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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倒數 365天 教甄心得分享 

郭怡伶 公領系 97級 

國中社會科領域 公民科 

臺南縣立南光高級中學 

 

教育之路，對剛踏出校園的實習生來說，可能是一條培育英才的百年大業，也可能是一

條打入黑暗的不歸路，究竟教甄的漫長戰役該如何堅持，以致於撐到看見成功的曙光，其實

真的很難一言以蔽之，以下就過去一年的教甄之路，歸納出四的層面。 

 

● 執子之手 與子成長 

在教育圈中，永遠會有千萬個打擊，澆熄我們對教育的理想與憧憬，總感覺怎麼教育現

場和想像中的期待大不相同。這是事實，也是該努力的方向。 

「執子之手 與子成長」在此用於帶領學生，攜著學生的手、陪伴學生共同成長；教育無

他，僅是等待學生跟上腳步，陪伴他們渡過求學之路，所以若能認清此點，找到對教育的熱

忱與喜愛，那教甄之路已開啟當中的原動力了。在我畢業之後將近一年時間的準備與籌措，

經歷半年實習與半年代理的磨練，也曾迷失與徬徨過，找不到向前邁進的動力，想不透該痛

定思痛的決心。「為什麼要當老師？」這句話常反覆詢問自己。但是當我察覺學生的改變、因

為我的出現帶給學生的影響；這一刻，我又好像懂了！ 

在我實習的時候曾經接觸過相當沉悶的班級，幾乎每個同學只想顧好自己的份內事，公

眾事務沒有同學想參與，更別說想團結起來讓班上氣氛更融洽了。或許是年輕教師的熱情，

每一次上課總是表現出最有活力、精神的一面，就像太陽融化冰山一般，我發現班上氣氛稍

微熱絡了。實習尾聲，班上學生寫卡片給我，裡面寫著：「老師，因為你的出現，讓我們班變

得不一樣了，這樣的改變，我們都感覺到了……」、「老師，我終於找到喜歡的科目，就是公

民，未來我也想成為公民老師」也因為這樣的一些話，讓我找到往教甄的動力與堅持，原來

一個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很深；或許是對一個科目的喜愛，甚至於是對未來生涯的規劃。我們

教學生好多學科性的知識，相對也從學生身上悟得更多道理。所以，動力很重要，不論想當

老師的推使動力為何—對教育懷抱熱忱、想培育英才、希望有穩定的收入，甚至於是單純想

找一位擔任教職的賢妻良母；總之，記得你心中最深層的動力，然後，「衝，就對了！」。 

這一年的長期抗戰對多數人而言，算是畢業後首度遇上的黑暗時期，龐大的考試與經濟

壓力（若無代課則無收入），及不曉得是否能過關的不確定感，光用想的就足以殺死半數以上

的腦細胞了；再者，接下英雄帖之後的讀書計畫安排，也讓這群脫離大考壓力的大學生們五

年之後，再度重現這一場攸關未來前途的戰役，似乎不能再仰天長嘯、悠然度日了。「如何當

考生？」是實習生們的共同心聲；所以我在實習初期，只想把主任、組長交代的行政業務做

好，完全忽略充實自身能力的重要性；不論是教育科目或是專業科目都拋在腦後，彷徂把自

己當成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完成上司交代的事就心滿意足了！之後，在學長的提醒下，才真

正體悟到「考生」身分，一句「你是不是不想明年考上？」更是對我投下震撼彈。於是開始

會焦慮、會緊張，會想去詢問許多過來人的經驗，深怕遺漏什麼，就落後別人一大截了。但

如今回顧那段驚慌害怕的歲月，想告訴學弟妹們，其實既來之、則安之，不管在任何新環境

都別因為不習慣面對未來的世界而自亂陣腳，只要站穩腳步，踏實地去規劃未來的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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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教檢或教甄，基本上都能有水準之上的表現。所以，一年前的自己在慌亂中毫無頭緒，

像無頭蒼蠅般東試西試，無形中浪費許多時間在自己嚇自己；若能選定書籍後，定下心來念

書，必能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紛擾與埋怨。「你對實習生活滿意嗎？」儘管無法盡如人意，還是

先收起百般不滿意，將教甄放在第一位，全力衝刺吧！ 

 

