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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想成為什麼樣的老師？ 

還記得連續劇「麻辣鮮師」中，徐磊指著教育部大喊：「我~要~當~老~師~」的橋段嗎？

你有那樣的決心嗎？在投入這個戰爭之前，請傾聽你心底最真實的聲音—「我到底想成為一

個什麼樣的老師？」 

二、從國中到高中—我的心路歷程 

在國中實習結束後，我很幸運地通過教師甄試，取得高中合格教師的資格。並非要告訴

學弟妹們走上和我相同的路，而是要告訴你們：「你也可以做得到。」我大四試教在高中，大

五實習在國中，也因如此，在教師甄試之前，我對高中、國中的教學環境，還算是有模糊的

認識（當然還是以國中比較瞭解），大致來說，國中的教學時間，往往是耗在維持生活常規，

而高中逐漸可以講比較深的內容，同時也考驗著教師的本系專業能力。至於國中、高中教甄

的準備方式，雖有些許的不同，但確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建議還是要集中火力準備會較有效

率，也就是說如果你目標在國中，一開始還是要以準備國中為主，我就是準備了十個月的國

中聯招，把高中獨招當模擬考，想不到就考上了，當然機緣與運氣佔了很大的比例，不過在

國中甄試逐漸邁向「聯招」的趨勢下，我也建議學弟妹可以如法炮製，畢竟把雞蛋放在同一

個籃子裡，風險也比較大。 

(一)找出方向—國高中的差異 

     國中 高中 

時間 六月底～七月中旬（各縣市聯招居

多） 

五月底到七月初（各校獨招居多）

筆試 教育專業科目 

教育理念與時事 

國語文 

題型：選擇居多 

多為複試門檻 

專業科目 

教育理念與時事 

教學活動設計 

多為複試門檻 

有些學校亦會採計極重比例 

 （可上師大實習輔導處網站看考古題） 

試教 九年一貫新版本（通常為 xx 版第

幾冊） 

各校於筆試後公布範圍或 xx 版第

幾冊 

口試 班級經營、行政意願、專業能力、教學方法 

 

(二)錦上添花—實習時除了基本態度，再加一點會更棒 



所謂「師大出品，必屬佳作」。我們師大走出去的同學絕大部分都是謙恭有禮的，除此之

外，根據前人的指點與個人的體會，我覺得可以再加上一點點新的觀念： 

1.相信「勞者多能」 

俗話說：「能者多勞」，根據我實習一年的經驗，我認為後面應當再加一句「勞者多能」。

就像買東西一樣，需要什麼你就會去買，能力也是隨著「解決問題」的需要而培養出來的。

你可能因為需要幫忙拍攝活動影片，學會了 DV 的使用、影片剪輯與燒錄，可能因為一次的創

意研習，使你試教安排活動時不再想得焦頭爛額…… 

2.擁有「內省能力」 

班級經營往往是新手老師最棘手的問題，即便我現在已經當上正式老師，還是常常要請

教資深老師。實習老師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就是當一個好的「觀察者」，切忌渾渾噩噩、照本宣

科。每當偶發事件發生，應當仔細觀察指導老師的作法，問自己：「如果是我會怎麼做」、「有

沒有更好的處理方法」？畢竟，指導老師的作法雖然可以模仿，但不是用在每個孩子身上都

有用，改良成最適合自己個性的作法，發展出自己的風格，對於口試的對答，以及往後漫長

的教學生涯，都會很有用處。 

3.勇於「嘗試創新」 

對於每一次上台的寶貴機會都要好好把握，因為那不只是亮相練膽，更是發揮創意的最

佳時刻，如果仔細觀察，將會發現每個人設計出來的教學活動不外乎就是貼海報、做簡報

（ppt），當然如果運用的好，同樣的點子也會因人而有不同的效果，請珍惜自己的異想天開，

我是一個常常想「跟別人不一樣」的人，所以同樣是生態保育的主題，別的實習老師可能是

放放花草樹木的簡報輔助教學，我就會換個角度想：「當投影片切換結束之後，學生能不能記

得？」，於是我很少使用簡報，反而比較常運用影片，我也發現這樣學生的反應比較好。海報

我是根本不做的，我反向思考：「什麼掛在黑板上比較有用，不是板書能取代的？」我發現這

時候照片或是實物就派上了用場，而且也不需要勉強自己去畫不擅長的 POP ，常常動動腦筋，

試教時你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套教學法。 

三、我現在該做什麼 

(一)結合團隊力量 

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組織讀書會吧！「讀書會」幾乎是每位前輩都推薦的「學習型組織」，

