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鳥高飛──邁向正式教師之路 

國文學系  104級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劉育伶 

壹、 寫在前頭 

 

    「你想當老師嗎？」、「你很想當老師嗎？」、「你真的很想當老師嗎？」、「你

真的非常想當老師嗎？」猶記得大三教材教法課，恩師林淑雲教授問了全班這一

連串的問題，我深受震撼。問問自己：「我是屬於哪一種？」而心裡的答案毫不

猶豫而響亮：「我真的非常想當老師。」 

 

    有緣的你若看到如上這段話，我想邀請你先問問自己是屬於哪一種，因為你

有多渴望達到目標就會影響事情的結果。有句話說得好：「心中有個大目標，千

斤重擔我敢挑；心中沒有一個大目標，一根稻草折彎腰。」願你確立自己當老師

的心願，並認知到這條教甄之路本不是平坦大道，而是需要破釜沉舟、披荊斬棘

的毅力、決心與挫折忍受力才有辦法走過。考海浮沉不假，但是浮沉於考海確有

其價值。你準備好了嗎？如下分享我的教甄心路歷程，希望多少對你有幫助。 

 

    如下分享簡單分成大五實習(含教檢準備)、教甄實戰經驗兩大主題，而重點

會著重在教甄實戰經驗。 

 

貳、 大五實習 

 

(一)多看、多聽、多學 

 

實習分成教學、行政、導師三項目，既然作為「實習老師」，便要如乾癟的

海綿：多請益，多做事，盡可能多吸收前輩者豐富的經驗，畢竟「入寶山不能空

手而歸」，千萬不要只是埋頭讀書。 

 

1. 教學實習 

 

我在三次段考皆上臺教一整課或一單元，等於三次段考皆有練習試教，

「practice makes perfect」──多練習幫助我一次比一次上臺更上手。另外，

建議多觀不同老師、不同年級的課，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風格及教法，特別要留

意的是，切勿在觀摩時全部照單全收，而是透過觀摩他人及自己練習的經驗，並

結合自己的教學理念，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風格及特色。除此之外，若學校有老師

的教學法是新式教學法，例如：張輝誠老師的學思達、王政忠老師的 MAPS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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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等，不妨多多請益，對掌握目前教學趨勢或精進教學有莫大幫助。 

2. 導師實習 

 

在實習指導老師黃老師的帶領下，我常常於中午及放學跟著輔導學生課業，

有時陪學生完成作業到晚上 18:30才下班。班級經營細節多，我常常跟實習指導

老師討論學生問題，了解到學生的問題行為往往來自原生家庭的經濟弱勢、價值

觀扭曲等，我們雖難以改變其家庭，但我們仍要做可以為學生促成改變的事。當

中，黃老師曾用「行為改變技術」嘗試協助改善學生不寫作業的壞習慣。此外，

黃老師也常用「三明治溝通技術」與學生及學生家長進行健康溝通。相關技術的

應用其實就是教育理論之實踐，透過這些經驗的累積，幫助了我更清晰掌握部分

教育理論的內涵，對於教檢教甄的答題上也有所幫助。 

 

3. 行政實習 

 

我於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國中部實習，當時國高中實習老師加起來有 13

位，我被分配到祕書室。各處室誠然有各處室之業務，而不論行政實習的方式是

輪各處室還是一學期皆待在某特定處室，務必配合學校安排。全校性活動協助也

好，還是特定處室的活動，皆用心投入、學習。透過行政的學習，可以讓自己快

速掌握學校組織文化、校長辦學理念、教育核心精神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若學校規劃行政實習為特定處室，一學期下來雖熟悉一處室

之業務，但對其他處室可能僅知皮毛。我們 13 位實習生並便說好利用相聚的時

間簡介各處室業務，並行之於文字檔，如此我們便能大致清楚各處室之業務，屆

時若教甄遇到相關問題，說明便不至於囿於實習的處室。 

 

(二)勤做紀錄，為金筆獎做準備 

 

