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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張和焦慮持續十天之後，自律神經終於恢復正常，可以安然入睡。知

曉自己考上教甄的感覺有如漫步在雲端，踏著不真實。教甄的壓力真的很龐大，

那關係著自己的未來，自己的工作。                                             

實習與教甄的交錯，的確讓人有點難以負荷。 

如何考上？ 

一、立定志向： 

究竟想不想當老師？想當國中老師還是高中老師？這兩個問題是我在實習

時，一位考上高中教甄的學姐問我的問題。因為準備國中教甄和高中教甄是兩

種全然不同的方向，如果不早點確定自己的方向，那就等於在浪費時間。高中

教甄，注重專業及教材的熟悉度，幾乎不考教育綜合科目，以筆試為第一關，

通過第一關後，即是面試與試教，應考人員以研究所畢業及於國、高中任教的

老師較占優勢，加上考試題目多為申論題，已經準備過研究所的人當然比較能

適應這樣的考題，成績也就會比較好一點。高中與國中不同，當然會比較要求

師資，這現象又以各縣市的一流學校更為普遍。 

國中教甄的科目不外乎考教育綜合科目、國語文、各科專業科目及鄉土文

史四種，有的四種都考，有的四種選幾種考，各個縣市不一，可先由今年的簡

章去比較，給自己一個方向。把教育綜合科目念熟的人最吃香，因為這一科是

每個縣市的必考科目。準備教育綜合科目並不容易，必須不斷地把內容熟讀，

可是內容又過於枯燥，故，必須要有一定的讀書定力。國語文能力很好的人可

以因應許多縣市的教甄，以高雄縣教甄為例，高雄縣國中教甄考試科目為教育

綜合科目、國語文及高縣文史，因為教育綜合科目，大部分的人都將心力投注

於其中，而忽略國語文的重要性，故國語文反而是決勝的關鍵，有準備國語文

跟沒準備國語文的人相比較，分數可能相差數十分。名額愈來愈少，準備愈是

周全的人，方向愈早確定的人，愈能集中所有精力往前衝刺，考中的機會愈大。 

一開始我就立定志向，往高雄縣國中教甄方向作準備，我相信，機會是留

給準備好的人的。雖然我的心智一直都很篤定，可是在六月開始出現許多高中



教甄的名額，讓我心猿意馬，讓我的信心大受打擊。因為各縣的國中教甄都尚

未確定是否有名額，高中一下子開出這麼多名額，以國文科為例，台北市松山

高中一次就開出六個名額，高雄縣岡山高中、中正高工及高雄高工也各開出三

個名額，面對這麼多名額，實在很難不讓人心動。從未準備過高中教甄，卻在

六月花費一些沒必要的時間去應考，結果當然可想而是，是慘敗。經過一番波

折之後，又走回原先的跑道，開始集中心力，認真唸書，今天，才能如願以償。 

如果對於自己想考國中還是高中猶豫不決的話，那就以自己的優勢去做抉

擇，愈是瞭解自己的人愈瞭解自己應該往那個方向準備。 

二、讀熟教育綜合科目： 

所有的概念、專有名詞、人名、理論都要清楚掌握。從沒接觸過的東西，

當然生硬，更是需要長時間的複習。我從暑假開始實習時就曾翻閱「教育心理

學」，翻不到十頁就放棄，很枯燥。直到八月有從別的縣市介聘到我的實習學校

的老師跟我說，他的同學把「教育心理學」看過八遍才考上教甄，因此，我就

開始把心力放在教育心理學上。我的教育心理學大概總共看過四遍，第一遍是

概略瀏覽，瞭解這一本書的內容大致上有些什麼，接著再認真看過第二遍。坊

間的教科書以「戴帥」的「教育綜合科目」最為推薦，許多人都買這一本，我

瀏覽過一遍，再看過一遍。我的讀書方式是以「教育心理學」為本，再以「戴

帥」的「教育綜合科目」為輔助，在「教育心理學」發現不懂的地方，即在「戴

帥」的「教育綜合科目」尋求答案，交互配合。教育綜合科目建議不要太長時

間停留在同一科目上，大量閱讀雖可加強記憶力，遺忘速度相對的也比較快，

應週而復始，把內容看過一輪之後，再繼續看第二輪，有助於理解，也比較不

會浪費時間。 

三、歷屆聯考題做熟： 

別過於期待考試的題目會從歷屆聯考題中出現，做考題的重要性在於檢視

自己到底對於內容會了多少。一開始做考古題時，挫折感會很深，幾乎都是紅

字一片，這是正常的，以後會漸入佳境。還有人特地為此去補習，補習班有所

謂的「題庫班」，因為做了很多題目，可是不懂為什麼答案是那一個，故補習班

也有為了這些考題特地開設的題庫班。 

在高雄縣教甄前，我有再蒐集今年（95 年）的最新考古題，台北市最早考，

接著是台北縣與桃園縣，其中最有參考價值的考題就是台北縣的考題，可以檢