找對讀書會，你的人生就會是彩色的。因為讀書會不但可以督促自己讀書、練習試教、口試，

還可以利用它來聯絡同學感情、吐苦水也不會有人嫌你，不愧是實習生涯之首…… 

(二)讀書追求效率 

我建議不要在一個看不懂的地方鑽牛角尖，開始實習之後，每天讀書的時間非常有限，

因為你不只要備課、更可能要幫忙學校大大小小的事、還要家教養活自己，我的讀書方法是

很快地把一個單元瀏覽一次，然後就做那個單元的題目（當然是滿江紅啦），但是做完題目之

後你也會很快地領悟哪些該背、哪些根本不要看，這時候再開始精讀，如此讀完一本書之後，

就不要再去讀它，只是把它當成查閱答案的工具，以後就反覆做考古題，當然此法不見得適

合每個人，不過可以嘗試。 

(三)累積教學資源 



只要是跟教學扯上關係的，我認為都叫「教學資源」，平時多多剪報，例如一些升學方面

的報導、大專院校的介紹，或者是天文自然、醫療保健新知、甚至是打工受騙、為情自殺的

新聞，都值得收集，作為教學時的舉例，以及班級經營的小秘訣（用在勸誡抽煙、化妝有一

定的效果喔）。 

(四)倒數計時—考前兩個月 

1.確實掌握考情（師大實習輔導處網頁） 

這不需要多說，秘訣就是上網、上網、再上網，並用一張行事曆仔細排出來，並且考慮

參加的交通、住宿問題，把不可能同時參加的消去。 

2.製作個人檔案 

個人檔案至少應包括：個人簡歷、自傳、教育理念、獎狀、證書、活動照片（含說明），

我覺得自傳可以字少、段多，並且多運用美麗且能概括內容的標題，讓評審一目了然，例如

我自傳介紹大學生涯的部分，因為我是 1999 年入學的，我便寫：「世紀末的華麗-大學階段」

第一行簡單明瞭地寫著：「1999，我進入師大，我參加……社……」，並且穿插自己走上教育

之路的原因以及教育理念為何，這些都是為了呈現你很用心地在過日子，評審如果有機會掃

過，往往覺得很特別，而且常會針對內容發問。我也建議獎狀、證書可以用掃瞄的，視覺效

果會比黑白影本好很多，最後還可以請美術老師幫你選紙、看排版，列印出來的效果更好！

為了好翻以及特別，我也特地將資料拿去影印行裝訂，用鐵環的比較好看，而且才幾十塊。

除此之外，如果要強迫評審瞭解你，更可以留下 e化檔案，就是整理過可放映的個人光碟啦！

以影片或網頁形式串連皆可，最主要可以呈現你的實習生涯以及教學實況、成果。 

四、教師甄試起跑 

(一)筆試篇 

平常可準備有行線的的考試用紙寫申論題，練習如何跟時間賽跑。寫申論題時最好要有

前言（不要太長），再開始分段論述，每一段前面要下一個標題，標題字數整齊，最後也加上

一個短短的結語。標題是怎麼誕生的呢？我建議平常可以背誦一些教育口號、佳句（如：xx

化、帶好每位學生……）變化一下就可以製造出美麗的標題（如：個別化的國文教學、適性

化的班級經營……），評審看到如此清楚而整齊的標題，印象分數一定先加兩分了。 

(二)口試篇 

口試的秘訣不外乎是以下幾句：「態度誠懇大方，儀容乾淨整齊，話多不如話巧」。態度

就不用說了，這是最簡單的。女生最擔心而男生大概不用太過擔心的，就是考試服裝的搭配，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沒有一定的成規（如：穿什麼色、要不要穿套裝、化妝……），我建議不

