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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 展望將來時」 

陳美虹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壹、 前言─「積極把握系上學校提供的每一次協助」 

剛邁入八月，一個新學年度實習的開始，就紛紛有許多學弟學妹致電或當面詢問實習時

應注意哪些細節，或是準備教甄上該從哪方面充實、抑或是究竟該選擇國中或高中實習，而

或又該如何抉擇選考國中或高中等等。各項仙人苦惱又難以抉擇的難題，彷彿看到當年充滿

不確定感的自己一般，也同時再再地感受到，學弟妹們對於未來要邁入教師甄試這道關卡的

種種疑慮。 

在回答學弟妹們的詢問同時，也一併檢視自己在教師甄試之路上的準備，無論從各種方

向思考，最後總不免要跟系上的學弟妹們提醒：「系上的各項協助，獲益頗多，若非避無可避

之要事，否則盡可能的出席。而學校所舉辦的，無論是實習前座談、教檢應考方向、甚或是

模擬教師甄試口試，更是絕不可錯過！」因為對一個初次踏入教師甄試領域的超級新手而言，

在系上以及學校提供的各項幫助，在正式面臨教師甄試的關卡時，絕對是出乎意料的實際而

有效用。這也是我認為自己能如此幸運地在應考第一年，就能順利錄取教職的最大幫助。 

相較於透過一次次的試誤，摸索出準備教師甄試應注意的事項。系上學校在多年的教育

儲備人員培育訓練中，找出教師甄試之路上最能夠透過準備、練習提升自我能力的方向，在

逐步而確實的培訓當中，不但能提早建立對教師甄試筆試、試教、口試應考方向的概念，也

能過預先認識而避免臨陣磨槍，要打仗了還不知道自己的裝備身在何方之憾，接下來在介紹

自己的應考歷程時，也會同時提出學校替我們提供的各項幫助，希望本篇心得能讓未來的考

生們在準備教師甄試上能多一分助力。 

貳、 實習階段 

一、 實習前的準備─「熟悉國高中教材內容」 

為了能順利適應實習後的教學生活，大家大概都會在就學期間乃至進入實習

階段前的空檔，熟悉過一遍課程。建議無論是實習國中或實習高中。至少將國高

中一到三年級共十二冊內容務必讀過一遍。因為國中課程內容逐漸偏高中化，熟

悉高中課程將有助於建構完整概念，也較不容易讓學生問倒(就有國中生拿著參考

書詢問「行政行為」等高中才接觸的名詞)，而瞭解了國中的課程，也才能更了解

國高中課程銜接的差異，在講述高中教材時，不但能一邊複習國中的教材，一邊

針對高中加深內容做補充，避免口沫橫飛的講課，學生在台下卻意興闌珊(因為國

中都上過了嘛！)國高中課程有諸多重疊之處，在名詞概念的解釋上，卻偶爾會有

一些差異，所以能夠在盡量通盤的瞭解下，避免學生對教師講述的概念感到疑問。 

二、 實習學校的選擇─「多方探聽」 

一般在升上大學三年級之後，便需要開始尋找未來的實習學校了，究竟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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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鄉實習，或是待在外縣市？究竟是在自己的母校好，抑或另尋其他學校？

