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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漫漫長路之春暖花開 

國文學系 102級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簡娉亭 

一、序言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裡獲得幸福 

而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 

今年有幸應屆在 103 年考上新北市教師甄試國中聯招，在過程當中，受到了許多貴

人的幫助，而這些幫助包括了一路上相伴的師長、還有考上學長姐們的分享，想提筆寫

下心路歷程，為的是一份傳承，希望之後有志於當老師的學弟妹，能接續這份傳承，邁

向春暖花開的旅程。 

二、實習歷程──教檢準備 

    實習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為教甄之路打下良好的基礎，所有你在實習中遇見

的師長、同學，很可能都會成為你考教甄時的貴人。身為實習老師，有許多瑣事是需要

我們去做、去承擔，但謹記這句話：「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熬

過來，你會學到很多事，未來，在教師的路途上，這些經驗將成為你寶貴的資產。 

【教檢】 

實習學校只有我一個實習生，所以校內許多事我都需要參與及幫忙，這時，讀書時

間的安排就十分重要，如果是立志考國中的學弟妹們，更是要擅於把握時間，準備教檢

的同時也是為教甄的教育科目做準備。 

下面分享我讀的書單，給未來的你們做參考： 

《陳嘉陽 教育概論》 

三本厚厚的陳嘉陽，陪伴我度過了 8 月份。由於我的實習學校 8 月的行政實習只有

半天，所以下午就是我的讀書時間，用來拯救許多在大學時期修完課程後被我忘得快一

乾二淨的教育科目。陳嘉陽的書屬於許多專書的大集合，很適合用來打基礎以及喚回以

前的記憶，若是手邊有《陳嘉陽題庫》，可搭配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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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陽筆記》 

這本《陳嘉陽筆記》是學姐傳承下來的，濃縮陳嘉陽的教育概論加上表格式的整理

與補充，讀起來非常有系統。我在實習期間幾乎都在讀《陳嘉陽筆記》，由於陳嘉陽的

概論內容描述太廣，不容易抓到考試重點，所以這本《陳嘉陽筆記》幫助我擷取考試重

點，當下也順便釐清不懂的教育觀念。 

《戴帥主題測驗》 

這本是以教心、教哲、教行……單元式編選的題庫，用來搭配《陳嘉陽筆記》，每

讀完一單元就寫，錯的題目會回頭翻專書或查陳嘉陽。選擇題最適合利用零碎時間完

成。 

《黃德祥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 

青少年的部分，我認為陳嘉陽的書著墨較少，所以又找了黃德祥的精簡版來讀。讀

了這本之後，可以補足某些年教檢考到的有關青少年生理發展的部分。 

《艾育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艾育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這本書適合教育科目基礎較好的人使用。剛開

始我本想從艾育著手準備教檢，但後來發現許多教育學派專有名詞看了都不太了解，所

以還是從陳嘉陽開始念起。念完之後，在寒假教檢衝刺期，才快速翻閱艾育做為快速複

習之用。 

《歷屆教檢考古題》 

教檢考古題是一定要做的，不只做一遍，甚至做到三遍以上都不為過。由於教檢的

題目可能一再重複，所以從 94 年開始的中等教檢題目我都拿來做，做完之後的錯誤題

目，我會把題目複製下來再加上自己上阿摩或 google 查的詳解，把每一個選項的教育學

家或教育概念都弄懂，雖然做錯誤筆記本很花時間，但真的很有效。 

三、教檢過後──教甄準備 

教甄總共分為兩大關卡，筆試與複試，而複試又包括試教與口試。在自己準備時期，

看了許多人的分享，其中又分為兩種準備方式，一種是複試與筆試雙管齊下，一種是先

準備筆試，等筆試過了之後再準備複試，兩種方式都有人上榜，而我是選擇兩者雙管齊

下。 

【筆試篇】 

雖然很多人準備筆試只著重教育科目，認為決勝負關鍵在它，但我認為專業科目與

教育科目同等重要，尤其專業科目的分數大多是一題兩分，教育科目一題一分，這代表

只要多對一題專業科目，就等於別人教育科目答對兩題的分數。教甄筆試的一兩分是你

上榜與不上榜的關鍵，所以教育科目要鞏固，專業科目也不能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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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國文 