想到教甄時會用到教學檔案、三折頁等，且在導入實習前，記得師大辦理 

了實習輔導講座，當中有特別提到金筆獎之甄選，又因為了解自己容易因為疲憊

而放任自己休息而往往耽擱了要事，我於是下定決心要參加金筆獎。正因為如此，

實習時，我常常拍照做紀錄，不論是教學、導師還是行政實習都是。 

 

    實習結束後，除了繼續念書拚教檢，也忙著製作教學實習檔案，檔案的製作

相當費時費心力，即使平常有紀錄，可是整本檔案要有所規劃、編輯實屬不易，

我曾萌生放棄的念頭，可是「頭攏剃了無洗咁會煞」，於是繼續努力，即使做檔

案已做到焦頭爛額。幸運的是，我最後獲得了金筆獎第五名以及教育部教育實習

學生楷模獎優等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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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做這本檔案的益處，當別人教甄第一關通過或是考代理教師而急急忙忙

要在幾天內做出教學檔案時，我可以專心準備試教或教甄第二關而不用花時間做

檔案。另外，自我介紹、三折頁等也可添上一筆得獎紀錄，使經歷更豐富，可說

是一舉數得。俗話說得好：「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不論是否參加比賽，我強

烈建議在實習階段就要陸陸續續做紀錄，利用時間做出檔案來，如此，當需要用

時便可以派上用場！ 

 

(三)教檢準備 

 

1. 組讀書會 

 

開學初實習輔導會議，教務主任及秘書即建議我們實習老師共組讀書會，讀

書場地可跟學校借，我們於是欣然組成了讀書會。若你是屬於規劃及執行上較弱

的人，強烈建議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規畫讀書進度並照表操課。若你是屬於

自我督促型，習慣自己讀書，那麼當然就是照自己適合的方式讀書。 

 

2. 勤練考古題 

 

書單已有些當多前輩者提供，我這裡僅就教檢教甄考題之練習做分享。 

 

(1)選擇題 

    勤做考古題，依個人需求買歷屆考古題或是印出練習或是勤做阿

摩皆可。我是選擇印出考古題及做阿摩者，阿摩的功能頗強大，除了

有各種歷屆試題可練習外，每題幾乎都有解析，系統尚會記錄錯題，

並且有不同模式可以選擇。若不想花大錢買書，勤做阿摩是一個很好

的選項。 

 

    此外，勤做考古題會漸漸發現考題趨勢，此時便應該告訴自己同樣

的題目不再錯第二遍，若能有此嚴謹的做學問心態及行動，考教甄時便

不至於又花很多時間讀書，因為在準備教檢時便好好地打過基礎了。 

 

(2)申論題 

    如上所述，我們 13位實習夥伴共組了讀書會，會中的重要任務就是

申論題的書寫分享。我們針對不同教檢科目分成不同的小組，每組必須

先回去寫被分配到的申論題，會中進行分享。透過每次的練習及分享，

我的答題方向、架構、速度的掌握皆從一開始的猶疑緊張而逐漸穩定自

信。此外，單純自己寫考題可能囿於所見，同儕的分享往往可以幫助擴

大視野及思考面向。我非常感謝夥伴們的分享，正因為有他們，考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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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可以較無壓力的應戰，也順利過關。 

3. 教檢教甄講座 

 

         準備考教檢教甄須留意時事，除了看新聞、報章雜誌，我還訂了教育 

      部電子報，而免費資源是不可放過的。志光公職在教檢教甄前後皆會辦理 

      關懷講座，例如：考前猜題、考後彙整，記得我在 105年參加了志光公職     

      三場免費講座，得到的資源對教檢教甄頗有幫助，畢竟講義是講師閱讀新 

      期刊，整理考古題而濃縮成的精華，自己不用再花時間整理、尋找，對於 

      忙於準備考試的我們來說是相當有用的資源，不妨好好把握。 

 

参、教甄實戰篇 

 

