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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歷經初試激烈的廝殺之後，通常已經頭昏腦脹，尤其是如果一個禮拜有許多場考試擠

在一起的時候，那真的是會非常耗費體力與精神。但想必大家都明白，好不容易在初試殺出

重圍，進到複試才是證明自己是否真正突出的時候，且複試將更考驗一位準老師的教學專業、

教育理念還有願意撐下去奮戰的耐心持久力。再來，如果把初試當成篩選的門檻，那麼能進

到複試的考生們，一定都具有相當的實力，至少在國文專業上達到該學校的標準。只是這樣

一來，進到複試的眾佼佼者，要如何在最後關頭脫穎而出？筆者認為，能進複試的考生在試

教上一定都有備而來，真正能勝出的要素，是如何讓評審委員發現這名教師有該校想要的「特

質」，符合他們的教學理念和未來願景，具有真正為學校帶來創新與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在

複試中，展現自己的獨特風格是非常重要的。 

貳、 複試簡介 

如果說初試是考題的多元，那複試的型態相對的比較簡單，可是在口試時還是會有千奇

百怪的題目。在獨招的複試，各個學校的做法還是不太一樣，但基本上可以分為以下兩大層

次（僅就國文科介紹）： 

一、 試教（教學演示）和教學口試 

這是在複試中比例最高的一塊，大部分的學校都會分配七成在試教，相信各位老師們一

定也不陌生，因為從大學修習的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課，一直到校外實習、半年實習，試教

一直都是準老師們的重頭戲，因此筆者也無須在此多著墨。只是各校所設定的時間不同，基

本上會在正式上台前二十分鐘抽題，有二十分鐘準備。正式試教時間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 

在試教結束之後，通常會針對試教的內容舉行口試，也就是在試教之後進行。這一部分

花費的時間也不太一樣，有些學校只有匆匆的五分鐘，主要是針對先前的試教提問；也有可

能達十分鐘，就會一起提問個人經歷和教學理念等等範疇。 

二、 行政口試 

就獨招而言，會把行政口試獨立出來，這階段的評審主要是行政上的長官如校長、主任

等。佔分比例通常會比試教少，大約三到四成，花費時間也大概只有十到十五分鐘。這個階

段主要會從行政意願、個人經歷、教育理念、班級經營、師生互動、親師溝通、進修成長等

等面向提問，最能看出一個老師的教育熱忱，以及對這份工作的期望，還有未來的發展性。 

筆者僅就自己考試經驗做整理，基本上獨招在各校還是有很大的變異，建議考生們還是



要在報考時仔細注意簡章以及相關辦法，才能掌握考試動向。畢竟在正式上場時最怕有自己

意料之外的突發狀況，先在心中沙盤推演後才能事半功倍。此外，聯招通常會把教學口試和

行政口試合併在一起，也就是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約二十分鐘），會提問所有可能的問題，

考生在試教之後，就要把狀態調整好，迎接評審的考驗。 

參、 試教經驗分享 

筆者在今年的教甄總共參加了三場獨招複試，說實在得到的經驗有限，但我就自己在這

一段時間的種種感受體會分享給大家。如前述，試教也是複試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這和一

位老師如何教學最直接相關。相信大家在大學修習教材和實習課時，一定聽過老師說：「試教

就是一場表演。」此話不假，因為在短短幾分鐘之內，要演示一個段落，得把各式各樣的絕

活使出，照應到不同面向，還必須配合你所抽到的範圍，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再者，能進

到複試的老師們都是一路過關斬將的佼佼者，筆者認為大家在試教上都有一定的水準，甚至

有些已經具有相當豐富的教學經驗。這時要如何勝出，已經不是比誰教得比較好，而是誰具

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格，具未來發展潛力的特質，還有蘊含其中的教學理念等等。因此，如