是要挑該科的重點發展學校，或是這附近的升學學校？對於可能產生的各種考

量，可能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但是，事前的審慎分析，絕對是對自己較佳而且

有其必要的。 

究竟如何選擇實習學校？建議先作自我背景的評估分析，自己究竟適合國中

或高中，希望增進教學技巧或班級經營能力，目標放在大型或中小型學校、都會

區學校或偏遠小校（當然目前能讓自己選擇想要進哪間學校的機會已然不多），通

常建議選擇的實習學校就會是未來預計應考的方向，這樣一方面多認識該類型學

校的生態，一方面學校也會因為你的背景而預先有較佳的評價。 

建議實習的學校盡量能以教學、導師、行政三方面皆平衡著重的學校為主，

畢竟在考試時，各種題型皆可能出現，若實習時缺少任一面向，都可能造成未來

應答時的困難，就有同屆曾提過實習時對導師、行政這塊涉略過少，而使得口試

失利的情況。若仍拿不定主意，建議向曾在該校實習的前輩請益，畢竟曾在該校

實習過，對學校的環境絕對會比該校學生或是多年前的校友，更能瞭解該所學校

對實習生的幫助有哪些。 

三、 進入實習階段的調適─「建立適切心態」 

在初次接觸教育領域的實際運作層面之後，心中不免有各種憧憬，不過在進

入教育的場域之前，請先設想清楚，進入校園場域後自我的目標設定，以及可能

面臨的身份轉變情形。 

身為實習學生，面對學校的教師多半以後輩的心態學習，但是當面對學生時，

依然要謹守身為教師的身份，在角色的變換上，常常不是那麼的容易。此時請先

謹記一個要點：『是要從一邊做事中學習，而非只是學著如何做事。』班級的經營

如此、行政的業務和教學技巧更是如此，在一邊學一邊做當中，務必慢慢開始建

立自己的一套方式，瞭解前輩們不錯的方式和技巧後，請轉化為適合自己的方式

而非照單全收。就像跟課時聽得再多，還是比不上自己親身上過一堂課的學習來

得深刻，作其他事務時一樣，一邊作一邊去設想如何加以改進、修正，會比單純

聽從指示行動來得有益處多了。半年的時光短暫，但多方請益、用心付出絕對能

從中收穫豐富。 

四、 教學檔案的製作─「在精不在多」 

實習時請一邊製作教學檔案，不但能作為自我的成長紀錄，也能在應考時，

除了口語表述之外，還能提出實物上的佐證。 

教學檔案內容可自行擬定，不過通常都會放上教學、行政、導師相關內容，

展現出自己在這些方面上的能力和表現。建議實習期間，就能夠透過拍照方式留

下紀錄，比起文字敘述更能吸引關注。同時紀錄簡短的心得，避免半年後才開始

準備，此時卻不知如何下筆。 

教學檔案完成後，建議可給校內指導老師參閱，提出的修正意見將更能改進

製作上的盲點。並且若時間允許，還可參加師大每年 3、4月間舉辦的金筆獎活動，

今年度參加金筆獎的兩位公民科實習生（包括我），都順利錄取擔任高中教職，雖

然並不能保證什麼，不過可見學校這類獎勵，對於考取教職仍有一定幫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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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鼓勵大家事前多作準備），以及製作教學檔案這一塊仍有其加分效果。 