要違背以下幾個原則就可以了：「過於暴露」、「穿得不習慣」、「過於超齡」、「過於樸素」、「濃

妝豔抹」，服儀並不是一個絕對的要素，只要讓人看起來很舒服就可以了，而且我們年輕人的

特色就是有活力，我曾經看過穿樸素套裝的年輕考生，不但一看就覺得老氣橫秋，而且又很

沈重，有一種說不出來的奇怪。雖然我應考時穿得很簡單：上身襯衫下身及膝裙，而且因為

趕場最後也沒化妝，不過還是兩邊都考上了。當然我建議學妹還是化個淡妝氣色會比較好，

服裝只要照自己的意思搭配，覺得乾淨整齊就可以。應答時回答不要太長，盡量留下時間讓



評審多問一些可以多瞭解你的問題，而不是針對一個議題長篇大論，結果只救到一個問題。

我的回答常常是，簡單說明標準答案之後，又扯到：「我以前實習時，也曾經遇過……結果我

怎麼處理……」（當然不能謊言連篇，所以要靠平時的紀錄，做一個好的「觀察者」），評審好

奇之後，就會一連帶地問起關於你的事情，那你就可以開始半推銷自己了。 

(三)試教篇 

為了使試教流暢，各位學弟妹可以利用資料卡，簡單把每次設計的試教流程（就是簡單

的 15 分鐘教案）寫下來，分冊或分同性質夾好，以後遇到只要找出來看，不必再浪費時間想。 

試教前記得遵守最高三法則：「不能教錯、不能教錯、不能教錯」，所以在在設計花俏的教法

之前，務必是先充實自己的試教內容，並且不能整個過程都只呈現問問題、玩遊戲、精美的

教具，而是要讓人上過你的課，有一種「真的懂了」的感覺，以上提到的那些，都必須以「教

學需要」為前提，才能安插進來，而不是讓教學去配合那些末節，我常在考場看到帶皮箱的

「空姐」，往往因為教具太多，準備試教時手忙腳亂，我建議教具是多不如巧，最好具有廣泛

性（如計分板）、以及切合主旨、情意，有教化功用的小物品（如藝文活動書籤、時事報導），

若是寫重點的海報我個人較不喜歡，因為用板書也可以替代，基本上以後你真正投入教職不

會去用的東西，就別浪費時間去做。是不是要玩遊戲，那要看你課程的需要，我認為不要為

了遊戲而遊戲，我有看過上很憂國憂民的「文言文」還帶團康的考生，真的有一種很「不倫

不類」的感覺……（純屬個人觀感），當老師就是為了達成教學目標，不能讓學生學到東西的

活動，那只能稱為「有趣」，不能說是引起他們的「興趣」。 

(四)心理調適 

在這方面，我想送給學弟妹兩句話，首先是「壞的開始是成功的四分之三」，一開始考試

時一定會很恐慌、很挫折，這時候能夠穩下來，清楚「最壞的情況也不過就是怎麼補救……」

的人，通常都可以扭轉奇蹟，抽到從來沒準備過的一課（我運氣很背，常遇到這種事），這時

煩惱是最浪費時間的事，不要再去想自己為什麼準備不夠，而是靜下心來，把你這段時間能

說的話、能運用的材料好好想一想，當作花錢請人看你試教，好好地講到時間到，一次兩次

下來，你就能對考場生態駕輕就熟，下次再抓到這樣一課，你也自然而然會上。 

最後是「做對的事比把事情做對重要」，當看到以前的同學考上了，只有你沒考上的時候

（當然希望不要有這種事），就告訴自己這句話，雖然自己可能是一個有點害羞，不會帶動氣

氛，或者是考試技巧不如人家的老師，但那都不重要，重要的是你現在想考老師，是基於對

的理念、對的動機，那麼不用怕，等久就是你的。至於那些只是抱著想把考試考好，謀個穩

定的工作，那麼可能需要要重新思考：「這對自己來講是對的事嗎？」因為即使運氣好，把考

試考好了，可是不是真的想走這一途，面對永無休止的「諄諄教誨」工作，將來也會過得不

快樂。 

末了，敬祝大家金榜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