何形塑自己的教學風格便相當關鍵，筆者將於其後分享自己的經驗，以下先就我參加過的三

場複試作分享： 

一、 中山女中 

這是筆者參加的第一場複試，由於初試結果出爐到複試中間只有兩天，幾乎是來不及準

備，只能硬著頭皮上場，心中也是抱著「見見世面」的想法去應考。但第一次真的令人如坐

針氈，也覺得沒有發揮得很好。當時筆者抽到的題目為高一課文〈廉恥〉，雖然筆者在大學時

就有試教過這一篇，但內心的惶恐還是混亂了我的思緒，導致有很多的突發狀況產生。比如

忘記要看評審老師給的試教範圍，直接拿到課文就開始準備，等到上場的前一刻才發現，慶

幸自己準備的剛好是評審要的段落，不然我恐怕連上台都無法了。然後也沒有把時間分割好，

導致在引起動機花了太多時間，最後連一個教學目標都沒有辦法達成。最嚴重者在於自己還

有一個口誤，試教時沒有發現，直到進行教學口試時才被評審指出。結果短短五分鐘的口試

有一大半時間都在處理這個口誤，筆者準備的資料幾乎都沒有被提到，想當然爾結果就只有

「殘念」二字。不過中山女中作為首發，其實還是獲得了不少寶貴經驗，起碼告訴自己要注

意細節的處理。 

二、 成功高中 

這場可以說是三場之中的硬仗，應考前筆者看到簡章上標註試教範圍為「高中國文相關

範圍」，心想應該是指跨冊跨版本的選文，但時間也相當急迫，所以我只能就成功高中所選的

教科書版本準備（主要還是在重點課目如：核心古文四十篇）。但到了現場才發現，該校是從

經史子集的文章中任意選出試教考題，也就是不在課本選文的範疇中。所以要在二十分鐘之



內先掌握一篇自己可能沒看過的文章，再設計教學，其實是非常非常艱鉅的任務，也讓人跌

破眼鏡。不過好不容易進了複試，當然不能輕言放棄，再怎麼樣也要能夠讓自己上台。由於

我的序號比較後面，有許多老師考完之後分享他們抽到的題目，當中不乏情節複雜的小說，

更有寓意深遠的《莊子》，當下根本無法預料自己會抽到什麼。雖然難免惶恐，但我告訴自己：

「既然是大家都無法準備的情況，那我也許就有機會了。」換個角度想，自己的心態也輕鬆

了些。後來我抽到酈道元的〈水經˙江水注〉，能讓我發揮雙主修的地理專長，用圖像法教學，

自己感覺蠻不錯的，也有得到評審的讚賞。雖然最後還是沒有錄取成功高中，但我覺得這次

經驗是學到最多的一次，因為評審老師問了我許多關於自己地理和國文兩大專長結合的想法，

也就是在這樣的碰觸下，我也有所啟發，上了寶貴的一課。總而言之，就算是複試，獨招還

是能變化出像這樣的考法，也考驗老師的真才實學和臨場反應。 

三、 中正高中 

其實複試考到第三場，真的會有種欲振無力的感覺。難熬的或許不是時間和體力的耗損，

而是心中那座魔山的籠罩，會對自己越來越沒有自信，也會不斷懷疑起自己。但我真的要好

好鼓勵還在這條路上的優秀老師們，你們已經在路上了，就會有走到終點的那天，所以千萬

不要放棄。在中正高中的複試，其實最打擊我的同時，也是我燃起最強鬥志的時候。中正高

中試教的範圍有明確寫出哪個版本，第幾冊到第幾冊等，但由於時間還是非常緊迫，所以我

幾乎只有準備文言文的部分，心裡還存著僥倖心態，想說應該只會出文言文吧！結果沒想到

我竟然真的抽到了白話文，還是一篇日本小說－芥川龍之介的〈竹藪中〉。面對我毫無準備的

一篇課文，且我自己在學時也沒有上過這一課，所以當我看到題目時，差點沒有暈過去，想

說這是老天爺的玩笑嗎？在準備室時，原先我是相當絕望的，心中也不斷重播前兩次失敗的

經驗，但突然有個聲音告訴自己：「怎麼能放棄？多少人想搶的機會我怎麼能白白浪費掉？」

就在這樣的信念下，我開始快速記憶起大學修教材教法課時老師的叮嚀：「找到你的強項」、「設

計板書」、「讓評審注意你」、「記得加上作文教學」等等。於是我快速地把課文瀏覽過，找出

自己最能夠發揮的段落，訂定一個較容易達成的教學目標，並佐以圖像教學、作文提點等，

雖稱不上完美，但也著實讓我完成了十五分鐘的演示，而且是三場中表現最完整的一次。更

神奇的，是我真的錄取了！ 

這場複試讓我知道自己其實有多麼幸運，雖然抽到的不是自己準備好或擅長的篇目，但

就是這樣才能越自己愈挫愈勇，發現自己的潛能，並且急中生智。因此，我深刻體會到，黎

明之前最是黑暗，唯有不放棄，堅信自己能夠達成夢想，就真的能實現。總之，無論在試教

抽到什麼課目，都不要忘記放大自己的長處，突出自己的亮點，讓自己能在眾佼佼者之中被

評審老師注意，願意聚焦在自己身上，那就離成功不遠了。 

肆、 教學口試經驗分享 

一般而言，教學口試都會在試教結束之後進行，時間也不長，基本上十分鐘之內就會結



束。這部分頗有檢討前面試教的意味，通常評審老師也會就試教的內容提問，所以抽到什麼

題目的影響就很大。筆者在中山女中場次由於試教出現了小口誤，結果在口試時評審老師就

針對這個口誤討論了一陣子，我也才發現自己犯了這個錯誤。但可惜的是，口試的寶貴時間

就耗費在這上面，導致個人的經歷、專長、教學理念等就只有被淺淺的提起，效果不彰。所

以在試教時還是要特別提防口誤的情況，對於不確定的內容還是要避免，否則很容易被察覺；

但萬一真的出現了口誤，也不要強辯，大方承認自己嘴滑都比強詞奪理好。 

第二次在成功高中的經驗，筆者就特別留意說辭的部分，所以試教大致就平順度過，在

口試時就比較能就自己的特長發揮。加上我抽到的題目是可以結合自己的地理和國文兩大主

修專長，評審對這方面也有濃厚的興趣，問了不少我在這個部份的想法，比如怎麼樣把兩者

結合在教學上，或者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課程設計等，我也比較能夠在自己的特長上著墨，算