國文專業科目可說是天馬行空地出，能讀多少就讀多少，下面分享我國文科的書單

和準備方式： 

《搶救國文大作戰》 

這本雖然是高中生準備大學學測、指考的考用書，但拿來準備教檢、教甄也很適用，

主題式的整理方式搭配這本書所附的測驗題本，使我可以有系統地複習完 

國文基礎概念並掌握基本分數。從準備教檢到教甄考試期間，這本書我至少看了兩

遍以上，第一、二遍是打基礎和複習，而在接近考期時，我則把重點擺在記憶性的部分，

例如國字注音、國學常識等，由於教甄國文考得非常細，所以看書並不能像以前準備國

文指考那樣只挑重點了解，而是連作者、年代、代表名篇、文體等都要非常熟，一點閃

失就會像我考臺北市筆試一樣，因為一題之差就與複試門票失之交臂。 

（P.S.建議在準備的時候，可加入 FB「搶救教甄國文特訓粉絲團」，有問題可直接

詢問徐弘縉老師，今年老師也出了一本《搶救國中小學教甄國語文》，有興趣的人也可

以買來作為參考。） 

《高中國文課本 六冊》 

教甄有時出題也會出到高中文言文篇章，所以我把高中國文課本拿出來詳讀文言文

的部分，有選入四十篇與三十篇核心古文的篇章更是要特別注意；至於白話文的部分，

我只有特別注意現代作家與文章中的國字注音，以略讀的方式帶過。 

《羅林 國中專業國文》 

這本書我是讀完上述書單後，拿來擴充自己的國文專業，主要也是比較著重於國學

常識的部分，內容依國學概要分為〈通論〉、〈經〉、〈史〉、〈子〉、〈集〉等章節。裡面的

內容比《搶救國文大作戰》還要艱深許多，所以我用這本書來準備教甄國文較難的國學

常識題，但這本書內容架構有點鬆散，適合用來擴充國學常識，卻不適合用來打基礎。 

《楊昕 主題式國文》 

正如許多網友的分享，這本書做完會讓你國文功力大增。以主題式的編排把國中小

教甄題目分門別類，所以可以很容易針對自己較弱的題型去下手，像我自己是國學常識

和文意的部分較弱，所以我在考前幾乎每天狂寫 100 多題，之後會發現同樣的題目會一

直重複，很適合磨練國文選擇的語感和手感。 

（P.S.這本唯一的缺點是收錄的大多是較老的選擇題，缺乏近五年的試題，較新的

題目可能收錄在《新主題式國語文解題 上＋下》，但新版兩冊的價錢幾乎是舊版的兩倍，

想買的人可依照自己的需要選擇一版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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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99－102》 

會有那麼多書單就是做了歷屆試題才深深知道自己的不足，每一年的歷屆試題有 6

－7 份，寫完一年的考古題就會發現各區之間難度差異以及方向差別很大。我的準備習

慣是整理「錯誤筆記」，每做完一份歷屆試題後，除了檢討錯誤試題外，不懂的選項也

要追根究柢，因為它有可能是明年的考題之一。而歷屆試題再以不同年份、地區以 word

排版，進考場前幾分鐘就只複習「錯誤筆記」。（如圖 1） 

 

 

圖 1 自己整理「錯誤筆記」的排版 

◎教育科目 

準備教甄教育科目很重要的一點是：考古題務必精熟！ 

在教檢過後短暫休息，接著又要繼續衝刺教育科目，由於教甄比教檢難很多，所以

除了教檢分享過的書單外，還有一些書單是為了準備教甄特地去買的，下面分享準備教

甄期間所用到的書單和準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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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陽筆記》 