(一)考場血淚史 

 

    考完教檢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準備教甄。不論是獨招或是聯招，第一 

關通常是筆試，第二關為口試及試教。我想考國中國文，而獨招跟聯招的準備方

向不甚相同：國中聯招第一關皆為教育及專業科目筆試，題型原則上皆為選擇題；

而獨招通常只考專業科目，以國文專業來說，題型大多包含了選擇、問答、申論

題等等，雖然名義上是考國中國文老師，但考試內容多為高中教材，準備上難度

較高。 

 

    105年國中國文教師缺額可謂少得令人心寒，且不僅國文缺是如此，多數科

目缺都是屈指可數，據當時在職教師們的評估，開缺狀況恐怕要到 108年才會好

點，等於說，105 年初試啼聲的教師們一上戰場即要有奮勇殺敵的決心，因為戰

場僅有幾處，且對手大多數皆是征戰經驗比自己豐富的老手，若不奮力一搏，則

很快就會戰死沙場，考季於是馬上結束，只好等明年再戰了。 

 

    想一想，第一次考教甄的我是否有「身不逢時」之嘆呢？我的確羨慕過去的

學長姊可以在許多縣市皆有開缺且缺額可觀的情況下處處應戰，但與其羨慕別人，

哀嘆自己為何不早點出生，倒不如冷靜的分析自己手上握有多少籌碼（專業知識、

經歷、時間、金錢……)應戰。當我心慌時，我總會告訴自己要「穩住」──穩

住，即使極有可能失敗，也要與害怕做朋友，勇敢向前；穩住，即使極有可能鎩

羽而歸，也要輸得精采，輸得光榮。 

 

    原本想主攻聯招的我，徵詢幾位老師的意見後，決定把握聯招跟獨招缺。即

使獨招難度較高，且比較容易有黑箱，但是有緣自會有學校願意錄取自己；此外，

就算第一關被刷掉了，筆試的經驗也絕對可以幫助自己更清楚之後的考試準備方

面。105 年，我參加了兩場聯招：新北、臺北聯招。兩場獨招：中科實中、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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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國中部。 

    這四場，我皆在第一關便中箭落馬，雖然不免感到挫折，但是我得到了寶貴

的考試經驗。告訴自己要「痛定思痛」，106 年一定要重返戰場，奮勇殺敵，為

自己爭光。 

 

    在為自己信心喊話後，生活依舊要繼續，我在甄試結束後，體認到「經驗」

之重要──比起剛學飛的菜鳥(新手)，學校皆會傾向錄取已有經驗的老鳥(老手)，

上手速度快，不須操心煩心。因此，我深知 105年正式教師雖然無緣了，但是代

理教師肯定要好好把握。 

 

    由於經濟考量，我只在高雄考代理教師。要考上代理教師亦非易事，尤其在

正式缺額寥寥無幾的情況下，代理缺的考試可謂搶破頭。我總共考了六間學校，

每次考試皆有 20人以上，40人以下。考試皆為口試及試教。考到後來，我發現

錄取者大多為該校原本的代理教師，雖然不免灰心，但也完全可以理解有淵源者

有其優勢，學校也有學校的考量。慶幸的是，藉由一次又次的口試及試教，我慢

慢抓到口試委員的題目方向，我發現口委多會從教學經歷、教學法、班級經營、

有何專長、可以為學校貢獻什麼等出題。試教也從評審的反應、觀摩他人並請實

習指導老師協助看試教等找到自己的盲點並修正。 

 

    終於，我在考第六間學校時，如願上榜。這間學校是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

是促使我敢於嘗試新教學法，更用力、用心為學生付出的重要學校。 

 

  經過一年的代理，我於 106年再次踏上戰場。今年，國文教師缺比去年更令

人心寒，可謂正式缺的「寒冬」。我考了中科實中、南科實中、臺北聯招共三。

然而，皇天不負苦心人，就在南科實中的考試，我於 182人中脫穎而出，成為本

校國中部唯一一個新考進的正式教師。 

 

