎夏薰風拂面而來，我突然湧現一股笑意，

這是否就是所謂的莫非定律，當你越想避免或逃離某些人事物，那些人事物就越是充斥，

並以一種囂張的姿態圍繞著自己。 

在校外會聆聽完課督和教官的宣導說明後，我是最後一個被學校接走的替代役，等

待過程中難免不安和焦慮，還好來接我的輔導主任是一位講著親切客家話的歐吉桑，頓

時消去了我的些許無措。車子緩緩駛入頭屋國中，我告訴自己要好好把握當兵這段時期，

期許自己可以協助這間學校、幫助這裡的學生，並利用晚上備勤的休息時間，靜下心來

念書準備教甄。大概花了幾天的時間認識這間學校裡的人事物與學校周圍的環境。這是

一間很符合傳統鄉下的小學校，居民以農工業為主，有四成以上的學生來自隔代教養、

三成以上的學生是外配家庭，儘管學生們家庭的經濟結構都較為弱勢、文化刺激不足、

外來資源也不多，但大多數學生都很樸實單純，真正有參與幫派或宮廟的甚少；有趣的

是，這和我在實習時所待的一所明星高中，有許多呈現高度對比的地方，例如那間明星

高中不可免俗地重視升學、學生的素質和程度都不低、家長多是屬於高知識份子、學生

可以享受到的資源相對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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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前，輔導組長委託我一個重要任務，而這份任務讓我感受深刻並從中學習到很

多。原本以為是要多加注意或輔導中輟生，讓我意外的是這位中輟生同時也是位特殊生，

是個智能中度智障的學生。甫接獲此消息的我，心中有許多訝異，在大學時期雖然修過

特教導論，但這還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具有中輟和特殊雙重身分的學生。就在炎炎夏日的