● 千山萬水 何處落腳 

在經歷半年忙碌的實習生活之後，下半年的讀書歲月難免會有「十年寒窗」的漫長煎熬

與焦急，在心境上油然而生一個念頭「千山萬水、何處落腳」；縱然天大地大，卻還是有不曉

得會不會上榜的焦慮。 

我的狀況比較特別，半年實習歲月結束之後，我到住家附近的學校擔任國中社會領域公

民科的代理教師，一星期 20節的基本鐘點，雖然增加許多上台授課的實際經驗；得以有機會

進入寶山，每天所接觸的萬事萬物彷徂劉姥姥進大觀園般的新奇有趣，好似開啟了另一段實

習生活，生活周遭的每一件事都要重新適應與學習；雖然周邊朋友相當欽羨我有如此好的機

會，但也較其他考生們少了唸書的時間。然而，通過教檢之後，大部分考生都會陷入想暫時

休息一陣子的怠惰心情，包括我在內。我大概浪費了一至兩個月的時間，完全投入在上課與

備課，壓根不想再接觸任何與「教育科目」有關的書籍，或許是之前太過於認真投入的緣故，

突然好想逃離每一個教育的話題。但是，考完教檢後的時間，反而是決定教甄成果的關鍵時

刻；立即收心有助於讀教育科目的再衝刺，並且也不會讓讀書衝勁與熱忱降溫，建議所有學

弟妹們，考完教檢只能休息一天，不論結果如何，請繼續抱持著教檢前戰戰兢兢的心情，迎

接不到三個月的教甄之路。 

然而，在時間的分配上，我分為兩個部分加以說明：實習階段的時間運用、教檢之後的

讀書計畫。第一、在實習階段請收起去遊玩、去當上班族的心態了，多為自己規劃、著想一

些，這半年期間，不但要熟悉專業科目三冊的內容（因為下半學期的教科書籍可能會索取不

到）、還要準備教具，更重要的是，請多收集每一個活動的成果、自身的佳績，製作個人檔案；

還可以參加師大的個人檔案競賽，可以說是提早完成好處多多。第二、教檢之後，我在讀書

與上課之間的規劃上；早上的課餘時間多閱讀課程相關的補充資料，利用晚間時段唸教育科

目、練習如何表達課本內的重要概念，介於念書與備課之間，常常覺得時間不夠用、分身乏

術，也會有想要不斷往前衝刺的無力感。然而，每每回系上參加返校座談時，聽見學長姊分

享當時考教甄的辛酸血淚歷程，不論有沒有自信、準備充不充足，都會有「不知何處落腳？」

的擔憂與不安全感，甚至於是在考試期間，會不斷詢問自己，是否能勝任「教師」這樣的職

業；原因無他，只因尚未考取任何一間學校而已！加上新聞媒體的渲染，不論是少子化議題、

師培體制的轉型以及教師錄取率的調查數據等，一個個令人灰心的報導議題，更是認為自己

正在夕陽工業的崗位上努力之感，心也好像跟著涼了一半！ 

 

● 一年寒窗 莫忘初衷 

縱然新聞媒體到了六、七月的教甄考試高峰期，總愛大肆報導令人灰心又傷感的報導，

但是感到幸運的是身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畢業校友，總還有一些是受過正統訓練、本科班

出身的驕傲；雖然師大畢業並不保證就業，可是只要有可以報上畢業學校的機會，還是會想

大聲地、開心地喊出：「我是臺師大畢業的」所以，各位學弟妹們真的要有信心，師大出品、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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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名義上是倒數 365天的終極戰役，但誰也沒辦法保證，當你努力一年過後，這些

付出的血汗能夠化為豐美的果實，這也是大多數考生最擔心的事。尤其是聽到那些屢試不中

的事蹟之後，談每年落榜的辛酸與期待趕緊有落腳處的擔憂之後，好似第二年、第三年的考

試都像猛獸般，那恐懼的感覺會不斷入侵考生們脆弱的心靈，弄得心神不寧。不禁希望，自

己能夠成為以後和學弟妹分享上榜喜悅的那些人。只要聽到攸關於名落孫山的故事與悔恨心

情，都成為讓人卻步的驚恐情緒，尤其是頂著「台師大」畢業的光環，好像更是引人注目。「真

的只要辛苦一年嗎？」這是沒有人可以保證的事情。所以，在心態調適上，便成為考生的首

要功課，得失心不要太重、隨時都要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哪怕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曾經聽

周遭朋友們分享，認為在教甄的考試上，第一關的筆試基本上不是難關，最終決勝點取決於

試教的好壞。這樣的思緒與想法，很容易在第一關落馬，因為輕忽了筆試這一關卡；也別因

為教檢成績優異而感到心滿意足，因為相隔三個月後的考試，並沒有絕對的關聯性，往往一

個輕忽，黑馬就跑在你前面了。這也告訴我們，真的想要達成心目中的夢想，除了行動上的

努力再努力，態度與想法也是影響是否能全力投入的關鍵。 

於是，每到一個期間，就會開始產生彷如小惡魔般的無力感情緒。一旦想到要在這一年

內完成諸多事項，只要用想的，就無法穩下情緒好好準備。經常在小腦袋中，運轉許多所有

事項該如何完成的藍圖，只是事與願違；往往規劃太多，完成度太少。再全力付出與投入之

後，卻收到力氣用盡的無力感。「就是太用力，才會感到無力」真的是一點也沒錯。但仍要跟

學弟妹們提醒，在大四即將畢業的五、六月，就該隊未來一年開始有心理準備；若能在五～

七月熟悉教材，進入學校之後才不會慌張，還可以找系上同學組試教讀書會，定期相互監督

才不會太過怠惰。倘若把整年列成一張清單，以下是我的建議： 

 

