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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穩基本功──高中國文科獨招心得分享（筆試篇） 

地理暨國文學系雙主修 101級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劉濬維 

壹、 前言 

等到三月中旬考完教檢，對完答案，心中有個底後，大家多半就會投身當年的教甄戰場。

但也有許多人在這個時節會有不同計畫，也會有不少代課的機會，要如何抉擇都是各自的意

見。筆者在考完教檢之後也有去短期代課，是希望不要讓上台教學的感覺生疏；可是也是有

很多人選擇背水一戰，每天都窩在圖書館奮鬥。但無論你的安排為何，筆者的想法是：任何

的教甄場次，只要時間允許，地點適當，都要去報名、去應考。畢竟教甄有時候蠻像威力彩

的，不投就沒有希望，所以我鼓勵大家第一年就努力嘗試。我看過一些同行總擔心自己還沒

做足準備，反覆蹉跎的結果，就是錯過了時間，更錯過了機會。其實時間本來便是如此有限，

沒有人能夠說自己「已做足完全的準備」。但如果願意去試，就算沒有結果也能得到寶貴的實

戰經驗。這都是在替未來的成功鋪路。 

貳、 正文－筆試（初試）：紮穩基本功、寫題有技巧 

教師甄試的第一關，通常都是舉辦筆試來篩選進入複試的考生，這也是最殘酷的一個階

段。就以筆者參加過的高中國文科獨招為例，一場初試報名人數約在兩百到三百人左右，但

可以進入複試者通常不會超過十五人，所以要打敗各路好手真的非常不容易。筆者今年總共

考了六間初試，其中有四間進入複試，我不敢說自己準備得有多充分，但歸結而言，我想懂

得考試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看過歷屆的考古題，應該可以發現兩大趨勢：聯招多是

選擇題，且題目範圍較平均；獨招則是以申論題為主，但題型、出題範圍都是千變萬化。筆

者之前有試圖整理歷年的考古題，希望爬梳出一條脈絡，但發現真的是海底撈針。一來是因

為題型實在是太五花八門了，即便是同一課的內容也能變化出 N種的考法，或者是好幾課綜

合在一起難以歸類；再來是由於範圍實在無邊無際，除了高中課程的內容必考之外，有許多

的題目係為了考驗老師們是否具有一定的水準，故時常出現在高中課程以外，需要平常自己

涉獵文學作品或相關理論的命題。且這樣的題目並非小眾，畢竟在獨招中，各校可以藉由考

題來甄選自己想要的老師，因此時常出現令人跌破眼鏡的題目。筆者以下先就考前的準備列

出幾個方向： 

一、 努力讓自己熟悉課程內容 

雖說考題真的令人意想不到，但學生所學的內容絕對是考題的大重點，除了直接成為考

試的素材之外，也很有可能從課程中延伸。因此，如果對於課程內容不熟悉，其實在很多的

考題上都會難以掌握，畢竟是甄選老師，用課程來測試老師的教學是最直接了當的，也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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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看出一名老師是如何消化繁雜的課程內容與補充資料，轉化成具有自己風格的教材。再者，

有很大量的考題需要舉出例子，如果能將課程融會貫通，在答題時旁徵博引，很容易達到出

題者的需求。由於筆者在準備考試時還有代課，因此能讀書的時間非常零碎，所以我幾乎是

把主力放在高中四十篇核心古文上，把每一篇的內容、思想、背景、作者、賞析等等都讀到

最熟，答題起來真的比較得心應手，也有許多資料能夠輔佐我寫申論題。 

而我在讀課程內容的時候，主要還是以課本以及教師手冊為主，但由於備課用書以及教

師手冊的內容較繁雜，我會先以坊間出的「核心古文四十篇」選集作為基礎，熟透課文、作

者、題解、字詞、賞析，並背幾句經典名言，記幾個有名的作者事例，讓自己對於重點課目

有個記憶的輪廓。不過畢竟獨招多考申論題，所以能夠運用的資料豐富度就相當重要，這時

候教師手冊會是很好的參考書。筆者主要會看其中幾個部份：一是作者生平，並非死記作者

的相關身世，而是把與選文相關的資料記起來，比如作者為何寫出這樣的作品，跟他的遭遇

有何關聯等；二是時代背景，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風俗民情還有盛行的文學體裁、思想潮