蒸溽難耐下，這名學生的基本資料和在校事蹟，伴隨著晚上的翻書聲、蟬聲，以及偶爾

雨後的蛙聲，便這樣度過了在這所國中的八月暑假。開學後許多的會議紛至沓來，我的

替代役生活頓時變得忙碌起來，時常穿梭於各處室協助送公文、研習活動和各種會議的

拍照等等，這些比較屬於瑣碎的雜事我都還能處理得來，但那位特殊的學生，卻是在專

輔老師的協助下才順利地開啟我和他的對談。後來我把與這名特殊生晤談的過程，和他

在這一年發生的事情、學校的處理方式以及我在這些事情上協助的部分，都以匿名的方

式來觀察和記錄，也從這些寶貴的文件記錄中去分析以前所學過的理論和這名學生實際

出現的行為之間加以比較，並且在與專輔老師、資源班老師等的討論對話中，學習到許

多實務層面上的建議和分享。 

記得有一次該名特殊生偷走別班女同學的制服外套，發現穿不下後又丟入廁所，追

查完後種種跡象都指向是該名特殊生所為，於是輔導組長、專輔老師、資源班老師和我

等幾位老師，便找來外套被偷的女同學與這位特殊生進行對談，希望可以輔導該名特殊

生向女同學道歉，了解自己的偷竊行為是不對的。我發現到這名特殊生有個習慣，當他

說謊或知道自己做錯事時，表情和眼神會變得非常不一樣，而且幾乎有固定的模式。儘

管他知道自己偷東西是不對的行為，但老師們希望他可以向女同學誠心道歉時，他卻突

然變得輕聲細語或以一種喃喃自語的方式，說些大家聽不懂、一頭霧水的話語。這時經

驗豐富的專輔老師察覺異常，把他帶開至一旁詢問，才知道這名特殊生企圖以模仿其他

動物語言的方式來向女同學道歉，讓在場的老師們頓時都覺得哭笑不得，而我也是第一

次遇到這樣另類且印象深刻的道歉方式。接著，十月中旬有個對輔導室而言很重要的特

教評鑑，我在協助的過程裡瞭解許多與特殊生和其家長溝通相處的方法，也讓我對 IEP

有了更多不僅止於在文字上的敘述認知，而是對其背後蘊含意義有更深入的認識。 

評鑑那天，有一位彰師大特教系的林教授，特別關注這名特殊生在學校各方面學習

或事件處理方式，當輔導室的老師在向林教授逐一說明時，因為將近一個月晚上加班的

疲勞，我在一旁拍照時心想：今天終於要結束了，殊不知林教授在翻閱該名特殊生的 IEP

時餘光瞄到了我，她轉過頭來向我詢問對於這名學生，我這位替代役做了什麼，在猝不

及防的當下只能很心虛地說：「我只有每天陪他聊天說話而已，真正的輔導上自覺沒有

做到很多，主要都是從旁協助專輔老師或資源班老師。」沒想到之前都還蠻疾言厲色的

林教授拍拍我的肩、笑笑地對我說：「誰說你沒有幫助到這個孩子，不要忘了『陪伴』

對一個孩子而言是多麼重要的事」，頓時像有一道閃電劈過我的腦袋，讓我恍若醍醐灌

頂、茅塞頓開。是呀，我都忘了，原來陪伴的力量是很溫柔卻又強大的，就算只是每天

的哈啦聊天，但在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談話背後，我們所欲傳達的關心和在意，卻會潛移

默化地一點一滴流入學生心坎裡，涓滴細流地灌溉著我們灑播在學生心田裡那顆充滿善

良、正向、禮貌、謙遜、感恩等美好特質的種子，也許我們不知道那顆種子是否會發芽、

什麼時候會發芽，但是這份身教與言教的影響力、這份每個老師所希冀把教育影響力傳

承下去的這份意志與熱忱，會讓身為老師的我們義無反顧地投入並堅持下去。簡而言之，

能夠看見學生的一點點成長或改變，我想對許多老師而言，這是能夠成為老師、也只有

當老師才能夠享受並欣賞到的一幅最美麗的風景吧！我好謝謝這位林教授溫柔的提醒，

讓我知道就算我目前的身分只是一位替代役男，在教育的路上，我也一樣可以提供學生

們很多的關懷和陪伴，儘管身分有別、程度有差，不變的卻是那顆關懷學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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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則是技藝競賽、技藝博覽會和生涯教育暨技藝教育訪視，陪伴我的念書進度。

