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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將找到屬於你的位置──高中國文科獨招心得分享 

社會教育學系 101級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陳震宇 

一、前言 

教甄的戰場競爭非常激烈，能在今年考上實在非常意外，但這一路上得到許多老師、

朋友的幫助，我想更是我能順利在今年考取教職的主因。這條路非常辛苦而且漫長，不

過我想只要有足夠的決心、永不減少的熱忱，勢必可以讓自己在這條路上走得更堅定。 

分享自己的心得其實不是覺得自己的經驗多好、多厲害諸如此類，而是懷抱一種報

恩的心情，如果有人迷惘時能因為看到我的心得，稍稍確定了一點方向、更加堅定目標，

我想也是功德一件。以下就自己從實習期間到考上的這段時間向大家分享我的歷程，以

及該注意的事情。正所謂「方向對了，路就不遠了」，因此我主要分享如何針對高中國

文教甄的方向進行準備，教檢的部分因為各方資訊很多，而且認真一點讀想取得教師證

應該不成問題，故這次心得將聚焦在高中國文教甄的準備上來談。 

二、實習期間──多方嘗試、挑戰自己、完整記錄 

實習這半年，將是我們脫胎換骨的半年。因為無論到哪個學校實習，都希望所有實

習的老師們可以努力挑戰自己，將各種事情視為磨練。舉我自己當為例，在新竹高中實

習期間，我的指導老師給予了我許多意見，並且讓我嘗試多種不同教學方式。在國文的

教學上，只依靠傳統講述法我想已經無法在這個時代中競爭，因此鼓勵各位準老師們，

在這實習的期間，詢問老師的意見，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如：結合多媒體、使用 X-mind

心智圖、prezi 結合教學、討論法、合作學習等等，多嘗試多記錄，不僅可以發現各種教

學方式的優缺點，也可以讓自己在教學成長上大有收獲。 

另外，我認為累積自己的經歷是很重要的，在臺師大修教程的人其實很幸運，因為

臺師大會舉辦大小比賽提供同學挑戰自己的機會，實習期間，我就嘗試參加 PPT 設計競

賽、教案設計競賽等，有得名便能增加一項紀錄，就算沒得名也可以知道自己的缺失，

並作為一種磨練的展現，於各種面向來看都是一種訓練自己很好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實習期間，無論是教學或是行政、導師也好，我認為應該多方向老

師討教你在各領域所能想像到的問題，這時候的思考是最具臨場感的，而任何問題相信

老師們都會樂意替你解答，互相討論，這種過程其實是為了將來進入複試時，可以在口

試回答得更加具體完善，且未來在教學現場，也能更加上手。別浪費了實習期間的各種

資源，善用老師們的經驗將會是你最大的利器。 

三、實習結束──定下方向，破釜沉舟 

教育檢定考試約莫是三月初，而教甄的首波戰場最快可能四月份就會到來，這時候

準老師們將會面臨很多選擇，是要去代課呢？還是要在家裡專心讀書？還是要繼續留在

實習學校跟課？但同時還要準備教師檢定，我該怎麼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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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無論任何選擇都有它的好處，但讓自己穩定地走在那條路上，絕對比你猶