5～7月 
1. 在尚未畢業時，利用空閒時間熟讀本科教材。 

2. 可以開始讀書會的運作、也多詢問學長姊寶貴經驗，在踏入實習前做好準備。 

8月 

1. 開始實習之後，要適應新的環境、完成學校行政工作。 

2. 此時，可以購買適合自己讀書習慣的教育科目用書，進入工作、讀書兩頭忙

的生活作息。 

9～10月 

1. 除了行政工作之外，開學後會安排教學見習與實際上台演示，可以算是累積

上台經驗的時候，若是已經熟悉教材內容，在準備上可以更加從容。 

2. 可能因為開學的關係，行政工作會更加繁忙，記得多收集平日的成果，有利

於製作教學檔案。 

11～12月 

1. 適應實習生活之後，要好好規劃讀書計畫，並且確實去執行。別因為沒有津

貼而花費時間賺取外快，踏實準備教檢與考取教甄，才是真正的終極目標。 

2. 著手整理教學檔案，若是時間允許，可以參加師大金筆獎的甄選，也算是砥

礪自己完成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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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 1-2月 

1. 學期末除了業務繁多外，也別忘了禮貌性的跟幫助過你的老師們好好道謝，

建立教育圈人脈。如果想繼續累積上台經驗，也可以找尋代課機會（代理等

同於專任教師，要考量自己的時間）。 

2. 實習結束後正逢過年時期，很容易鬆懈，可以整理教具、或是製作教具，減

輕未來的負擔。 

3月 

1. 若是要當專職考生者，可以和實習的指導老師商量，可否繼續到校見習，爭

取上台與熟悉教材的機會。 

2. 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準備教育科目，就當做是教檢前的最後衝刺；是教檢前的

最後衝刺；但也別忘了要先弄清楚教檢考試科目。 

4～6月 

1. 教檢過後，容易鬆懈的時候。可以再度整理教學檔案，四月時有些學校提早

獨招開跑，建議可以擇幾間去試筆，提振讀書士氣。 

2. 若是要考高中的學弟妹，高中獨招多集中在五、六月，要提高警覺、多加準

備。尤其是筆試申論題的練習，可以請其他老師幫忙指導、多請教前輩。 

7月 

1. 國中聯招主要在七月進行，各縣市聯招的考試不同，要看清楚簡章的內容；

並且別忘了，聯招考試科目幾乎是教育科目與專業課目都有列入範圍，兩者

都要兼顧。 

2. 如果在聯招筆試上不盡理想，也別先急著放棄！最後若是都名落孫山，可以

考慮到口碑不錯的學校代理，充實自我能力。 

 

● 憨喜付出 樂在其中 

不論經過 365天努力過後的結果如何，都歡喜接受吧！我在經過南征北討之後，考北縣、

高市聯招的筆試成績都不甚理想，在情緒上難免會大受打擊，開始質疑自己的能力。但是，

也因為這樣的打擊，在因緣巧合下，讓我得知我現今服務學校在招考高中部-公民與社會科教

師的資訊。 

抱持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臺南縣，雖然沒有受過高中教材的訓練，

可是因為對「高中教師」一職懷抱著美麗憧憬，自己平日常自行閱讀高中教材；將高中教材

當成我授課的備課資料。不知不覺中，也熟讀了高中教材；這樣的收穫純屬我的意料之外。

經過眾多競爭者的考試之後，我接到錄取通知，令我感到相當不可思議。本來極力追求的國

中聯招，因為不盡理想的結果卻讓我到達另一個目的地；或許是因為沒有那麼大的得失心、

把心情放輕鬆之後，反而可以表現出比較良好的一面。 

現在我進入教育職場之後，才發現以前當實習生、當代理教師都是很幸福的，真正擔任

一所學校的專任教師之後，有許多責任要承擔；不像代理教師，教完半年就可以揮一揮衣袖，

不帶雲彩、瀟灑的離開。大多數的新進教師，會帶班擔任導師、或是被安排到各處室協助行

政，沒辦法像從前一樣優遊自在，想備課、想看自己的書、忙自己的事，時間可以任由自己

安排。也必須在短期間內，快速適應環境、教授各年級的課程，對於剛踏入校園擔任菜鳥教

師的校園新鮮人來說，無疑是龐大的壓力。這是我第一年教授高中課程，以前沒有相關經驗，

所以我要付出更多努力在充實專業知能上、補充許多高中生應該知道的國內外大事，並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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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另外，在班級經營上，雖然不必像管國中生的管家婆一樣，但是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改善校園裡普遍不重視公民與社會科的觀念，是我目前想增進的方向。所以，考上教職之後，

不見得是完全輕鬆、無事一身輕的天堂聖地，教師所背負的是重大的教育責任，除了學科的

知識外，還有更多是人格上的塑造，這些都是我們教師要達成的目標。 

 

以上是我這一年準備教甄的想法與經驗，其實不管有沒有第一年就考上教職，其實都不

用太過介意；重要的是，你是否具備教育的熱忱，是否確定教育是你想一直付出與努力的志

業。「歡喜做、甘願受」而非當成賺錢的工具，才能從中真正得到快樂、獲得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