是三場之中最能讓我發揮的一場。不過還是發生了一個窘況，就是筆者在試教時引了易經當

做例子，沒想到評審老師在提問時就問了我相關的概念，但其實我自己對其內容並不是相當

熟稔，所以就無從回答起，是一個蠻不好的狀況。不過評審老師也順便提醒了我：「學生尤其

是反應快的男孩子們，如果對老師所提的內容感興趣，就會追問下去。因此要特別注意自己

所補充的教材。」這也的確是日後在實際教學現場必須要留心的地方，透過這次的複試讓我

上了寶貴的一課。總而言之，在準備試教的內容時，一定要謹慎處理自己所使用的教材，避

免自己不熟悉的，還是要以自己能掌握的為主，畢竟自己能夠教得平順而不投機還是比較要

緊。 

最後一次經驗來到中正高中，又是相當不同的際遇。首先是評審有五位之多，所以在教

學口試上，時間是非常緊湊的，每個評審都是接連著拋出問題，所以我也比較少能夠作自我

產銷。但除了試教內容的提問，評審還是有就個人資料結合前面的試教來提問，比如：「你有

得文學獎的經驗，那可不可以請你談談，要如何藉由這一篇課文來引導學生寫作投稿？」所

以在各個問題之中，還是要從自己的強項和特質作為切入點，才能夠讓評審留下與眾不同的

印象。這個場次有另一個比較特別之處是，有一位評審直接要你從五道題中抽一題現場回答

（和試教內容無關），在短時間內要立即反應也是相當大的挑戰，考驗自己的基本功，也檢驗

當場的思維邏輯。 

總而言之，教學口試是和試教密不可分的，在演示時所呈現的內容，都可能成為口試的

內容，所以為了使口試順利，試教還是得謹慎設計、從容表現、找到亮點，把自己最有把握、

最能發揮的內容端上桌，才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伍、 行政口試經驗分享 

和教學口試比較起來，行政口試會遇到的問題就比較好掌握了。但筆者的意思並非是好

回答，而是比較能夠找到方向，如何回答還是要有技巧，而且還是有可以事先準備的資料。

就筆者的經驗歸納，行政口試主要可以分為幾個範疇： 

一、 行政熱忱 



這一個部份幾乎是每次都會被提問的，原因無他，就是學校很缺有行政意願的老師，畢

竟行政工作極其繁瑣，所以有許多新進老師都會被問到是否能接行政工作？在這個部份要展

現的就是自己的意願以及熱忱，畢竟初出茅廬的老師們能擁有最多的就是對教育的熱情，還

有年輕活力，在回答時展現自己的積極、肯學習的態度，我想就是評審最樂見的。這個範疇

除了會問到自己接行政的意願之外，也可能會深入的問下去，比如筆者就遇到有評審要求提

出「實際」而「具體」的做法，但對於毫無經驗的應屆生而言，空泛而論或虛想是很危險的，

於是我就把實習時得到的行政經驗拿出來，慶幸我實習是待在學務處，確有不少具體做法可

以引用。不過筆者也有遇到直接點明我毫無經驗，要如何接行政工作的問題，這也的確無從

否認，但我想展現出一顆願意學習、希望透過自己力量讓學校越來越好的心才能越過毫無經

驗的障礙。 

二、 班級經營 

這個部份也是行政口試的大重點，由於教學部分比較難提到，在行政口試時就必須好好

利用。最常被問的就是帶班的方式、教育理念、還有如何與學生相處等等。不過筆者在三場

中都有被問到關於實際的學生問題處理，像是如何讓學生在課業和社團中取得平衡、學生談

