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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正式教師是平日的累積 

音樂所 101級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高振剛 

一、從小對教學展現熱情 

自幼即是音樂科班出生的我，小學三年級轉學考進秀山國小音樂班（據我所

知，三年級才有音樂班），之後考上師大附中國中部，並直升師大附中高中部。

那時候的我很天真地認為：「既然讀附中就要念師大啊！」因此大學入學考師大

和北藝大同為作曲組榜首，最後選擇了就讀師大音樂系，後又繼續就讀師大音樂

研究所，算算在附中和在師大的日子一樣都是六年，反而多於在國小的日子。 

由於一路上走來遇到許多不錯的老師，也讓我從小就立志要教學。還記得於

高中時期曾有老師對我說：「眼光要放遠一點，不要只當老師，要當教授。」那

時候的我其實還搞不懂二者的差別。 

二、教育學程 

 到了大二，大部份的同學都想修習教育學程，每個人的理由卻不盡相同，其

實那時候的我很單純的以為：「教育學程對將來教學會有用。」但並未考慮未來

一定要教國高中。而也確實從教育學程當中學習到很多有趣的理論與實務。 

其中，由潘宇文老師於我大二「音樂基礎訓練 D 組」課程，以及吳舜文老

師於我大四「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課程對我獲益良多，從中發現音樂可以從

那麼多不同的角度去教學，一反我小時候音樂班的求學經驗──制式化地強調以

背誦為主的認知層面。然而，大四過後卻未曾考慮要實習，反而繼續攻讀研究所。 

三、學生時代的教學經驗 

大學二年級開始於音樂教室教授音樂理論相關之課程，以小規模班級或個別

課為主；到了碩士，開始於新北市與基隆市國高中小之音樂班擔任外聘教師，同

樣是教授音樂理論相關之課程，但轉為班級授課，並擔任音樂學院院長助理，協

助於大學部音樂系之音樂史與音樂基礎訓練課程。這些教學經驗，成為我後來考

上正式教師很關鍵的因素之一。 

四、五峰國中服役 

 碩士畢業後，不知為何沒有很積極地報名博士班入學考，或許是因為大部分

的同學也有別的規劃，例如出國、返家，或開始實習。因此我開始服役，後來因

為體重而轉為替代役，也順利地進入新北市五峰國中擔任春暉教育役男，和學務

處的教職員學習許多事情，例如尿篩、做教具、護背、導護、看返校打掃、輔導

學生等等。原先想要準備公費留考，卻因為晚上已疲累不堪，以致產生退役前的

惶恐，不知下一步可作什麼，進而決定：「去實習吧，至少有一件事情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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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和國中實習 

