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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噹！噹！噹！」上課鈴再度響起，準鮮師們

一個個逐步幻化成「夫子」，在這炎炎的夏季，考試

如這氣候般炎熱無情，每位準夫子正準備迎接這一 

戰…… 

Hi…大家好，我是畢業於體育系 89 級，去年是

在擔任體育代理代課的職務，回想那時的心情也是

跟各位「準老師」一樣內心忐忑不安，心想該如何

準備？要考那裡會比較好？要服役今年要不要考？

會不會有「內定的」？……心中好幾個問題一直不

斷地撞擊內心。我想那種心情只有體會過的人才曉

得吧！在「不斷報名、不斷考試」期間，時常沮喪

地問自己：到底是那裡出了問題，還能不能、還要

不要走下去？如今想來，皇天不負苦心人，堅持、

努力，必能有所收穫，老天爺總是會把機會留給有

準備、永不放棄的人。 

 

有感於教師甄試越來越難考，再加上每個區域又有所謂的派系、地方問題，而今師大這

個「扛霸子」似乎已經逐漸式微，出外考試打著師大的招牌，應該是沒多少人「鳥」你吧！

所以請不要再有老大哥的姿態自居，反而應該更努力才是。 但在廣大的範圍裡要如何做準備

也絕非易事，在此筆者僅提出一些自己的經驗漫談，希望對有心人能夠有所幫助。 

一、收集資料 

身為準教師的你，既然有心往教師的路上走去，收集資料是第一步的開始。例如：教學

檔案的製作、考題的收集、考情搜尋、教材準備、人際關係等逐步地去做準備，可以利用你

在實習期間多方佈局。其實在師大的實習輔導網頁上，也有許多教師甄試的資料可以參考的，

而天下雜誌每年都會出一本「教育專刊」裡頭對於台灣目前的教育、教改、學校評鑑等都有

深闢的看法。 

二、筆試 

一般體育考筆試來說，考高中與考國中是不同的，以現階段來看高中多半獨招，國中多

半聯招居多。筆試往往是在第一關（不知道現在改了沒，聽說有改），沒家世、沒背景的只好

靠筆試了。且兩人成績如果相近，通常會以筆試成績分高下，所以筆試變的非常重要，倘若

第一關就中箭落馬的話，大概就可以提前「買單」！ 

(一)高中方面 



高中方面多半考體育專業科目，例如：請你擬一個年度訓練計畫、班際籃球賽規劃、如

何籌辦校運會、公文簽呈如何書寫、二十隊的雙敗淘汰賽制…等諸如此類的問題，也因為高

中多半是「獨」招，所以出的題目也都蠻毒的，譬如說：何謂自由基、基模、紅血球生成素

等名詞解釋，所以說平時翻閱一下「大專體育」、「中華體育」等體育相關雜誌還是有用的，

倒不一定要詳細瞭解整個來龍去脈，但是大概在說什麼要知道。 

(二)國中方面 

現在國中多半是「聯合甄試」居多（各縣市而定），而國中多半會考跟教育科目有相關的，

例如：比馬龍效應的應用、九年一貫實施與概況、健康與體育的能力指標…等，所以以前唸

過的教育的東西就得拿出來翻一翻了。此外，時事的收集也很重要，身為準教育人，自然更

應該瞭解，隨時注意教改的問題，平常多剪報、蒐集資料、閱讀教育專刊，例如：九年一貫

課程、小班教學、教育新動向．．．。這些都是蠻常會考的問題。如果說把以前念的教育心

裡學、教育哲學、班級經營等書拿出來翻來不及的話，建議可以去師大書院或是各大書城購

買「教師甄試」的專書，「X雪」「X光」「XX」…等專為教師甄試寫的考試用書。 

三、術科 

就體育科來說，因為體育老師上課多半要示範動作，所以運動能力學校多以測驗方式進

行，學校如果不是要某特定專長的話就有可能會考術科，而術科平時如果沒有練，短時間要

促成實在是不容易，但是複習動作確有其必要性。會考術科的學校多半是體育重發展點學校

不然就是高級中學，而他們考的術科多半是基本運動能力，例如：田徑（200m、折返跑、跳

遠）、游泳（仰、蛙、蝶、捷）、籃球（運球、上籃、轉身）、羽球（發球、高遠、比賽）、網

球（發球、正反手拍、截擊）…術科會怎麼考、甚至要考什麼，要視該校所做的決定，學校

通常會針對他們需要發展體育運動項目來招人。 

四、電腦 

由於科技的進步現在去考教師幾乎都要具備有基本電腦的能力，例如：Word、Excel、

Powerpoint 等，如果你夠強的話會做網頁（如：Dreamwaver）、動畫（如：flash）、動畫剪