驗自己對於教育綜合科目的熟悉度。                                             

四、遇見貴人： 

學校的老師對我很好，會拿他們周遭考上的人的資料借我看。我沒有補習，

我也不大知道看了這些不具系統的資料到底有沒有效用，不過，多多少少可以

接收一些資訊，也可以檢視自己還有哪裡不會。各種不同的資料雖繁雜，但，

萬變不離其中，觀念都是相關的，不同的資料敘述的方式或有不同，也可以增

進自己對於教育綜合科目的理解。在教甄這種兵荒馬亂，大家都不知道應該怎

麼做的時候，如果學校有剛考上教甄的老師，就應該去請教他如何準備，過來

人最重要的就是經驗談。默默的準備當然好，但是，更好的方式是去請教別人，

擁有比別人多的最新資訊是很重要的。                                           

五、規劃時間： 

上學期，努力增加自己的上台經驗，有代課的機會，就去上，增加實力，

這是我的原則。因為我實習的學校只有我一個國文實習老師，加上我們學校的

國中部班級數高達七十班以上，所以有許多的代課機會，也因為這些代課機會

磨練我的上台經驗及增加教材的熟悉度，使得我在試教方面的準備比較不辛

苦。下學期，努力衝刺教甄，該念的書趕快念，題本趕快做熟。因為要適應環

境，時間在上學期很快就會消逝，寒、暑假就該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方向，過了

寒假之後，教甄就不遠了。趁著寒假的新年可以有一段屬於自己的空白時間，

應趕緊作教案、教具及個人檔案。對於教案，每個縣市要求不一，台北市的試

教是自選版本，範圍為六冊，當場抽題，範圍太大，所以不需要製作教案，而

高雄縣則選定某一冊為試教範圍，自選五個單元，因此需製作五份教案，高雄

市則是選定幾個範圍，再請應試者自行設計教案，於當場抽題。各個縣市對於

教案、教具的要求不一，有些縣市沒有規定，有些縣市規定不准攜帶任何教具，

故，事先瞭解各縣市的教甄概況是必要的，如此一來，才能提早做準備。否則，

臨時趕工的效果絕對不比別人的事前準備。 

六、選定一個縣市，努力衝刺： 

每個縣市的方向都不大相同，我選自己最有把握的高雄縣，因為我是高雄

人，加上高雄縣是全臺灣唯一個縣市將教甄時間安排為一天，上午進行筆試，

下午則進行面試和試教，不像其他縣市需要以筆試做為第二階段的錄取門檻。

相形之下，筆試、面試及試教的分數都有採納是對我最為有利的。因為我在大



學時代參加許多社團，擔任噴泉詩社社長、基層文化服務隊隊長，我瞭解自己

這些經歷對於面試將會有加分的機會。在參加高雄縣教甄之後，印證自己原先

的想法，評審委員對於我曾經擔任過詩社的社長，稱許有加。如何選定教甄的

縣市？可參考今年各縣市簡章的方向，找一個自己最想要、有把握的縣市，從

現在開始認真準備，比別人先把所有事情準備好，機會就比別人大。 

七、要有堅決的信心： 

只怕沒開缺，哪怕只有一個缺，自己都一定要拼上。慌張是一定會出現的

情緒，請相信自己的準備，只要認真以赴，一定可以的。按部就班地努力、認

真讀書，有沒有把書讀進腦袋裡面去，只有自己最清楚，除了信心以外，更需

要堅決，千萬不可害怕考不上而為自己預留後路，要有背水一戰的堅決，盡全

力衝刺才不會有後悔的機會。 

在考完教甄之後，許多人不由得感到「運氣」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我也不

例外。可是，我還是認為「實力」比運氣重要，如果準備夠周全的話，怎麼還

會需要運氣來充場面？運氣是一種無可捉摸的東西，唯有努力唸書來充實自己

的實力，才是比較實際的作為。真正有實力的人，就可以不用奢望運氣的加持。 

八、要有軍師及合作團隊： 

當你心情煩悶，或不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要有軍師提供意見。我的行政

實習處室是在圖書館，圖書服務組組長都會提供我很多想法，不論是去考哪裡，

要怎麼準備，她都會比我還認真、比我還緊張。我的試教，是她逼我一定要認

真演練，我的口試是圖書館主任的殷殷告誡，人事主任不斷叫我唸書（高雄縣

拼的是筆試），他也提供我超多的「最新考情」，讓我知道有沒有開缺，高縣文

史考的內容到底會不會超出範圍，只要有什麼關於教甄的問題，我都會問他。

合作團隊是讓自己有動力繼續前進，不論是否有組讀書會，都要有人可以和自

己分享實習和考試的甘苦，閒話家常並非毫無用處，互相交流才是真正的重點，

