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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能打動自己的教師 

國文學系 101級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陳楷瑾 

 
本來並不打算要分享教甄經驗的，名次也不高，也尚有可加強之處。但陸續

和一些人聊過後，發現自己那種不見得苦到底，然回首起來也確實做了不少努力

的歷程，的確讓自己進步不少。故趁著剛考完，仍有許多心得時，給大家做參考。 

一、 個人特質分析 

（一）優勢：思考快速流暢，往往只須簡案，不用逐字稿，上臺自然能隨興發揮。

常鑽研反省教學設計，對閱讀素養、提問教學、分組合作學習頗有心得。 

（二）劣勢：筆試分數難以提高，常常就只是運氣好、低空飛過門檻進複試。行

政與導師經驗不足，僅擔任過一年協助行政，且表現不夠積極，偏打雜小妹。 造

成口試回答時，常思考格局不夠寬廣，遇到刁鑽的危機狀況處理題，易被問倒。 

二、筆試篇 

經驗： 

2013 新北市高中聯招   入複試（竹圍高中） 

   新竹縣國中聯招    入複試 

   新竹市國中聯招    入複試 

2014 新北市十七校自辦聯招入複試（雙溪高中國中部） 

2015 新北市國中聯招入複試錄取 

新北市十校自辦聯招 入複試（金山高中國中部）（與分發日相撞，未考） 

關於筆試，實習教師版或者師大教師甄選經驗分享，皆有非常詳細完備的準

備方向、推薦書單。我唯一能給的建議是：能每天碰一點，就每天碰一點，就算

不是刻苦準備，長時間累積下來，亦有一定成果。和其他有了家室、艱苦準備考

試的考生比起來，我這種吃家裡用家裡、暫無經濟壓力的人，最大的優勢是擁有

相當充裕的讀書時間。即便平日下班沒有力氣心神，周末兩日也能擠出不少時間。

每年考教甄的考生雖多，然踏踏實實花費一整年準備的，其實少之又少。比起最

後三個月拚命苦練教育科目考古題，不如一周一兩回考古題，少量、徹底地把所

有選項作檢討，並間接釐清自己的弱項，趁著時間還算不急迫時，一月一本專書，

慢慢閱讀、認真地把重點筆記起來。（不見得要整理成一疊筆記，也可準備專門

用來筆記用的考用書，把專書提及的細節觀念用便利貼附加在上頭） 

  

https://www.ptt.cc/bbs/studyteacher/index.html
http://tecs.otecs.ntnu.edu.tw/ntnutecs/tw/pageContent.php?id=301&t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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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部分，我特別推薦把高中的參考書找回來。每次做指考模擬題時，

