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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日子，我走過 

國文學系 101級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卜慧文 

一早的陽光溫柔可人，不似日正當中的毒辣，漫步到小陽台上，望著窗外的山景，有一

種不太真實的感受。昨日如同作夢一般，但我完成了，成為正式教師。 

從大三開始立定志向要當老師，因為在教材教法的課程中，感受到講臺的魅力，更從設

計課程中獲得無窮樂趣。大四下為期一個月的駐校實習，第一次與學生們正式接觸，幸運的

我，在福和國中遇到了一群與我同樣活潑熱情的孩子，在一次次互動中所獲得的感動，更確

立了成為教師的夢想。大五，幸運的回到母校萬芳高中國中部實習，熟悉的環境與前輩，給

予我許多的指導，這半年要學習的事情很多，導師、教學、行政各個面向，每一次的參與都

是新體驗。每天回到家，更提醒自己，一定要拿起書，努力研讀教育科目，為了三月的教檢

做準備。 

實習結束，挑戰才真正開始。首先面臨的，是要不要兼課的問題，優點是有經濟收入以

及工作經驗，缺點是可能準備考試的時間會被壓縮。每個人的考量都不同，能負荷的程度也

不一樣，我選擇了不兼課，但繼續擔任學校攜手計畫課程的教師，讓自己保持有上課的狀態，

也不會造成太大的負荷。接下來便是準備考試，可分為幾個面向進行討論。 

首先是筆試方面，一直以來所選定的準備方向，都是國中。國中正式教師以各縣市聯招

居多，聯招的題目以選擇題為主，以國文科來說可分為教育專業科目及國文專業科目。教育

專業科目方面，強烈建議在大學時代應將各個教育課程的專書讀熟，這樣一來不論是面對教

檢或是教甄都會比較得心應手。在考用書方面，以陳嘉陽老師的教育概論為主要閱讀書目，

在七月時將三本概論的內容以不畫線的方式閱讀第一遍，並培養在每天固定時間閱讀教育科

目的習慣，避免開始實習之後中斷讀書的進度。 

讀完第一遍之後，開始搭配三本題目寫題目，並將不會的概念或是重點標記在內容本上，

三本題目一定要寫完並熟悉，但是因為題本編排的方式是主題式的，相同概念的題目會放在

一起，每一題都必須詳細閱讀，避免因為熟悉而忽略。專書方面，張春興老師的教育心理學

一定要精讀，是教檢的重點。在考前可看各家出版社所出版的重點整理書，各考用書大同小

異，應找尋最適合自己的版本。 

教檢除了選擇題，還有手寫題的部分，在準備時並沒有針對這個部分特別進行練習，當

內容熟悉時，便可以盡情發揮。考前有購買由教育圓夢網所出版的教檢考古題詳解，每一題

選擇題都有詳盡的分析，手寫題的部分觀察出題模式，並將書本所提供的參考答案加以應用，

變成自己的東西，如問到班級經營相關的問題，你可以有哪一套屬於你的答案。在答題時要

注意教育問答題的答題格式，不同於國文系所習慣的申論題，首先必須先有兩到三行的前言，

再針對題目的問題分點回答，可以分為大標題與小標題。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以黃德祥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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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為推薦，分為精要版與原版，建議閱讀原版，可以打下較扎實的基礎。不

論是教檢或教甄，考古題都是非常重要的，從考古題的練習當中，不但可以發現自己比較不

會的概念在哪裡，也可以觀察出題的方向與重點，使讀書更具有效率。教甄的教育科目，各

縣市的重點會有一些差異，但有一些科目是可以多下功夫準備的，如教育行政、教育哲學、

課程與教學等，是出題的重點。考古題的訂正是很重要的，每一題要回去翻書找答案，或是

參考阿摩網站大家分享的資料，但網路資源要注意資料的正確性，也可以購買各家出版社所

出版的試題詳解，如陳培林老師、洪祥老師等，要製作屬於自己的錯題筆記，針對每一題做

詳解，可以在考前一個星期閱讀。 

國文專業的部分，相對於教育科目來說是比較簡單的，大學時若可以將各個專門科目的

基礎打好，準備起來更不會那麼辛苦。重點科目是中國文學史，請選定一個版本閱讀，可以

做簡單的筆記，依每個人的讀書習慣做調整。教材的熟悉也是很重要的，挑定一個版本，先

進行六冊備課用書的閱讀，有時間再閱讀教師手冊。《搶救國文大作戰》是必讀之寶典，不論

是教檢或是教甄，都是不可或缺的。國文專業部分，考古題也是相當重要的，在寫的過程中，

可以發現一些常出現考題的篇目，如韓愈〈進學解〉、莊子〈養生主〉、《論語》等，不熟悉的

篇目再回去閱讀文本。考古題一樣要製作錯題筆記，可將不熟悉的篇目整理在題目後面。 

取得進入複試的資格之後，接下來要面對的是試教及口試。以臺北市複試為例，自行選

擇一個版本，六冊加上選讀，約七十課，每一課最好都準備十五分鐘的教案，如果遇到試教

時間較短的，做刪減的動作會比較輕鬆。教學設計必須具有完整的架構性，包含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綜合活動，準備時要熟悉每一課的教學目標，只需要抓一個重點，國中教學要講