豫不決來得更加有用。我的考量是，我不希望自己因為實習結束而亂了生活步調，而且

自己容易怠惰，待在家裡就會墮落到不行，因此讓自己每天仍有足夠的時間讀書是我最

大的考量。 

考量再三，我便決定繼續留在新竹高中國文科聽課，一方面是因為我的指導老師同

時教了高二、高三兩個年段，跟完一年我可以迅速理解很多古文、白話文、新詩、古詩

的關鍵，尤其高三文本普遍偏難，有些文本如果單打獨鬥思考會花很多時間，剛實習結

束的我們能力也不一定可以處理。而且每天固定時間到校跟課，可以強迫自己有固定時

間讀書，辦公室的資源也多，沒有課時靜下心來聽音樂讀書，也是一個很安定的狀態。 

這是我自己的決定，有人可能在下學期去代課或兼課，可以在教學過程中對課文完

整理解，同時訓練上臺技巧，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每個人考量點都不盡相同，

因此，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而且迅速執行，我認為便是一個贏在起跑點的好方法。 

四、筆試──扎穩基本功 

在高中的教師甄試上，因為多採取獨招的方式辦理，各校出的考題就不盡相同，因

此，準備起來也更加沒有方向。我自己不是一個太聰明的人，文意的理解和思索也常常

卡關，再加上考完教檢之後離第一波教甄只剩下不到一個月，想要馬上考上其實非常困

難。但我認為，定下方向和目標仍然非常重要，因此，我把自己的目標放在五月底的全

國聯招和新北市聯招，這當中如果有獨招的學校，便視自己的財務狀況和精神能力來決

定要考幾所學校，原則上我是一週考一所，比較不會讓自己太過勞累，同時讓自己穩定

讀書的心情。以下再就幾個方向來談筆試的準備。 

（一）準備方向 

高中國文範圍極廣，準備不甚容易，我認為像我們這種初生之犢，能夠讓自己穩定

成長才是關鍵。因此我準備時，以部定古文三十篇的為主要方向，從朝代開始排列，由

先秦古文一直到清代，這樣準備的過程，其實也是對文學史作複習。而讀書方面則利用

廠商給的備課用書，仔細讀過備課用書上的資料，透過這些整理能迅速把課文的前因後

果弄清楚，若有困難部分，就參考教師手冊，吸收較完整的資料。至於個人對課文文意

的詳細理解，我認為可以採用心智圖的方式來同時整理兼備課，把每一課的架構用自己

的想法，在有限的版面上畫成一個心智圖，不僅可以用自己的思考釐清課文，準備過程

其實也就是在細讀文本。在三十篇心智圖完成之後，便可以開始設計每一篇課文的 15

分鐘教學內容，把每課最精彩的部分搭配自己的想法，在紙上沙盤推演。 

每天如果都讀古文三十篇，我想不論是誰都應該會有一種崩潰的感覺。因此可以搭

配其他的書籍來看。首先可以同時準備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康熙出版社有一套將論孟大

學中庸合起來為一策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每天讀一章，就可以迅速對儒家思考比較理

解，而且因為今年在考筆試時，文教幾乎是會獨佔一題約莫 15 分上下，此處如果放棄

將難以突破重圍。 

另外，推薦凌性傑與吳岱穎合著的《找一個解釋》、《更好的生活》。兩人的文筆都

很好，前者是將舊版部定古文 40 篇結合他們生命經驗，寫成一篇一篇的散文，我認為

對於在設計古文如何教學時頗有幫助。另外，每一間學校在筆試時，總會喜歡出一題新

詩鑑賞的題目，也大約占了 20 分左右，而《更好的生活》便選錄了許多大家的代表作

品，並由兩位作家一起寫出鑑賞的方法，讀過一次之後必定會對新詩的賞析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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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閱讀的書籍大概是如此，但我覺得平時的閱讀報章雜誌也很重要，可以接受許

多教育訊息或是國家政策的走向，因此可以發現，有太多的資料去要思考，故能否每天

堅持下去，就會是能否突破初試的關鍵。 

（二）考試題型 

考試的題目類型千變萬化，我認為可以分成幾個方向，提供大家在準備的過程一點

思考。 

1.小學類 

即是所謂的字音、字形、字義、成語解釋等等，這方面的題目多如牛毛，我自己遇

到的時候常常也是一鼻子灰，後來思考一下該如何準備，也許可以參照許多坊間的參考

書上面的形音義歸納，或許能在這邊得到一些分數。至於參考書籍，我認為其實都大同

小異，扎實地讀或許更為緊要。 

2.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的題目也是大海撈針，但詢問許多老師的意見後可以發現，名詞解釋在一