流等，都會和作品有關，教師手冊也會有相關的文學、國學介紹，可以一併整理；三是深究

賞析，基本上教師手冊在這個部份都會有比較精闢的講解，會比備課用書上的更為完整，深

究鑑賞也通常是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能把一篇文章做相當深入的剖析。由於教甄很喜歡考

賞析或評論的題目，除了掌握內容之外，也可以藉此來增加自己剖析的能力。 

二、 整理實習或者代課經驗 

經驗真的是最因人而異的一個項目，每個人能累積的，真的都是一種「機緣」。既然經驗

如此可遇不可求，那我想比較重要的，應該就是把握好自己曾經有的良好經驗，要是遺忘或

無法善用，那就真的相當可惜了。在這一方面，筆試時常會考教學應用的題目，比如要你寫

出相關的教學經驗，或者如何運用課文輔導學生，甚至是直接寫教案等等。這一類的題目，

如果有實際經驗，就能作為答題時的例子，會讓概念更為具體，不是只有空泛而論。更甚者

還能將聽過的良好做法納入當中，旁徵博引，讓自己的答案更有說服力。筆者在實習階段，

有將教學以及帶班的經驗筆記起來，在考前翻閱能讓自己的思路更為清晰。總而言之，特別

的經驗會是自己的亮點，也是最能看出考生在教學應用上是否具有成效的部分，但同時也要

注意例子的合適與否。 

三、 循考古題脈絡整理重點 

雖然筆者前面有提到整理考古題的難處，但不諱言考古題還是非常重要的資料，除了考

試線索有跡可循之外，還能夠了解考試的重點為何。畢竟國學（國文）的範圍無邊無際，要

準備起來真的不是那麼簡單。所以筆者建議，還是要把近五年的考古題收集起來（可利用師

大就業大師網站、1111教職網），但因為時間有限，所以可以先把考古題瀏覽幾次，讓題目、

題型以及常考的內容印在腦海中，存有印象之後在準備上就會知道哪些地方是重點，或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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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以達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行有餘力，可以試著練習，但由於申論題多半不會有標準

答案，所以事後的檢討訂正便相當重要。我想，從錯誤中學習，除了能夠發現自己的不足，

也能夠加深印象。總而言之，在瀏覽考古題的過程中，至少要做到對常考內容的熟悉，知道

哪個部分、章節或是名詞是經常出現的。其次是要對考試的方式有印象，雖然考法無奇不有，

但考古題還是能夠幫助自己了解教甄的模式，且聯招的題型幾乎每年都差不多，以全國聯招

為例，不外乎是單選、多選、簡答、問答題等等類型，了解後也能夠先做準備。 

四、 基本功是支撐自己的關鍵 

今年參加教甄，最大的心得就是「基本功好就難不倒」。教甄題目尤其是國文科，真的可

以說是包山包海，很多題目不但無法預料，甚至臨場也無法反應出來，這時候比的是運氣，

其實也是比基本功。筆者在考初試時，有遇到自己熟悉的題目，寫起來就很順手；當然也有

讓自己錯愕到無法下筆的題目，最後只能瞎掰出一套謬論。但我深深感受到：考教甄絕對不

是那種臨時抱佛腳就能迎戰的考試，很多時候反而會透過題目聯想到自己在大學裡曾經有的

上課經驗，比如寫到賞析新詩的題目，就會想到自己在大學新詩課中，老師曾提到的批評法；

又或者題目出了某一段文字，可能是你在書店無意間瀏覽過的一本小說。總之，既然我們無

法推敲會考什麼，不如就讓自己堅信「人生沒有用不到的經歷」，累積生活經驗，多閱讀期刊

書籍增廣見聞，在必要時就能派上用場。 

在漫長的讀書時光後，重點就是如何在考試時應用出來。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抓緊考試的要點仍然相當重要。雖然考題難以分類，筆者還是就今年自己考筆試的經驗，將

