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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淚播種，必歡笑收割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3級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樂欣 

    要先考上一位正式的教師之前，有許多任務要完成，要修習教育學程、完成

實習、通過教檢，最後則是走過教甄。雖然辛苦，但是最終能夠成為一位真正老

師，是多大的喜悅啊！在這邊與大家分享。 

一、教育學程 

    每位當老師的人在大學都會修教育學程，以前在修教程的時候，其實不太了

解為什麼要修這麼多科目，但是實習期間、真正在學校系統中做事時，才了解有

些上課技巧與態度是可以應用在課堂上。 

    除此之外，教程的科目都是教檢教甄可能會出的考題，特別是教育概論與教

育哲學，若是上課有認真，之後在念書的時候就比較能理解。 

二、實習 

    實習可以開始接觸學校系統，觀察學校整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看看各處室間

是如何分工合作，辦理大型活動時學校的做法為何，這些都是在修習教程時學不

到的事情。 

    通常，實習生會接收到許多任務，有些任務或許當下你會覺得很麻煩，但這

些都是實習過程的一種體驗，每項任務背後都有它的意義，沒有完成，活動或許

就無法順利舉行。所以，接到學校給你的任務時，先別急著拒絕，一方面是學校

對你能力的肯定，一方面是學校給你學習的機會，透過完成這些活動，更加了解

學校的文化。而參加學校各種活動的時候，別忘了拍照，這些紀錄都對未來考試

有幫助。 

    實習時，也要好好跟在指導老師身邊學習，有上課或是觀課的機會都要把握。

自己上課的話，可以清楚知道教材內容該如何調整、如何掌握班級氣氛等等；觀

課的話，可以了解老師的上課架構、如何管理學生等等。對於課程有系統的了解，

對日後教甄試教有很大的幫助。 

三、教師檢定 

    教檢比較多的準備時間其實是在實習結束，有比較多完整的時間，才能夠靜

下心來好好讀書。一開始會跟讀書會夥伴在暑假期間讀書，我們會先整理要買哪

些書、要讀哪些內容，每週訂讀書進度，並且出題目給大家寫。所以暑假期間，

有把一些科目讀過一次。後來開學後，實習學校事情也比較多，大家就沒有一起

念書了。 

    之後，就利用實習的零碎時間寫線上題庫，讓自己可以熟悉題型、不要忘記

讀書內容。實習結束後，就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加緊念書，並且每天寫一回考古題。

另外，教檢會考申論題，所以也要花時間練習申論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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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讀書會 