 選擇離家近卻沒音樂班的新北市立福和國中實習，行政處室於衛生組。福和

是著名的大校，一個年級有廿五班，沒想到活動真的是一籮筐，但也因為有十六

位實習老師，大家一起完成了許多活動，例如寒假彩繪廁所、開學典禮打鼓、中

午廣播好讀週報摘要、休業式典禮大合唱。 

此外，在這邊遇到影響我很多的音樂實習指導老師陳明俐老師，她溫和卻堅

持原則的態度令我獲益匪淺；以及導師實習指導老師呂廷威老師，他是生物老師，

也是一位很謙遜的老師，對我超客氣，讓我有時候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但也代

表他把我當作一位老師；還有很多組長、老師的照顧與教導，讓我們這些實習老

師雖然忙碌，卻累積了日後不少的實力。 

另外我們也組了讀書會，一週約一、兩次討論題目或分享內容，但是基本上

都是利用下班或假日才有時間讀書，十六位實習老師於第一年也全數通過教師檢

定。後來有九位第一年就考上正式教師了，可見福和所培養的實力。 

六、中正高中代理 

 不幸的是，我第一年正式教師的教師甄試落榜了，音樂科常常是幾百位考生

中取一位，而且最後其實常常是在比教育科目，需要 90 分以上才有勝算；幸運

的是考上臺北市立中正高中代理教師，不過代理考試就容易許多了，考生沒有那

麼多，雖然我在桃園高中代理考試也曾落榜。 

中正高中在音樂班平均排名僅次於附中，學科排名也算不錯，因此我很高興

進入一所那麼優質的學校。雖然我的辦公室是在音樂班，上學期卻完全沒有音樂

班的課，而是帶高一、二普通班音樂課，以及擔任合唱社團指導老師；到下學期

由於原先的音樂班導師請育嬰假，我認為音樂班當然由音樂老師擔任導師最合適，

因此自告奮勇擔任兩個多月左右的代理導師，也因此比上學期多了許多音樂班的

課程，以更親近代理導師班學生，另外也幫忙高三普通班的藝術生活的代課。交

接的時候，我超像是再次導師實習，並帶領學生辦理實習音樂會。這短短的兩個

多月，雖然沒有帶得非常出色，因為學生知道我是代理，且沒有導師經驗，比較

把我當大哥哥看吧，但也非常感謝此班以及原本導師給我的鼓勵，與辦公室其他

同仁的協助與支持，讓我學習到很多。 

七、南門國中考試 

 代理那一年老實說沒有什麼心力念書，一方面回家累要備很多課，二方面自

己意志不堅，本打算繼續在中正高中代理，教務主任說我如果有正式缺還是可以

去考，就這樣我看到南門國中開獨招缺就立即報名，但是它考的項目超級怪異，

視唱、聽寫、樂理，不同於一般教師甄試，它考的全部都是音樂班的專門課程，

雖然我有教學經驗，但亦覺範圍未免太大，這種感覺就像是告訴你範圍是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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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社會這樣。初試和複試記得沒差幾天，初試就像考大學的樂理一樣，20

題音樂常識的選擇題，以及背面四題手寫和聲，和聲是我的強項，因此進了複試，

卻發現進複試的八位我認識了四位，全部都是音樂理論高手，更令人感到刺激了。

複試前我花了一整天練試教，以及將去年的資料修改、印出來、一頁一頁裝到資

料夾裡，緊張的不得了，因為覺得：「這個缺好適合我這種教育科目不強的人，

錯過了怎麼辦呀！」後來上了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我抽到一號，感覺不是一個

很有優勢的序號，雖然大家後來祝賀我是眾望所歸。 

八、國中 vs. 高中之筆試 

 國高中考試大不同，原因是因為國中通常是聯招，高中通常是獨招。國中聯

招考的是教育與音樂選擇題，高中獨招考的是五花八門，題型一般是教案、課綱

（高中跟高職的課綱又不相同）、課程，或活動規劃之申論題，也有可能會有樂

理、樂曲分析、名詞解釋、創作或選擇題，通常會切合該校需要的人才。如果高

中是聯招也有可能會考教育科目選擇題。 

總之選擇題要有錯誤與正確筆記，務必把每個選項弄懂；申論題要試著有邏

輯、條列式的書寫。例如我曾經寫過一個我有經驗的題目，卻寫得很雜亂：以四

至六週規劃英語歌唱比賽。 

九、試教 

音樂科一定要在試教時間內展現至少三種技能，例如：欣賞、歌唱、直笛、

樂理、彈琴，如果能用同樣的樂曲串起這些技能會更佳。是故，不宜教完整首樂

曲，而應採目標取向，例如：上次唱過主歌，現在我們要學副歌。唱歌時最好順

便展現鋼琴演奏能力。 

我常常會欣賞或樂理講太多，因此我會把歌唱或直笛放在一開始教學的內容，

並且記得不是要教多，而是要教清楚，並隨時假設學生的反應，適時做一點班級

經營或以不同方式練習，例如男生唱第一行、女生唱第二行，全班唱第三行之類

的。 

另外我喜歡用的一招是，「覺得是 A 的舉手，覺得 B 的舉手，沒有舉手的舉

手」，以增加互動。 

十、口試 

自介是唯一比較能事先準備的，記得附上三摺頁，由日期近的寫到日期遠的，

並且照片多於文字，又教學檔案不用太多頁。若是獨招務必上網查詢該校該科的

特色，例如有無音樂性社團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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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評審只是要看臨場反應，我記得有一次某正式教師的口試最後一題為：

「我們學校是高職，音樂課需要有趣，請講一個有趣的音樂故事。」我當下愣了

一下，然後說：「我暫時沒想到。」評審竟說：「沒關係我們還有一分鐘。」後來

得知我認識的考生似乎都有被問到這題。 

另外，我考南門問的題目都很一針見血，例如對南門音樂班的瞭解、要如何

輔導音樂班學生升學、導師和組長比較喜歡擔任哪一個、若當組長可以當幾年、

女生對你表達愛意要如何處理、校外教學如何進行、說兩個我們用你的理由，我

遇到這些問題真是嚇死了，卻還是故作鎮定與微笑。 

十一、回顧與未來 

 雖然第一年是代理教師，但感覺一切接得很順利：在考代理前因加入合唱團，

而該校剛好需要合唱團老師，因而錄取，也正因為有在高中音樂班的代理導師經

驗，於南門國中教甄時也大大的加分；另外自大二所累積的種種音樂專業科目教

學經驗，也對於此次教甄大有助益。也常常感謝在我教學過程中，曾幫助、鼓勵

我的每一位師生、家人與朋友。 

常認為待在什麼學校就代表是一種緣分，去年沒有考上正式教師可能是因為

成為正式教師前，我還必須具有帶過音樂班的經驗；而此次錄取正式教師，或許

是希望我能為音樂班教學帶來不一樣的東西，我也如此期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