張試卷上不會是最大的成敗處，因此不需著墨太久；會的話就趕緊以幾句話完成作答，

不會的話就無須掛念。而且，許多名詞解釋的題目，都可以在各家版本的備課用書上找

到解答，因此我認為這方面，還是要熟讀課內相關資料，並且隨機應變。 

3、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應考初試我約莫考了十所學校，但幾乎每所學校都有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當做題目，

大家可能會認為自己對於論孟思想已經非常熟悉，但是考題出的細緻程度往往超乎想像，

因此我認為，找一家版本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詳細讀過，背下一些經典文句，並做下簡

略筆記在考前可以複習，在這過程中掌握住孔孟的思想主張，便可以以不變應萬變。 

4.古文三十篇 

這個範圍內的題目便是千變萬化。從文句的背誦、兩篇類似文章的比較、貶謫文學

的文意分析、如何在文章內設計引導學生情意教學，或是針對三十篇篇章結合作文教學，

設計單選題多選題並寫出詳解等等。能否在這方面殺出重圍，恐怕還是要回歸自己對三

十篇選文的內容熟悉程度與否，才可以在試卷紙上有系統，又有內容的答題。 

5.新詩鑑賞與文章意象分析 

這一類型的題目我認為是發揮性比較高的題目，因為通常不大有標準答案，但是評

析的好不好就要靠個人功力了。我認為凌性傑、吳岱穎合著的《更好的生活》或許可以

成為這方面的入手書。在新詩賞析上，我通常都以題目入手，從題目分析之後再去貫穿

全文，並仔細找可以多做延伸的字句，來讓整個賞析的主題扣合在一個主題內。而文章

的分析上，平時就可以上網找些賞析來看，或是一些作家和教授講解散文的文章，對這

方面的寫題應該多少有幫助。 

6.選修課程設計 

因應十二年國教的需求，許多學校對於選修課的開設也感到擔心。因此，如果可以

有設計選修課程的能力，將會是一個大大加分的優勢。在選修課程的設計上，最普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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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見的應該是「小說選讀」的選修課程，但也有學校會針對主題請你設計選修課程，