    我雖然認為自己相當幸運，但更肯定成功並非偶然，以下分享我在 105年教

檢結束至 106年考上正式教師的教甄準備。 

 

(二)教甄準備 

 

1. 筆試應試技巧──選擇題、問題題、申論題 

 

      為了兼顧聯招與獨招，我主要讀徐弘晉老師的《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文》以及楊昕老師的《主題式國語文歷屆試題解析》。

此外，還利用阿摩勤練考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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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練習後，我發現不論是選擇題、問答題、申論題皆以文學史、國學

史為考題最大宗，因此這兩個項目我在試前皆讀了三遍以上。其他項目則是

盡可能能讀多少算多少，因為我在代理時教四個班國文，課相當滿，每日疲

憊不堪，幾乎無精神體力也無時間可以讀書，只能靠意志力，每天抓幾分鐘

或是利用假日多讀一點書。 

 

我想特別分享答題技巧與申論題的準備。不論參加何種考試，都應在    

拿到試題本後利用一分鐘迅速翻閱，特別是獨招，題型至少三種，通常申論

題會需要較多時間書寫，題目數少但配分重，通常一題是 10到 20分；接著

是問答，題目量居中，通常一題 3到 5分居多；最後是選擇題，題目數多，

每題約莫 1分或 2分。我的習慣是在拿到題目後先看問答題跟申論題，利用

3到 5分鐘用鉛筆在試題本寫上想到的答題關鍵字，如此可以讓自己心裡有

個底，大概知道問答題跟申論題可以拿到多少分數。 

 

問答及申論題關鍵字書寫出來後，馬上回到第一頁寫選擇題，選擇題 是

所有題型中最沒有時間可以猶豫的項目，也就是答題要快、狠、準，一旦猶

豫便會耽擱到問答題及申論題的書寫時間，就算選擇題全對，後面問答及申

論沒寫到也不可能有勝算。於是在寫選擇題時，即使我有猶豫的題目，我仍

舊會先寫上一個答案填到答案卡上，待之後有時間檢查時再回頭思索。 

 

選擇題完成後接著書寫問答題。問答題的書寫當然不需要像申論題那樣

多，但是要寫出關鍵字，例如題目問《幽夢影》，便要寫出其性質、作者、

成書年代、主要內容及在國中教學之篇章和應用，內容大概寫 3行即可。 

 

重頭戲為申論題，申論題之書寫要有三架構：前言、內容、結語。若 

內容還可以細分，則標示一、二……，以分項說明。在書寫申論題時，要盡

可能地將所知有系統的書寫出來。另外，最好每一題皆結合教學，使現場的

實務經驗被評審看見(即使沒有，聰明的你，總是可以藉由他人的經驗和自

己的設想寫出)，如此，教師們的教學專業實力便高下立判了。 

 

如上說明的是應試技巧，而國文申論題包羅萬象，可能考專業知識或 

課程設計，我找了大學好友共同練習寫幾間學校的申論題，由於我的好友自

高中時期便在補習班教課，到了大學更是小有名氣的補教老師，記得有次當

我分享自己的答案時，被他臭罵了一頓，因為當時的我連最基本的「國一學

唐詩，國二學古詩、樂府詩，國三學宋詞、元曲」都不清楚，課文內容不嫻

熟如何考教甄？就在他狠狠地訓斥下，我戒慎恐懼的好好研究了各版本的課

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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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試除了要有應試技巧外，我更覺得有戰友是在好不過的事情。

戰友有督促、砥礪精進的效果，比起在考教甄時被狠狠刷下臺而哭泣，倒不

如讓戰友有好好罵一頓而努力更上層樓。 

 

2. 共備 

 

    我與三位大學好友共組教甄讀書會，共備國中國文三版本皆有之課文，

每課書寫 15 分鐘教案，課課安排亮點並依照教學流程（準備活動→發展活

動→綜合活動）規劃，每人必須於規定時間內上傳教案，我們並於線上給予

回饋。 

 