得清楚，如何透過你的講解讓國中生了解文本所要傳達的主旨。在備課時可以注意課文之間

的聯結，如同樣在講親情的文章，〈背影〉所闡述的父愛，〈紙船印象〉所傳達的母愛，同樣

主題的課文在引起動機以及講解中所舉的例子可以互相使用。 

文體也是可以參考的方向，如小說有〈空城記〉、〈王冕的少年時代〉、〈雨錢〉，都可以提

到小說的流變史，也可以講解小說的寫作手法、寫景技巧等。白話文的教學，我所注重的是

如何引發學生思考，可以多設計問答的題目，增加與學生的互動，PISA的閱讀歷程，五個問

題層次，從檢索訊息、廣泛理解、發展解釋、省思文本形式、省思文本內容，不同層次的問

題對學生的學習有不同的幫助，在設計時可以提醒自己有沒有兼顧。白話文所要傳達的概念，

可以多置入生活化的例子，幫助學生學習，如：在講解〈不要怕失敗〉此課時，可以分享教

師自己的學習經驗，讓學生了解每個人都有失敗的經驗，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對，可怕的不是

失敗，而是害怕失敗的心。 

文言文的部分，要注意困難字詞必須詳細解說，文言文中有許多常常出現的文言虛字，

如：之乎者也矣焉哉，不同的詞性伴隨著不同的字義。在設計教案的過程中，可以構思屬於

自己的標準流程，比方說先領讀課文，再講解生難字詞，了解文章內容之後，便開始提問使

學生思考，最後要記得進行小段落的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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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教案時，我的教學重點大多放在文意賞析，因為那是我比較擅長的部分，如何讓

文本與學生的生命產生連結，是我希望我的教學可以產生的效果。因為喜歡講臺，所以每一

次的試教，我都是很享受的，或許是這樣自然、真切的態度，讓我有較佳的表現。教具與學

習單的使用，我認為因人而異，如果效果是加分，便可以使用，我個人是只使用粉筆，有些

課文會搭配一些簡單的圖片來引起動機，像是〈背影〉便用了母親的背影圖片作為引起動機。

我認為扎實的教學內容、完整的教學架構、流暢的教學流程、穩健的台風，能夠成就完美的

教學演示。 

口試的部分，在教甄前參加了本校師培處所舉辦的教甄模擬口試以及工作坊，獲益良多。

從這兩場的經驗中，學習到了製作三折頁的要領。三折頁必須簡單俐落，重點明確，要有一

個明確的封面，以中折為佳，我的內容的排序是個人簡介、經歷、教育理念、期盼與展望、

實習歷程照片、回饋。要注意避免使用過多的抽象名詞，所有寫在上面的文字都要是你熟悉

的。教學檔案方面，因為沒有代課經驗，所以主要以實習階段和攜手計畫為檔案重點，我以

教學、導師、行政這三個大方向來呈現，主要是看圖說故事，透過代表性的圖片，呈現出我

的教學特色以及人格特質。口試的題目包羅萬象，參加工作坊獲得了一本題目集，就像準備

教檢的問答題一樣，可以針對口試題目列點整理。要記得準備一分鐘的自我介紹，呈現自己

的亮點，以及服務的熱忱，我有將為什麼要當老師的原因放入我的自我介紹，就是因為和學

生在一起的每一刻都讓我充滿感動，希望評審可以感受到我的真心。平常對於教育科目的研

讀，以及教育時事與政策的把握，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對於口試都是有相當的幫助的。 

一路走來，受到太多人的指導與幫助，這一刻終於明白〈謝天〉的真義，得之於人者太

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在這裡想要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座右銘：「不是因為存在而相信，而是因

為相信而存在」，如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所說：「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

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再回首，這段時間很辛苦卻也很美麗，因為那是羽化成蝶的必

經過程，每一次的機會都得來不易，為了不和機會擦身而過，要把握時間，每天都要正向思

考，並儲備能量，耐心等待，努力支撐，獲得勝利，願這篇文章可以給準備教甄的學弟妹們

一些幫助，下一次，豐收的果實便是屬於你們的，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