參、 教甄的準備事項 

一、 應考的準備─「關於筆試」 

實習一結束，緊接面臨教師甄試的準備，從四月開始各高中紛紛開缺，而國

中則多半到了六月底七月初才開始聯招考試，如果認為時間錯開而認為能同時準

備，便會面臨因為準備方向不同而容易出現兩邊落空的情況，所以還是建議以專

一方向為主，有實習國中而考上高中的學長姐，也有實習高中最後考上國中的學

長姐，不過他們通常最晚在實習期間便確立了要轉考的方向，同時準備高中又準

備國中仍有其一定困難度。不過為了及早適應考場氛圍，建議不論考國中或高中，

都可多參與幾場初期的考試當作試水溫，增進筆試、試教或是口試的技巧，避免

面臨心中目標學校的考試時，因緊張而無法發揮正常水準。 

國中應試方向廣且雜，高中筆試則容易出得精又廣（可以說各校的考題差異

性很大），無論國高中，先把各版本國中高中課本教師手冊皆讀過，在基本功下過

之後，高中的筆試要出色，先從多方閱讀開始，因時間緊迫，通常要看專書至少

在大四的時候就多涉略，在應考前專書多作為參考工具書使用，若解題時有疑問

再翻專書參閱。至於書單，網路上或學長姐都會提供許多，基本上多看都有幫助，

我是以大學修過的課程講義、買的書籍為底（畢竟都讀過也會比較熟悉），加上多

數學長推薦的各科專書，再自行製作筆記整理，配合高中總複習參考書，有各課

重點整理（但通常都過於精簡），再配合試題練習，雖然是選擇題，但可從中設想

申論會如何出，又如何排版應答（但建議不要花太多時間都在寫選擇題，畢竟申

論題仍需多加練習），師大提供的歷屆考古題請統一全數列印下來，至少把曾經出

過的申論題目都寫過一遍（光想如何撰寫仍是不足，仍頇親自寫過） 

實際應考時，為了讓自己的試題答案與他人不同，還可增加比較整合，以及

與各冊相關內容有所牽涉，讓評卷委員看出你對課文皆有所認識，再騰出一些時

間寫下自己的心得見解，若一小題能多他人一分，十題就能多他人十分了，而十

分可不是小數目。遇到真正不會的題目也勿驚慌，至少安慰自己不會寫的，基本

上會寫得好的人也不會太多，盡力而為。 

二、 應考的準備─「關於試教」 

試教的準備上，請謹記一個要點：「多練習、再練習、更練習」，會發現寫教

案跟正式教學會完全不同，自己唸過又會與講台上的教學完全不同。 

在應考上，國中未必比較好考、高中未必比較難考，在準備的方向上則是有

極大的差異。若針對剛結束實習的準高中教甄考生而言，提升自我專業並加強試

教技巧實為重要，畢竟教甄試教的成績絕對是左右最後結果的關鍵，實習期間可

多方向老師們請益，多爭取上台機會，充實備課資料，並和同儕們多演練，就算

是不是同科的夥伴，也能在台風上給予中肯建議，畢竟同科的雖然專業性較強，

但整體的教學技巧也可從不同科目的夥伴中得到激發。 

實習後至應考前，自己有接短期的付課，跳脫實習身分，正式站在講台上感

覺仍是大有差異，再此特別感謝實習學校師長們給予的機會，建議若想特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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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部份加強，可從這方面著手。從不斷的教學中持續修正、增進自我教學能力，