戀愛（班對）的處理、學生上課吃東西等等的問題，有大有小，代表了身為一名導師，將來

也是會碰到不少考驗。所以大家在準備時也可以先想現在學生比較會遇到的生活問題為何？

再反問自己如果是導師應當如何處理。此外，我想親師溝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筆者就有

聽到其他考生被問到這一部分，只是在我的三場經驗中都沒有遇到。 

三、 資歷與個人相關 

無論是教學或是行政的口試，個人相關的資歷多半都會是讓評審切入提問的部分，每個

人能夠端出的法寶都不同，就看你在實習或代理階段累積了多少，學到了什麼。筆者在此要

先提醒大家，雖然個人檔案和三折頁相當重要，但畢竟評審是當天當場才能夠看到，因此在

填寫各校報名表時就要特別注意，如果有需要附簡歷或自傳的時候，務必要把自己的特長、

特殊經歷、得獎記錄等等寫進去，評審事先能夠看到，就比較能夠聚焦在自己的特長上，也

比較好發揮。 

就一個應屆考生而言，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資歷不足，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也可以

說是口試時，應屆生最棘手的提問。筆者的三場經驗中，或多或少都有被提到這一類的問題，

有評審直接點出這個事實，也有請問我該如何補救的。只是這方面真的相當困難，因為再怎

麼打包票也難以抵擋別的考生可能已經有多年實際的教學經驗。只是千萬別忘了，就算是剛

實習完的應屆生，也還是有別人難以匹敵的優勢：年輕、熱情、肯學習。所以盡量展現自己

的積極態度，還有謙卑肯學的特質，還是能打動評審的心。筆者就是這樣，在每一次口試都

把自己的熱忱發揮到一百五十分，並懷抱著對教育工作的美麗憧憬，想像在台上教書、與學

生互動的那份成就感與自我實現的渴望，再怎麼缺乏經歷也還是能說服對方。 



陸、 結論：複試的提醒 

筆者提了這麼多，都還是我自己得出的經驗，真正每個人會碰到的還是大相逕庭，不到

戰場是不見分曉的。但有前人的經驗分享，還是能夠幫自己指引一個方向，以下分三個層面

給大家一些小叮嚀，希望大家在未來的教師甄試都能夠心想事成，取得好成績： 

一、 試教 

(一)上台切記「慢、穩、順」 ，畢竟實際教學是教學生而非底下的老師。 

(二)時間非常有限，記得切入重點。 

(三)注意板書的分配還有圖示的畫法。 

(四)找到特色幫自己加分。 

(五)想辦法吸引評審，留意師生互動。  

(六)回顧教學目標、課程總結、並預告下次課程。 

二、 教學口試 

(一)評審大多順著試教內容提問。  

(二)表現自己在教學上的特色以及教學長才。  

(三)準備特別的教學法實例，讓評審留下印象。 

(四)因應評審的要求，勿空泛而論。 

(五)誠實作答，不要捏造事實。 

三、 行政口試 

(一)多舉例、具體而論，會比空泛的講教育理論好。  

(二)展現最大的誠意和熱情，告訴評審自己熱愛這份工作。  

(三)展現自己願意學習的低姿態。 

(四)保持笑容、注意儀態。 

(五)熟記幾項自己喜愛的教育理念，適時可以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