試題整理如以下幾個大項： 

(一) 賞析式申論題 

這一類的題目在許多的考試都會出現，主要是考老師的閱讀理解功力，以及考驗老師的

理性思維。大多都會附原文，只是幾乎都不是課程裡的文學作品，內容較艱澀深廣。比如今

年建中考題：「就內容、寫作手法、藝術底蘊賞析新詩：羅任玲的〈雨鹿〉。」如果是自己沒

看過的作品，利用所引之原文來急中生智，不要空白，但切記無論任何作答，都得符合題目

要求，看題目著重點是哪一部分。 

(二) 比較式申論題 

這類型的題目就會跟課程內容緊密結合，多從古文四十篇(現為三十篇)出題，考的是老

師對於課程的熟悉度，且要能夠跨冊跨範圍的組織。但只要有把課程內容熟悉，這種題目是

比較好掌握的。比如成功高中考：「引迴車駕言邁一詩，從空間及時間布局，說明作者的人生

觀？分析本詩章法？並從四十篇古文中，選擇一篇與本詩觀點相反或類似者，加以比較說明」 

又如復興高中考：「試依據李斯〈諫逐客書〉一文說明您的教學重點，並以教育部四十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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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範疇，提出兩篇作品進行延伸比較。」不難看出必須熟悉各篇要旨和寫作手法，才能夠融

會貫通。不過這種題型反倒較好拿分，且幾乎每間筆試都會出相關的題目，應當好好把握。 

(三) 情意式申論題 

這是筆者最喜歡看見的題型（笑），我想也是比較會出現在國文科的考試當中。這類的題

型主要是應用在生命教育上，希望看到老師們如何利用文學作品來陶冶學生性情，以及拓展

生命價值。有時會採用教師引導學生如何解決生命困頓，如復興高中考到：「試依據〈始得西

山宴遊記〉一文，闡述您在教學過程中，將如何引導學生於困頓時尋覓自處之道。」，更甚者

會直接出一篇命題式作文，也就是說這類型的題目同時也是練文筆的題型，能讓評審看到自

己的寫作能力。只是這樣的題目雖然好發揮，對於國文老師而言寫文章應該不是難事，但還

是要避免失焦，依據問題的需求作答。如中正高中考到：「請假想自己是莊子，寫一封信勉勵

王粲，讓他能超脫生命的困頓。」這樣的題目相當創新，又能結合不同的課文，很具挑戰性。

唯注意不要天馬行空的敘寫，雖是考驗老師們的文筆，考生也必須應和題旨抒發。 

(四) 教學相關的申論題 

既然是甄選老師，各種題目免不了主要都是從教學出發，這也是教甄跟研究所入學考試

最大的不同點。這一類的題目可說是出題比例最高的一個大項，學校若是想用獨招來甄選心

目中理想的老師，想看看有沒有符合科內的教學理念，或者是創新、有效的教法，就會在這

類型的題目上著墨。且這類型的題目出題的方式最多元，可以從教法、教案、教學現場、出

考題、學習單等等面向出題，例如今年中山女中考到：「以『閱讀』為主，設計八小時的教學

活動。」就是應和其學校閱讀教學的特色；再如中正高中：「如果你是高一國文老師，要如何

出第一次段考的題目？分成幾個階段出題？又要如何避免出題的瑕疵？並試出一題單選一題

多選。」便是考驗老師能否掌握段考出題的要領。總之，這類型的題目在獨招非常多見，考

生必須要能夠把文學作品應用成教材，而不是只是當成一篇文章來看待而已，十足考驗老師

的教學與創發能力。因為這類型的題目通常比較複雜，筆者建議在寫考題時，把內容切割成

幾個面向。比如教案類的考題，可以依照教案的基本要求作答，分成引起動機、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等三個層次，在依序分類細項，如此一來，會讓答案井然有序，也能夠一目了然看

到重點，唯要注意這類型的題目寫起來非常消耗時間，但一題往往又會佔了很重的配分，在

一場筆試相當有限的時間內，一定要注意這類型題目花費的時間，可以在分配好時間後先作

答這種題型。 

(五) 時事相關的申論題 

這類型的題目主要是和熱門的教育議題、考試資訊做結合，所以考生對於時下常被討論

的教育議題應具敏銳度。近年來最常出現在考題的，莫過於十二年國教、PISA考題、學習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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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等等。這些重點名詞放入考題，並非是要考生去解釋，而是要與課程或教學做結合，所

以對於其內容還必須有一定的熟悉。比如中山女中考到：「以韓愈〈送董卲南序〉為題，出五

題 PISA形式的題目，其中一題要與情意相關，需附解。」直接考驗老師能否掌握 PISA的意

義並設計成題目；又如復興高中：「民國 103年，臺灣將進入高中免試升學的時代，學生的學

習力與班級組成素質，都將成為教學上的考驗。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請將「學習共同體」