教育的部分我在上學期就把之前考教檢所讀的陳嘉陽和戴帥的書籍重新複習一次，搭配

阿摩的線上測驗以及歷屆考古題。當然這些其實是不夠的，畢竟很多有關教育的時事或

概念、理論是與時俱進的，考題更是千變萬化，但我告訴自己至少要把握住基本的核心，

其他的部分就由這些基礎去演繹和推理，有時即使是沒看過的題目，利用同樣的概念去

推敲和分析，還是可以運用刪去法或幾個關鍵字找到正確答案。化學的部分因為自己在

高中實習，也考過一次的高中教甄，所以在準備上比較沒這麼緊張和不知所措。我跟實

習學校的老師拿比較舊版本的總複習講義開始下手，因為現在的課綱刪減了許多困難的

部分，但教甄有許多很難的題目是比較新版本講義所沒有的，所以我是念舊課綱所編撰

的講義，然後再搭配考古題、指考、模擬考和以前聯考考題，儘量增加自己面對不同變

化題目時能夠以最快的方式解題，而且我覺得時間分配很重要，不同於國中教甄題目不

太會有寫不完的問題，高中化學教甄題目通常都是計算繁雜且陷阱蠻多的誘答題，能否

寫得快速又正確是制勝的關鍵，這部分我自覺尚未達到給自己設立的目標。倒是物理的

部分蠻令我頭痛，和化學的準備相反，我先從比較新版本、簡單的總複習講義看起，一

開始真的念得很痛苦，而且相對其他兩科花的時間是比較多的，但成效卻不如預期，著

實讓我覺得有些灰心和挫折，但就是告訴自己要繼續努力、堅持下去，終於在寒假念完

了高中物理，之後我沒有繼續往上準備大學的物理，反而是把自己以前念書時高中物理

講義拿出來念，因為同樣有課綱刪減的關係，導致新版本的講義比較簡單，而且在短時

間內，也無從抉擇到底要念多久以前的講義會比較好，想到以前念高中時，老師編撰的

物理講義，很多重要的觀念、公式、題目都很精要地呈現其中，所以下學期物理的部分

我選擇念自己以前高中時的物理講義。因為物理念得比較慢，導致在寫國中教甄理化的

考古題，拖到了四月底才開始寫，我當時其實非常擔心，因為只想著不希望沒念完就去

寫題目，後來想想，比較好的方式也許是應該寒假念完後就要先寫了，然後再搭配以前

的物理講義，從題目中找觀念和容易產生錯誤迷思的地方，這樣念起來才比較不會手足

無措、提心吊膽。 

高中教甄在四月底率先登場，今年考了三場：一場獨招、兩場聯招，結果和去年一

樣，三場只有一場過初試而已，而且那時新北國中教甄初試即將開始，我真的體驗到蠟

燭兩頭燒的焦慮，一方面得趕緊準備複試，另一方面還要擔心國中的初試，也許是因為

兩方相交衡，好不容易進了複試卻仍慘遭滑鐵盧，但也因為還有一連串的考試在等著我，

沒有時間難過，只能繼續努力。今年國中教甄考了四場，除了臺北差五分才能進複試外，

新北、桃園和中區聯招的苗栗我都有進複試，我發現自己的筆試越考越高，可能是因為

有經驗吧，所以有越寫越順的感覺，而且像我這種沒有在國中實習過的人在複試上較不

利，所以可以的話筆試的分數要儘量衝高會比較有勝算。新北我是吊車尾進複試，但臺

北和新北初試成績不計分只參考，表示複試部分才是關鍵。新北進複試後，我趕緊尋求

服役時認識的理化老師給我協助，請她幫我看試教，也請主任幫我看口試，儘管結果是

備取，但對我的信心卻有很大的幫助。桃園把試教納入初試，故桃園要勝出的關鍵在於

筆試，我很幸運地筆試高出錄取分數五分，我本來很小看這五分，後來才知道這是關鍵，

而且桃園很特別的是試教時臺下真的有學生，我儘量把握多與學生互動、深入淺出讓臺

下學生可以輕鬆易懂的方式進行試教，成績也不低，但正取三的成績讓我有些驚訝，我

沒想到名次會這麼前面，選填完學校後，我繼續準備中區聯招。因為颱風導致很晚才開

始的中區聯招又順延了兩天，這段時間我除了準備筆試外，晚上也到附近學校的教室練

習試教，並請學校認識的老師給我建議和指教。筆試的部分我比最低錄取分數多出十五

分之多，再加上已確定考上桃園的學校了，讓我能用平常心去面對苗栗的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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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的是口委翻閱我的個人檔案後，提出我為何來考國中，我就將在頭屋國中

服役時的點滴和相關記錄資料向口委娓娓道來。另外他們也問我怎麼會想要返鄉當老師，

因為一般年輕老師都會比較想要往城市發展，比較少會留在鄉下地方，而我的回答是經

過了一年服役的洗禮、也接觸了許多中輟或特殊生，我對家鄉那份近鄉情怯的矛盾或排

斥，已隨著與這間學校裡的人事物相處交流的互動網絡裡，讓我重新拾起、檢視自己那

份想成為老師的初衷，我也在這些孩子們的需求裡看見自己更多的價值和奉獻的意義，

如果每個老師都能看見每個獨一無二學生的天賦或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給他們一個發揮

的舞臺，他們會表現出超乎你預期的驚喜，會帶給你遠大於付出的反饋。我也深刻地體

會到什麼叫做「施比受更有福」，更加相信學生會帶著老師的祝福，飛得更高更遠，去

追尋屬於他們自我生命裡的高峰經驗。 

最終在苗栗的成績是正取一的甜美果實，讓我驚訝之餘也謙卑地感謝一路上幫助我、

影響我很多的老師們，有這些老師的楷模典範，會讓我更加鞭策自己要好好努力發揮教

育的影響力，把這份願景和意念傳承下去。得之於人者太多，而出之於己者太少，我也

感念於「當你真心想要做一件事的時候，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你的」。教甄的結束是

另一個階段挑戰的開始，會有更多教育現場實務面上的問題在等著自己。期許自己可以

秉持那份初心，在溽暑難耐的季節中，汲一把潺潺涼水，為學生滌淨困頓的身心；在闇

黑無垠的山洞裡，持一盞熒熒燭火，為學生照亮前方的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