此外，我更將自己寫的教案拿去向實習指導教師請益，希望在得到現場

教師的指導後，規劃出更適合試教的教案。 

 

3. 試教 

 

    在考南科實中複試前，我找了當時代理學校的校長──黃火炎校長，協

助看試教與練口試。火炎校長鼓勵老師們進行教學改變，將以學生為本位的

教學作為教學方向，正式因為校長的提倡，因此我在中庄國中時，嘗試以分

組競賽進行教學，並且利用大聯盟選秀法進行異質性分組。學生依程度高低

分成宰相、文官、武官、皇帝四類。教學時會依各組回答及合作狀況進行加

扣分，小組分數也是多元評量的其一項目。 

 

雖然不是課課分組，但是一學年下來嘗試過多次，我已熟悉以此方式進

行教學，當我在試教時，我便此這套方式教學。 

 

火炎校長在看完我試教後，提供了許多想法供我參考，例如：積分是否

必要？有無可能拿掉積分而專注經營師生良好的互動，而一樣達到學生學習

意願提高的效果？評審不會知道宰相、文官、武官、皇帝等身分名稱的意涵，

想一想，有什麼方式可以讓評審知道各身分之意義？是不是適時加上幾句話，

例如：「這一題我們請實力最堅強的宰相回答」……，經過校長的指點，我

重新思索了試教的方式並要求自己更加留意細節。 

 

對黃校長的幫助，我由衷感謝。對我而言，試教絕對需要找人幫忙看，

畢竟「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誠摯地邀請你敞開心胸，大方地邀請師長、

同儕為自己看試教，這可是試教進步的絕佳方法喔！ 

 

   4.口試題目分享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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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我與好友們組成讀書會。其中，有兩位同學分別通過了臺北

及新北聯招第一關，他們皆大方分享了口試題目。在大家考代理時，每人如

例分享了口試內容，就在這樣的交流下，我們大致抓到了口試委員的出題方

向(考場血淚史有提到)。 

 

最令我感謝的，莫過於黃校長的協助。黃校長除了為我看試教，也幫我

練習了口試。校長要我說出以往遇到的較不知如何回答的題目，透過提問引

導，校長激發出我講出更適切的答案，每每聽完我的答案後，校長會再說出

自己的答案。每次聽完校長的分享，心中總是佩服不已。校長之所以為校長

果然有其原因，他能跳脫題目框架進行思考，使得說出的內容更具前瞻性、

實務性與建設性。舉例而言，口委問：如果你擔任行政，那麼你花在行政與

教學之精力該如何分配？我回答：教學與行政相輔相成，二者皆相當重要。 

 

然而我是個相當重視教學的人……。校長回答：你一開始講到的教學行

政相輔相成答得不錯，然而後面的比重分配有問題。既然二者皆重要，那麼

有孰輕孰重之分嗎？其實這沒有所謂比例的問題，而是在進行教學時就全心

全意教學，在處理行政業務時便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好，這樣就對了。別讓比

例侷限了自己的思維。 

 

 口試時，可能大家的答案都大同小異，但是如果能像黃校長一樣跳脫框

架思考，並凡事以學生的福祉為考量，那麼回答的內容便容易脫穎而出。感

謝黃校長的提點，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啊！ 

 

肆、結語 

 

很喜歡「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句話，我常常告訴自己「吃

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教甄是一條長遠而艱難的路，我很感恩一路上家人、

師長與同儕的支持，再加上自己奮勉不懈的努力，於是，我在今年上岸了。 

 

    不管你現在處在人生哪個狀態、歲數多大，你要相信「每隻菜鳥都有鷹的夢

想」，懷抱著菜鳥學飛那顆熱情澎湃不怕跌倒不畏風雨的教學初衷，你總有一天

會成為振翅高飛之鷹。我在此深深的祝福你，祝福你及早上岸，實現教育理想，

一起為臺灣教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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