教檢讀完後，為了準備教甄又重頭讀了一遍，建立教育基本架構。 

《高明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 下》 

開始接觸教甄題目後，發覺自己對於教育行政、教育統計的概念較不熟悉，所以用

這本來彌補教育行政、統計較弱的單元，尤其是這本書的教育統計，以表格方式整理，

讓我把 t-考驗、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等統計相關概念釐清。 

《高明 教育甄選 5000 題庫 下》 

由於教育科目題目同樣也是五花八門，年年有新題，所以我找了題庫來寫，這本題

庫用教心、教哲、教行等主題式編排題目，優點是主題式方式可以針對較弱的題目類型

下手，而且題目所附的詳解很清楚，可以節省許多檢討的精力，但這本題目難度略高於

教甄，心有餘力，可找來寫。 

《教育法規 》 

每年都會有 2－3 題的教育法規，而且法規的部分越考越細，所以我和同學一起在

FB 成立小社團，把考過的法規分門別類整理出來。例如：把同是屬於《教育基本法》

的法條整理出來，做重點提示，然後特別把考的重點部分用粗體字表現，順便加上考題

是出自於哪一年哪個縣市的第幾題。（如圖 2） 

 

圖 2 《教育基本法》法規整理 

《歷屆試題 99-102》 

歷屆考古題是精華中的精華，許多教甄題目是直接從考古題中照抄，所以考古題一

定要熟，考古題做完我會把題目複製下來並去阿摩找詳解，把這些資料整理成自己的葵

花寶典。不要以為做完一次考古題就可以安心上戰場，隔兩、三個禮拜重做題目仍有可

能會寫錯，所以能做幾遍就多做幾遍，考古題在教甄場上出現絕不能寫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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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試篇】 