輯等秀出來都有加分的效果，總之，你會越多對你越有力。現在去考試，通常已過筆試來到

第二關，就會請你上機做測驗。問題大都是，例如：給你一份文件請你在一定的時間內用 Word

打出來，包括打字、插圖、格式、排版等，或給你學生的體育成績分數請你用 Excel 將成績

由大到小依序排列、畫表格、求均值、排名次等，或是製作簡單的 Powerpoint，或是上網找

指定資料等，這些並不會太難，相信這些電腦能力應該是年輕老師或是剛畢業的準教師們的

強項。如果不熟的，只好加強一下！但是有些表格、格式、函數如不常使用電腦的話還是會

「出槌」的！ 

五、試教 

教學一開始總是比較「嫩」，多看、多聽、多學、多教，就是要不斷的去「TRY」、不斷的

去嘗試，修正你自己的教學，在依不同的時空去做變化，然後找出你自己的節奏。有的學校

會請你依照某某版本的教科書第 X幾章第 X小節作為本次的示範教學內容，所以報名時就要

弄清楚版本。你可以把常上的體育運動項目作分類，分成球類的、田徑的、游泳的做出你要

的教具，例如：分成一套球類的熱身遊戲、一套非球類的熱身動作、一套陸上、一套水中的



暖身等，再結合主要運動、緩和運動等。倘若覺得要準備的運動項目過多，可試著找該項專

長的朋友做該項運動項目的示範教學、教案、教具，最後再結合起來大家互相分享，這種

「teamwork」通常都有意想不到的效果！如果可以甚至跟學校老師爭取教學的機會或是幫人

家上課磨練膽量、教學都是不錯的，或者三五好友大家互相抽題目作教學演練，相互指正教

學上的缺失。    

試教一般來說分為有學生跟無學生兩種，有人比較喜歡無學生的示範教學，因為那較容

易掌控而且容易發揮；有的則較喜愛有學生的示範教學，因為那樣比較活潑、真實，基本上

這是看人而定。而在有學生的狀況下，跟學生的互動就變得十分的重要，當然「出包」的狀

況也較多，這就看臨場如何發揮。短短的一、二十分鐘的示範教學，你只要把最精華的部分

「SHOW」出來即可，你可以把他當成一場「個人秀」，把你會的才藝都展現出來，例如：歌唱

引發學習動機、後空翻強調身體柔軟、花式灌籃為之咋舌…等全憑個人的才藝而定，但是記

得「SHOW」完要導正回教育，免得落人口舌。 

注意事項： 

(一)聲音要宏亮，速度要適中，示範動作誇張一點以求清楚 

(二)口語表達以及動作示範要清楚、正確 

(三)注意一下教學的方向，切勿背面屁股對著評審 

(四)小組活動的分配、動作缺失的指正 

(五)注意課堂時間的掌控 

(六)跟學生的互動（無學生也要有互動） 

(七)課程的銜接、連貫 

六、 口試 

面試的人多半是閱人無數的校長、主任、長官，自然的回答問題就好，不要太做作或是

刻意編造謊言，坦承即可，無須揣測什麼才是好答案，因為數位評審老師也未必會有相同的

看法。另外，回答問題要講重點，針對他們的需求去回答問題，自然地表現出專業與自信，

畢竟你會去探聽學校狀況，學校也會去打聽你的底細；當然也可適時主動地秀出蒐集的教學

檔案、個人履歷、製作的教學媒體，如果有著作或獎狀可也別忘了拿出來。評審老師們常問

的問題如下： 

 非本地人，為何跑來此考試？ 

 體育班學生成績不好，試問 XX 老師該如何兼具課業與運動表現？ 

 年輕、帥氣又有活力的你如何與女學生保持距離？ 

 有無帶校隊經驗？成績如何？學校如果需要，你的帶隊理念是？ 

 一般女學生都不愛從事體育活動，你有何辦法提升他們活動意願？ 

 XX 老師，您平常都從事何種休閒活動？ 

 一位新手如何與各部會、處室之間相處？ 

 如何提升學校師生體適能？  

七、結語 

不知何來的感想與想法寫了這篇文章，只覺得準備教師甄試的辛苦與挫折大概只有嘗過

的人才知道吧！俗云：「凡走過必留下足跡」有些考古題都是筆者收集來的，也有筆者自己親



身經驗的，當然現今考試實力已非成敗關鍵，上與否一半取決於實力另一半則取決於運氣，

平時多燒香拜拜或許有用也說不定。 

一次次的考試無非就是在鍛鍊你的耐性，雖然說求職的過程並非盡如人意，但是老天總

是會把機會留給撐到最後一刻的人，如果說你考試結果老是備一、備二，不要灰心，恭喜你！

快考上了，只是運氣差而已！希望大家求職過程中能夠順利，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