的概念融入國文科教學，任選一課高中「現代文學」課程為主題，進行教學設計。」倘若不

明白學習共同體的涵義，基本上就無法作答。因此，在準備筆試時，也別忘了要留心時事新

聞。筆者建議平常可以看報紙的教育版，注意大標題，時常被討論的議題則想辦法吸收相關

的知識。最佳的時機應該是在實習準備教檢的階段，可以和教育相關的內容搭配，更有助於

理解和活用。在實習階段更可以和實習夥伴們相互討論，或者留意學校裡的老師常在聊的議

題為何，都有助於新知的吸收。 

以上五個類別，僅只是筆者就自己的準備和考試經驗整理出來的一個方向，但正如我在

前面提到的，教甄筆試的題目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等到真正親臨戰場時，更時常會遇到令

自己跌破眼鏡、手足無措的題目，但這些都是極為「正常」的情況。畢竟在獨招的考試，是

要選出符合該校心目中的理想老師，而非一般標準所界定的老師，每個學校的著重點都不同。

因此，筆者在這裡還是那句老話：「基本功好就難不倒」，按部就班的準備，穩扎穩打才是最

有保障的方法。 

參、 結語──筆試的提醒 

在教甄裡常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沒有過初試，不用想複試」。這句話非常真實，也很殘

酷，但初試的報名人數就是這麼多，考題就是如此艱澀，能進複試的就是如此稀少。因此筆

者後來常在思考：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才能在初試的茫茫人海中殺出重圍？如果是比誰書念得

多，那我會覺得每個考生都是有備而來（畢竟不乏碩博士生），所以我深深體會到，了解考試

方法，掌握考試技巧會是勝出的一大關鍵。筆者以前也是得到許多資深老師及學長姐的指點

迷津，因此筆者綜合各家意見，有幾點提醒想送給正在準備考試的考生們： 

一、 三點不漏：重點、亮點、切入點 

就國文科而言，報名初試的人數都從一兩百人起跳，如此龐大的人數，相信閱卷老師在

批改上也是相當費力。如何能在短時間就讓閱卷老師注意到自己寫的答案鶴立雞群，奪得高

分，重點、亮點和切入點這三個部份就需要特別留意。筆者認為重點是要能符合題目的旨意

作答，切勿天馬行空或不著邊際；亮點是要能有創新、不落窠臼的答案，辨識度高就能讓評

審留下印象，比如納入時事，或者舉實際例子等等；切入點則是由於國學範疇如此廣袤，應

找到適當的切入點，一針見血，在有限的篇幅當中就能言之有物。 

二、 分配比例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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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招一場筆試至多兩小時，有些甚至只有九十分鐘，但就必須完成五道申論題，其實非

常急迫，到最後往往只剩十分鐘能寫最後一題，因此若想要「面面俱到」，時間和比例的分配

就非常重要。筆者建議，在一開始一定要先瀏覽每一道題目，在心中計算總共幾題，一題能

用多少時間寫。再來是要依比例分配，配分重者、題目大者（如教案、學習單設計等）、所用

篇幅長者（如作文）先寫，最後再留時間給較小的題目（如賞析、名詞解釋等）。這樣一來，

能較從容完成重點題目，也比較能夠獲得分數。 

三、 不要放棄任何一題，有寫有分 

承上述，筆試的時間非常有限，但無論如何，每一題都要作答到。如果有空白未作答的

題目，不僅得不到分，也很容易影響閱卷者的觀感。既然獨招以申論題為主，也就不像選擇

題只有制式的答案，作答時務必提醒自己有寫有分，就算題目再刁鑽，用相關的概念擠出答

案都比空白來得妥當。 

雖然教師甄試是如此艱難，第一關的筆試就是一座巨大殘酷的舞台。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要對自己灌注無比的信心，不要去設想對手是誰，或者其他人有多豐沛的背景等，畢竟能夠

影響自己作答情況的還是只有自己。努力穩住基礎，多聽各方意見，掌握作答技巧，讓風雨

反生信心，我想才是在這一條艱困道路上挺立不搖、勇往直前的不二法則。和所有為教師甄

試努力的老師們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