◎試教準備 

讀書會階段 

其實早在大四下那學期，就先與同學組成讀書會準備試教，以 A4 簡單教案的方式

跑完教案，彼此互聽 15 分鐘的教學演示，當時的教案雖然比較生澀，但也讓我提前跑

了教甄試教的課文。 

大五實習完，怕筆試通過後來不及備課，於是又與在臺北的學姐、同學組成試教讀

書會，彼此討論教案與互看試教。每個人試教有不同的風格與擅長的部分，所以不同人

準備的教案不一定會適合自己，但是演示過後的討論是很重要的，隨著大家的討論，你

可以聽到對於文本詮釋或引起動機不同的看法，而通常這部份也都是自己準備教案時的

盲點所在，譬如我自己在準備〈花木蘭〉這首樂府詩時，我的動機永遠都想到老哏路

線——用迪士尼的花木蘭劇情引起動機，但與其他人討論過後就會迸出很多新想法，像

是傳統女性形象在花木蘭這首樂府詩裡是個突破，聯結到現代社會女性領袖 Lean In 的

崛起，這些都是討論過後才迸出的想法。雖然在讀書會時仍沒有辦法把所有課文都跑完

一遍，但有些相同概念或好點子也適用於其他課文的備課上。 

衝刺階段 

從初試結果放榜到複試考試的短短一週內，我把所有的課文都重新備過一遍，讓自

己安心，甚至許多之前演示過後來發覺不夠完善的課文也全部卡掉重鍊，更找了許多人

幫我聽試教，看自己還有哪些不足。在這過程當中，是我準備教甄最焦慮的一個禮拜，

許多不同的意見如雪花般紛飛而來，這時不僅要斟酌修改自己的試教與教案的漏洞，也

要準備那些未完成的教案。完成所有教案後，為了怕上臺演示的口條不夠流暢，我自己

計時十分鐘，在沒有搭配板書的情況下，把所有課文講了一遍，強大的壓力下，甚至導

致我考前一天失眠。 

新北複試當天抽到〈森林最優美的一天〉，我只有穩穩地把文章段落賞析講完，事

後回想起來，如果拿到像這樣淺顯的白話文，應該聯結其他課描寫自然的文章以展現對

教材的熟悉，這樣或許會更高分。在土城國中的那一場複試則是抽到〈陋室銘〉，全文

貫徹在「惟吾德馨」這個主軸，當天的演示我認為自己收尾有點太趕，因為只有 10 分

鐘，所以時間的掌握度需要比 15 分鐘還要精準。 

綜合意見 

1.亮點：在準備試教時，需要找出自己的亮點，譬如段落賞析、結構統整、作文教

學……，看自己擅長是哪個部分，就放大自己的優點。 

2.熟悉度：教材的熟悉度是指除了試教課文外，對六冊其他課文也能掌握。若抽到

的課文篇章，有其他課可以互相呼應的文章或文句，就可以加以補充，讓評審知道你不

只有熟這一課，而是一到六冊的教材你都可以信手拈來。 

3.教學目標：試教切記聚焦在一個教學目標就好，太多教學目標讓人不容易抓到你

的教學重點，而且有了教學目標的好處是——不易離題，講得天花亂墜也繞得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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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間掌握：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時間比例要分配得當，像我自己開始

練試教時，常常引起動機的時間太久，而壓縮到其他活動的時間，所以這是在讀書會互

相觀摩時也要注意的一部分。 

◎口試準備 

教甄檔案＋三折頁 

雖然有些人說這些資料不用準備，但依我爬到的經驗分享文，若沒有準備的話，很

可能口試題目是天馬行空地亂問，而且越問越難！ 

我的教甄檔案和三折頁在考筆試前就在讀書會夥伴的督促下完成，內容分為八大部

分：自傳、履歷、教育生涯理念期許、教育實習計畫、教學、班經、行政、研習，老實

說，這些就是大五實習資料的總整理，我的三折頁也是以教甄檔案為底本而下去做的，

比較重要的部分放在教育理念、教學、班經、行政這幾塊，附上自己的資料，除了讓考

官快速認識你，也可以從自己的資料預設幾個題目去猜題。 

模擬口試 

師大所舉辦的模擬口試是一個很好的觀摩機會，可以報名參加或觀摩，而且口試所

附的資料囊括了教學、行政、班經各式各樣不同的題型。 

我自己在複試衝刺的一週，準備方法是：自己擬幾個可能會考的題目，然後回答一

遍，之後再請資深老師、校長幫我看，他們會從我的回答內容、語氣、神態給我建議，

甚至直接針對這些口試題目提供更好的答案給我，由於教學經驗上我還是菜鳥一隻，所

以回答問題很容易漫無邊際，這些老師就會提供切合實際教學現場的處理方式。 

口試現場 

新北當天口試時，被問到的問題像是「你覺得你最大的缺點是什麼？」幸好這一題

有找老師討論過，她很明顯的指出我班級經營上的缺點就是對不同的學生設立相同的標

準，忽略了學生的差異性，所以她建議我要適度調整自己的標準設定，而像是「學生程

度不齊，身為國文老師，你要如何應對？」這題也是在考驗你是否能因材施教，對於高

低程度不同的孩子給予不同的協助。 

土城口試則是有問到新北在推的教育政策「學習共同體」，對於學習共同體我們有

什麼看法的時事題，還有關於班級經營的部分「班上有同學去廁所抽菸，你要怎麼處理？」

「如果班上有學生直接嗆你，你要怎麼辦？」 

諸如此類的口試題目都是教育現場會發生的狀況，如果有預先設想，其實在口試回

答上、未來遇到這些狀況時，處理起來也比較不會那麼慌亂，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老

師」是引導學生前進的一項職業，所以回答時請盡量表現出你的「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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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未來的老師們，我也為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我的準備方法和意見或許不是最好的，只是提供給未來有志於考教甄的你們一些參

考，希望它可以讓你們在這條道路上找到方向並且少走一些冤枉路。 

應屆考上是一件很夢幻的事，但我做到了！我相信你們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