    考取老師是一件需要毅力、耐力與團隊合作的事情，有一群讀書會的夥伴，

會比較能夠互相加油打氣、督促彼此。讀書會的成員建議 3~4 位較剛好，大家可

以一起訂定讀書計畫、一起練複試。 

    以我的讀書會為例，我們雖然不會一起約出來讀書寫題目，但是我們會一起

整理筆記，以雲端文件的方式共同編輯，將較重要的主題整理出來，其他人可以

進行補充(或是底下附上相關考古題)，以一種共筆的概念做筆記。 

    除了自己的讀書會之外，也可以跟其他讀書會做交流。每個讀書會的運作模

式不一樣，可以把其他讀書會好的部分納入自己的讀書會中，或是進行教甄的相

關討論。 

    考上老師之後，讀書會並不會就此解散，大家還要相互連絡感情，分享一下

自己的工作，持續幫彼此加油打氣，甚至是交換教案。有些時候新進老師在新學

校可能有些事情不曉得該怎麼辦，讀書會的夥伴也可以成為工作上的支柱。 

五、教甄初試 

    教檢結束之後，休息 1~2 週就要開始準備教甄了。教甄初試雖然有部分考科

跟教檢相似，但是題目更深更廣，建議各位學弟妹再把教育科目的資料拿出來複

習。另外，也要開始閱讀專書。每天一定都會覺得書讀不完，所以只能把握時間

讀書，能讀多少算多少。 

    給各位參考我的讀書規劃：早上與下午讀書、晚上寫考古題。我自己會去線

上測驗網站找考古題來寫，我覺得這對初試很有幫助，因為許多縣市的初試會拿

考古題來考，所以多做幾次題目、把錯的題目搞懂是很重要的事，每份考卷一定

要找時間檢討與訂正，從專書中找到正確答案，或是去詢問讀書會的夥伴。 

    不曉得其他科的狀況是如何，但有些縣市輔導科不是考選擇題而是手寫題，

我的手寫題練習方式是跟讀書會夥伴一起分配題目並寫出來，每個人所重視的面

向不太一樣，所以可以藉由他人寫出來的答案，來豐富自己的觀點。手寫題大家

可以去抓各類型的題目：家暴、中輟、霸凌、三級輔導等等，熟習這些題型就不

會遇到什麼太大的難題。練習時，主要是練習手寫的架構，寫出前言結論、列點、

每一項最好有子標題讓評審知道你這段想表達什麼、字大而清楚。另外，當你練

習手寫遇到瓶頸時，請給你的同學或是前輩看，大家會幫你突破盲點的。 

    另外，隨時注意一些有關教育的新聞時事或教育法規，因為考試有可能會考

到。我們無法預測各縣市今年考題會出什麼題目，所以只能讓自己吸收各種資料，

充實自己的知識才有辦法打贏教甄的第一場戰。 

六、教甄複試  

    初試考完沒多久，很快複試就要接著考了。所以要一邊準備初試一邊準備複

試，不然時間會來不及，到時候一定會手忙腳亂。以下分為教案、教具、三摺頁、

口試、試教演練、諮商演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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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案：教檢考完的幾週後，班上同學就有一起合夥寫教案，因為人數多，

所以大約 2~3 人寫 4 個單元的教案，大家再一起討論有沒有看不懂或需

要修改的地方。教案完成後，自己再配合自己的教學風格和教學方式調

整。 

（二） 教具：不同縣市對教具有不同的要求，做教具之前可以先看看簡章說明。

教案一寫完，讀書會的夥伴就開始用一星期的時間將所有教具印出來、

護貝好(可以詢問實習學校可不可以使用該校資源做教具，會比較省錢)，

之後再用零碎時間貼磁鐵(建議買強力磁鐵，所以比較貴，但是磁力強，

所以不用擔心試教到一半，教具從黑板滑落)。做教具的時候千萬不要一

個人做，找一些人一起做，並分工合作(有人將檔案印出來、有人剪、有

人護貝等等)，會比較有效率。 

（三） 三摺頁：三摺頁跟教具一樣，有些縣市不能提供三摺頁給評委，要再注

意一下。三摺頁可以使用 ppt 或 publisher 製作，多多參考學長姐或是同

學的三摺頁，放一些可以代表自己的照片，並做簡單的文字說明，讓評

委可以一目了然，也可以放上經歷介紹、教育理念、個人特質等等。透

過三摺頁，使評委認識充滿教育熱忱的你。 

（四） 口試：多收集歷年口試題目，或是去問學長姐之前有被問到什麼題目，

每次讀書會見面時可以一人花五分鐘的時間接受其他夥伴質詢，並且在

會後一起綜合整理，討論有沒有更好的說法。主要也是口齒清晰，說話

有條理，依自己的經驗好好地說出答案，該通報的東西要記得通報(中輟、

性平事件、家暴等等)。 

（五） 試教演練：跟口試一樣，每次讀書會見面時，一人花一些時間試教演練，

實際地將你要貼的教具、要寫的板書呈現出來，結束後一起討論有哪邊

不流暢需要改進，一週至少練一次，熟習試教的感覺。 

（六） 諮商演練：若你跟我一樣，之後要當輔導老師，那還會多一個諮商演練。

有些縣市的諮商會給個案，有些則使用空椅，同樣也是要參考簡章說明，

或詢問各縣市教育局。平常也是多跟讀書會夥伴練習各種個案：懷孕、

家暴、師生衝突、偷竊、霸凌、自殺、親子關係、課業壓力等等。諮商

完的輔導策略，說出你對個案的觀察，還有短中長輔導目標，並且納入

系統觀：導師、家長、教訓總輔、班上同學、社區資源、心理師、社工

師。這部分也是每練習完一個個案，就可以跟讀書會夥伴一起討論這個

個案的概念化與輔導策略應該長什麼樣子。 

    複試練習時，學長姐與讀書會夥伴，甚至是你熟識的老師，都是可以協助你

的對象。可以請他們來看你的演練與口試，畢竟是過來人，知道考試現場如何、

如何答題比較好，請他們給你一些建議，讓你在複試的時候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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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試心態 

    考試當天一定會緊張，適度的緊張是好事，但過度緊張會影響考試，我的第

一場複試我就很緊張，所以也要想辦法讓自己放鬆，大家到現場可以開始思考怎

樣能讓你比較放鬆，像我就是密我同學開始跟他說我的焦慮、環繞四周看看其他

考生在做什麼事情、假借去廁所之名先去觀察一下考試教室跟準備室，讓自己比

較穩定。 

    最重要的是，考試壓力大、心情不好，一定要找個人抱怨。考試考不好也一

定要好好調適自己的心情，你可以難過，你可以生氣，你可以討厭全世界，但是

不管你的狀態多麼地糟，一定要逼自己念書，唯有多念書初試通過的機率才會比

較大，初試沒過，你前面做再多的努力都沒用。 

    只要你有決心與努力，一定會找到一間適合自己的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