不用認為自己的經驗不足而退卻，因為實力絕對是可透過一再加強改進而增進的。 

三、 應考的準備─「關於口試」 

口試在整個教師甄試的比重配分上，通常都不會是佔分比重最重的一塊，而

能夠進入複試的考生們，與筆試成績相比，大家的口試成績基本上也不會差距太

過於懸殊，但不可諱言的，口試成績往往又會是左右上榜與否的關鍵一步，而因

為口試準備的範圍包山包海，一般而言，過來人都會建議，不要在口試的地方花

費過分多餘的時間而忽略筆試試教的重要，但在口試準備這一塊上，卻絕對是馬

虎不得，避免萬事皆備卻差了這關鍵的臨門一腳，而準備口試通常可從教育議題、

行政經驗、教學心得、班級經營這幾方面著手，同時也別忘了製作教學檔案的部

份。 

(一) 瞭解應考現場 

在實習結束後的三、四月間，無論是系上或學校，都準備了模擬教甄口試講

座，首先奉勸各位學弟妹，不要擔心不要害羞，請務必報名參加。在表現上或許

總擔心無法盡善盡美而暴短，但與其等到正式考試時才扼腕慨嘆，不如事先提早

熟悉適應整體的應考方向。 

系上以及學校的模擬口試講座，都聘請了擔任口試評審經驗豐富的各校現任

或退休校長們，而在正式教甄現場，如果是學校的獨招，通常在口試時會有學校

教學、行政、導師的三方付表進行詢問，而如果是聯招口試時，則一般多是各校

的校長共同主持，模擬試教時就有校長提及，就算沒有事先套好，通常他們覺得

不錯的人選，通常無論在試教或是日後教學上，都有不錯表現。這些見多識廣、

資歷豐富的委員們，能在短短十數分鐘的談話中決定一個人的分數，憑的不只是

多年深厚經驗，更多是從一個人在談話中展現出來的氣度和談吐上，雖然有些人

在這方面天生就具有優勢，但其實一樣是可以靠後天培養、訓練而得的。 

(二) 充實背景知識 

口試時常考的題目一般為教育議題、行政經驗、教學心得、班級經營這幾塊，

總之，經過預先準備設計過得答案絕對比臨時胡謅來得系統而有條理，至於回答

的別出心裁，則能讓口試委員能多一些印象分數。 

第一點，就教育議題上，建議有空時多翻閱各項教育期刊，並能上網瀏覽各

地方政府教育單位的網站，關注該縣市目前推動的教育政策和議題。每年出題方

向不同，在我考得這年度，海洋教育、品格教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幾項就是

常考的範例，準備筆試時一併大致瞭解這些議題，並不用額外花太多時間，但是

如果不曾聽過看過就是完全不知道，無從回應起，所以務必多方涉略。尤其是在

公民與社會科，許多新聞時事上，務必要能多方瞭解並且能建立一套自我的看法，

在我這年像 ECFA、廢除死刑與否這幾項題型就是務必準備的題目，我在口試時就

曾經被問到對於廢除死刑這一塊得看法，若有事先準備至少就不會自己先亂了陣

腳。 

第二點，就行政經驗上，大家的立足點多半相似，因為就剛經歷實習階段的

準考生來看，行政經歷一般多為淺薄而皮毛的，實習生能做的行政業務畢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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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實習期間多學多問的情況下，對各處室的業務至少都能有所接觸並且能大致

瞭解，而口試委員一般會針對『擔任行政工作的意願』、『若有機會願意擔任哪項

行政職位上』提問，就行政意願上，回答願意通常分數就不會太差，但要讓口試

委員有印象，則可就對教育的理想與目標著手，避免出現批評的看法。並非一定

要說願意才能上榜，就我認識的人之中，也有直接回覆只希望專注於教學而最後

考上的，當然他的筆試試教成績都非常高。不過雖然行政業務繁雜，但能有行政

經歷確實能跳脫純行政或導師的立場，以多方的角度磨練待人處事的技巧，也能

對校園的環境快速熟悉，建議新人們不要對這塊抱持先入為主的排斥心態。 

(三) 落落大方的儀表態度 

應考時，在服儀態度上，除了服裝端莊避免隨便（少有評審會喜歡露肩露肚

的小背心、坐下就會曝光的迷你短裙、會咖咖咖的高跟鞋等），盡量展現出『穩重

謙恭但具備信心的』形象，謙恭而不咄咄逼人付表對人能有著溫和好相處的形象，

畢竟新進教師都會是未來共同合作的同事，但在談吐間，務必展現出在遇事上，

對自己的教學帶班能力要能抱持信心，進入校園後，便要獨當一面面對校園學生

的各項情況，口試委員偶爾會使用質疑的方式提問，並非真的對你的表現懷疑，

而是為了從中看出你是否具有遇事不驚慌的表現。 

(四) 教學檔案的準備 

口試時建議還是製作簡單基本介紹，一方便讓自己『有備而來』，展現豐富準

備，一方面也能讓委員們暫時不提問題時能從中翻閱，問得題數越少越能避免自

己回答不出來的窘境。 

前面提過教學檔案的準備，通常口試時會準備三折頁資料供口試委員參考，

三折頁設計方向以版面舒適、簡潔扼要、預留伏筆為設計原則。在美工上不用花

太多心思設計，畢竟通常準備三折頁的時候，同時要花更多心思在筆試和試教上。

而內容避免字數過多，失去焦點而讓評審委員無心翻閱，建議內容多著重在自我

表現上，展現出投入教育場域後，能提供的各項服務。避免過多頁數都在教育理

念上，寫得太多結果連自己都忘了上面有哪些內容。 

肆、 結語─「多看、多學、多作、多想」 

    在先天的發展環境上，師大體系仍有其優勢在，畢竟少有學校從教育學程、教材教法、

教學實習，見習課程、短期教學、乃至大五實習時，學長姐返系/返校座談、實習前準備講座、

教檢應考方向、模擬口試、教育實習資料撰寫（金筆獎）、優秀實習生等推薦，系上與學校都

給予完整而一系列的增強機會，比起等到實際面臨教甄場域從不斷試誤中成長，我們實在有

更好的發展機會，從不斷觀摩他人教學、試教中成長，建立自我的一套教學方式，多方學習、

虛心求教、從中建立自我信心，能多一點實力，就能多出更多機會。 

    最後提醒，在實習期間，務必將平日作息修正規律，考試經常是一大早，或是需要上下

午趕場考試，若體力不足很容易就不適應，影響考試成績，因此在實習期間幾乎要求自己一

定十點睡，有再多事寧願一大早起床也不要熬夜，平常再不愛運動都要固定時間跑幾圈操場，

才能培養長期續戰力。面臨正式應考時，請讓自己的心情和緩，展現最自然的表現，發揮自

我實力。感謝大學系上與實習學校一路以來給予的支持與協助，懷著最大的感恩，期許學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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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們也能在教師的路途上順利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