如明倫高中就請老師設計「東漢末到魏晉南北朝的文學」選修課程，也有耳聞過需要設

計「經典閱讀」課程。我曾經向國文科老師請教過這類的問題，老師們的意見是，這類

課程重點可能在於教學的設計上要能有主軸，而且在評量上要有多面向的方式來評量學

生。選修課確實是一個滿廣泛的題目，但我認為可以先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設計一

套完整的課綱跟評量方法，之後就算遇到其它類型，也可以有基本模式可以更改。 

7.作文批改與教學 

作文教學一直都是各個學校的關切重點，通常也會佔 20 分上下的分數。在這方面

的出題類型也很多樣，設計引導式作文、當場批閱作文、使用範文進行作文教學、如何

把白話文結合作文教學、結合文本設計一堂 50 分鐘的作文課等等，不勝枚舉。不諱言，

這類題目是我最害怕的類型，因為我認為要把作文教學寫得具體又能夠有亮點，是件不

容易的事情。建議各位準老師，可以在實習期間多向老師討教，並且蒐集考古題，自己

實際設計一堂作文教學課，才能更知道自己的盲點。 

筆試的題目範圍都很廣大，大家要有手寫到快斷掉，而且要買好幾枝筆和立可帶的

準備。另外，寫題目的時候，切記對準題目所問來回答，並且條列式，在答題的過程中

多引用關鍵字句，才可以讓評審在迅速閱卷的過程中，能夠多注意到你的答案。另外亦

注意時間分配，由配分較高的題目開始作答，並且每一題都要完成作答，這樣才可以讓

自己有基本分數。至於剩下的，就是看你的作答是否合評審胃口，其實這也跟運氣非常

相關，所以也要鼓勵各位老師，有時候不是你寫不好，只是沒有對到別人胃口，因此不

能氣餒，繼續戰鬥吧。 

五、試教 

在進入複試後，最重要的就是試教這個項目，不論哪個學校，試教的分數比重都是

佔最高的。在試教上，建議各位老師可以先設計好古文三十篇每一篇課文的十五分鐘教

學，而且在設計的開始，要先思考自己究竟要展現什麼特殊能力讓評審看見？太過瑣碎

的教學會讓那十五分鐘變得無用，在請國文科老師陸陸續續幫我看過好幾次試教之後，

我發現，有核心主題的教法，會是最容易被看見的教法。可以先想好一個核心問題，或

是一個重點教學目標，之後的課文延展便都繞著這個核心，並在結尾時反扣到教學目標

上，便可以讓你的十五分鐘教學聚焦。 

在試教的準備上，我認為，多練習是有幫助的，不僅可以穩定你的臺風，訓練自己

的口條，同時可以請別人幫你看，有別人看可以更清楚發現自己沒看見的盲點，在教學

上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多寶貴意見。如果可以的話，建議準老師們可以去找自己以前的老

師幫忙看試教，時間如果只剩一星期的話，至少也要練習三次，一次是自己最害怕抽到

的課文，一次是自己最有把握的課文，第三次就實際演練抽題的狀況，花二十分鐘準備

之後即上臺。這些訓練過程，都可以讓你在正式考試的時候，穩定自己的情緒，而且老

師們的意見都很寶貴，相信這麼做可以有很多收穫，並且更有要領的設計教學內容。 

三十篇古文如果設計完畢，就可以找一家出版商的六冊課本，把其它課文也都設計

一次十五分鐘的教學，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個程度，相信教職的位置一定是手到擒來，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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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口試 

在口試的部分可以分為專業口試跟一般口試，但不論是哪種口試，我覺得關鍵點就

是要展現出你自己獨到的人格特質，並且在口試過程中展現你熱情、誠懇又謙卑的態度。

我請教過校內的行政處室老師，他們表示，在一般口試上可以問的問題太多了，但通常

是要看你的反應能力好不好，而且每個問題要能夠回答一至兩分鐘，才能展現你是有在

乎這個問題的。 

如果要在這當中再分出一些方向，可以歸納成教育趨勢的看法、班級經營的想法、

行政工作的想法等三大塊，但是並不代表只有這三塊可以問，因為這方面的問題很多，

建議準老師們可以多在網路上搜集資料，或是看 PTT 上的心得文，便可以推知一二。不

過重點仍在於，展現你的獨到特色，讓他們記得你，並且想要你。 

七、總結 

這半年的過程，我考了十間初試，前面七間都是每次考每次落榜，有分數差距很大

的，也有差距只有五、六分的，這當然跟我自己準備的時間太晚起步，還有答題的技巧

跟自己知識的多寡有很大的關係。不過我認為，這方面不管怎麼樣，在自己身心能力還

可以負擔的狀況之下，有學校開缺就去考，不要放掉任何一個機會，因為你不知道哪間

學校出的題目，就是可以讓你有百分之百發揮的空間，雖然這種狀況有點現實，有點殘

忍，但只要最終可以看見自己的名字在榜單上，這會是一個值得的過程。 

我自己並不是一個非常擅長筆試的人，但是很幸運的在新北聯招跟竹北高中都過了

初試，當時已經五月底六月初了，整個高中教甄的考季即將畫下句點，但這時候我總算

考進了複試。但老天爺就是會給你很多考驗，新北聯招和竹北高中的複試時間撞期，因

此我只能做出一個選擇。考量再三，決定以竹北高中為我最後的希望，那時的心情，是

徬徨、猶豫、不安，卻也是緊張、興奮、躍躍欲試。在考前幾天，我也有感到非常沮喪

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怎樣都做不好，但是一想到自己身邊還有很多老師幫忙，家人的

期望，還有學生給的力量，就覺得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這次機會拼了。 

能夠在這個戰場上得到青睞，其實我真的是覺得非常意外，這一路上得到很多貴人

相助，我自己非常感謝。相信所有跟我一樣想在教師這條路上奉獻的人都是一樣的心情，

只要有學生，身為老師就有了意義。因此，給所有想在這條路上前進的準老師們，請好

好加油，絕對會有屬於你的位置等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