彼此支持，在教甄的同一條道上，一起向前。教甄的壓力相當大，適時的休閒

以排除壓力是必須的。適當的休息是養精蓄銳，但過度的休息則是浪費時間，

教甄，是為期一年的長期抗戰。 

九、保持良好關係： 

學校的主任，都有可能是教甄的評審委員。多學、多問、多聽，千萬別一

頭栽進讀書的世界，那不一定有用。實習這一年除了讓你讀書、考上教甄，很



重要的是，你將為人師，如何成為一個好老師，是這一年，你必須認真思考的

問題。所以，人際關係要好，每個人都可能是你請益的對象，也都可能有著讓

你意想不到的寶藏。（我去上輔導課，老師就借給我他妹妹的教甄資料，我去上

中輟班的課，導師就借我他在補習班拿到的教甄資料）如果我因為不想上輔導

課，不想上中輟班的課，我想，我都不會有這些資料了，不是嗎？  

十、默默耕耘： 

該做事，就做事，有時間，就備課。在學校的時間，理論上別拿來唸書（除

非是主任授權讓你唸書），有事情做最好，就認真做，沒事做也要找事做，你所

付出的一切，如果你都不做事，能閃就閃，那麼大家也是都看的到，老天爺也

看的到。該付出多少？就看自己的能力，能多付出一點的時候，就付出，做事，

是訓練一個人態度的最好方法。在學校的時間，就是在實習，別為了教甄或研

究所而埋頭苦讀，讀書本來是好的，可是，也有可能會因此而讓別人留下不好

的印象，實習可不是讓我們用來唸書的，不是嗎？如果真的沒事可做，那就備

課，讓自己對教材內容的熟悉度提昇，有助於試教的台風穩健度。回家的時間

才是屬於自己的時間，必須好好把握，努力唸書，早上的時間容易被切割，晚

上是屬於自己可以掌控的完整時間，不妥善運用，就容易失利。  

十一、個人檔案、實習檔案、教學檔案： 

對於檔案的製作是很重要的，這是在面試及試教現場，評審委員對於自己

加分的依據。我的個人檔案多達四十頁，內容除了自我簡介以外，還有在大學

時代的經歷，如擔任社長及隊長，還有在實習學校辦過的所有活動的書面資料，

其中擔任「噴泉詩社」社長吸引了評審委員的注意力，還有總務主任要我為學

校校慶擬定的新聞稿、縣長蒞臨的演講稿、縣長至本鄉參與活動的講稿都受到

青睞。 

實習檔案包含：教學實習、導師實習、行政實習及研習心得。在實習階段

的教學資料，舉凡教案、教具、教學演示影音檔、學習單、回饋表等，都要把

這些資料整理好。導師實習方面，凡是輔導老師要我幫忙做的表格，他都會要

我自留一份，這也是檔案內容的一部份。除此以外，與學生的互動情形可拍攝

成畫面，作為書面資料。教學檔案則是與國文相關的所有資料，舉凡作文教學、

新詩朗誦、古詩吟唱等都是檔案的內容，雖然在實習學校並不一定有機會可以

展現這三方面的教學長才，可是有準備資料夾就是給予評審一個評分的依據。

檔案、資料在平常就要有整理的習慣，千萬不可等到教甄到了才慌亂準備，效



果不好。 

教甄的壓力不是普通的大，我覺得那是一種很可怕的煎熬。在高雄縣教甄

前十天，每天幾乎都要到凌晨四、五點才能入睡，呈現失眠的狀態。考上了，

此後就有一個固定的工作，沒上，又必須繼續煎熬，一年又一年，有人流浪了

一年，奮發圖強考上了，有人流浪好久，好幾年過去了，還是在煎熬。當初，

我抱著我只要考一次就好的堅決，我不想要再經歷一次這種對於未來茫然無措

的可怕日子，所以，打從一開始我就努力唸書，在學校就認真準備試教及口試

有關的事項，備課是我在學校最常做的一件事，國中國文主要有三個版本，這

三個版本我都有涉獵，在教甄時，準備就比較簡單一點。 

考教甄考到後來，信心很容易遭受磨損而消逝，一定要有不斷失敗，再不

斷站起來的勇氣與耐力。我之前因為心猿意馬而亂槍打鳥，跑去考高中教甄，

雖然明知自己沒有準備，考上的機率很低，可是，那種遭受失敗的心情還是很

難說服自己灑脫。尤其是考完台北市教甄之後，很難過，只差兩分就可以進複

試，還好我的主力放在高雄縣，才能愈挫愈勇，繼續奮戰。就我的經驗，教甄，

沒有想像中難考。或許是因為我在學校很盡力做事，主任們對我相當照顧，總

是會告訴我一些與教甄相關的訊息與資料，加上大家無時無刻提醒我要如何準

備教甄，鼓勵我回家要努力唸書，無形中，對於教甄的信心就增加許多。只要

有空，我就抱著書在讀，雖然會很煩、很累、很無聊，可是，只要想著一次可

以以解脫，就能夠支撐著自己繼續讀下去。回首來時路，教甄靠著真的是自己

的意志力，和堅決的耐力。努力，不一定會成功，但是，不努力，就一定不會

成功。辛苦，一定會有代價的。不怕慢，只怕站，不到最後關頭，決不輕言放

棄，成功是留給堅持到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