我都認真地覺得，若是高中時代的我去考教甄，恐怕國文專業科目能拿滿分吧！

在第一年受挫後，就以國中為單一方向，沒再去考高中教甄了。可是從之前到現

在，國文科目考最好的，仍然是誤以為自己尚可應付高中教甄的頭一年。那時做

的筆記之詳細、抄寫之認真，下的功夫確確實實反映在成績上頭。建議即使是以

國中為主力方向，老師們仍要認真研讀高中教材，才有機會博取高分。 

三、試教篇 

建議： 

1. 親自設計每一課教案，且能年年更新就年年更新。 

2. 找三類人看試教：資深同科教師、資深的不同科教師、近期考上的教師。 

3. 多準備各種長度的教案，或在教案上標記如何延長或縮短。 

4. 教具不要多，但一定要有。強者能一根粉筆走天下，不代表你也是強者。 

拜新手運所賜，第一年我入了三場複試，也等同培訓自己的教案設計能力。

準備教檢同時，我和師大同學共組高中教甄讀書會，分享各自簡案。然而，每個

人設計的簡案，都是貼合個人特質，勉強用他人的教案，不見得表現得好。於是，

趕在考前，我硬是把其他教案給完成，然後一有空就回師大找空教室練習。爾後

的兩次國中聯招也是勉力完成各課教案，然而，因為是新手，教案設計常有失誤，

比如因喜歡賞析，就講得過細過深，未考量到學生能力，及是否為教材的關鍵重

點。也不懂得適時展現教學設計的多元，班級經營與互動，使得教學變得單調乏

味。於是，建議一定要年年更新，省思教案問題、更新時事趣味梗、活潑教學設

計，以及重新設計板書。 

有些人是一套教學模式走天下，好處是若能夠把：「班級經營、引起動機、

正向增強、作文教學、情意互動、連結舊課文、複習文體特色」都做到，的確是

套萬用法則。且熟悉後，腦袋身體都記得步驟，不易慌張。但我私心認為，每一

課都有每一課的特點，心智圖或者表格統整再怎樣好用，總有個極限。所以我會

根據各課的性質、熟悉度、適合自己的亮點，設計不同的教案。然設計久了，也

有幾套常用模組啦，比如說魚骨圖、人物特質分析、ＸＹ軸心情／氣勢／戲劇張

力量表、階梯圖表，尤其是我初期很不會用顏色分配板書層次，所以老是靠著圖

表遮掩短處。而形式相同，著重的要點卻不一，比如同樣是表格分析，侯文詠〈蠍

子文化〉會放在司機與蠍子兩個故事的寓言意涵，一個著重的是假理性（看似合

理卻反而造就交通堵塞的惡性循環），一個是已經無理性的失控（且害人害己）

了；崔瑗〈座右銘〉則以表格分析各格言中，可控與不可控的因素，來得出第二

段之所以言「惟仁為紀綱」，正是因為世譽、謗議不能為自己控制，只能盡己之

謂忠，忠於本心，才能不慕世俗名譽，不為毀謗議論所傷。皆是心智圖，《戰國

策》的〈鄒忌諷齊王納諫〉，重點只放在規勸成功之因（類比推理、自曝其短見

其忠、反覆再三，強調危機、未批評怪罪）；黃永武〈管好舌頭〉，另外作全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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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分析（前提、正反例子、結論）。同是ＸＹ軸圖表，席慕蓉〈一棵開花的樹〉，

重點放在從盼望、希望、失望的心情轉折；蒲松齡的〈大鼠〉，則是貓與老鼠展

現出的氣勢比較折線圖（開高走低 VS 開低走高）；《列異傳》的〈定伯賣鬼〉則

是戲劇張力的曲線圖。也許模式雷同，維持教案設計的柔軟度與彈性仍是非常重

要的。 

  交代作業時，我喜歡讓學生寫兩百字的短文於聯絡簿札記上。短文往往結

合了情意與作文教學，譬如說席慕蓉〈一棵開花的樹〉，會融入時事，舉情殺案

或者分手自殘案例，要求學生化身為諮商師，告訴感情挫敗的主角，即便遭到忽

視、遭到拒絕，你依舊是非常有價值，不要隨意貶低自己，更別以暴力發洩。宋

晶宜的〈雅量〉，則是要求學生以轉換視角的方式，從購買布料的朋友角度重述

整個例子，並著重於為了默不作聲地收起布料，還有那句不是、也不是、更不是

的句子，其實闡述了何等的情緒。王溢嘉的〈音樂家與職籃巨星〉，則是試以喬

丹母親的立場，訴說到底該鼓勵兒子堅持下去，又或者放棄改換志向？也有些課

文不太適宜角色扮演。比如徐仁修〈森林中最優美的一天〉，我會剖析「五月相

思」一節的「總－分－細節」手法（香氣──金銀花、山花梔──苦中帶甘的童

年、金星銀星），要求學生模仿結構書寫。或者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則是

分析散步路徑的遠景、中景、近景，要學生以早晨的操場、淡水夕照為題，完成

寫景短文。這樣以教學為鷹架，搭配實務操練，更能顯現教學設計的能力。 

  然而，自己認為優秀、有創意的教學，有時並不見得切中要點。又或者流

於零碎龐雜，於是，他人的觀看建議就非常重要。我從去年八月起，就與師大的

學姐組成了讀書會（後來加入另一位教師，成了三人讀書會），固定於周日下午，

每回兩課，定期練習。以我自己來說，常太過重視創意、獨特的切入點，忘卻基

本功的重要性，而他人的提醒日積月累後，也會正視起來、加以改正。且給予他

人回饋時，也亦某種提醒，你會介意某段詩文未講解就當作先備知識朗誦，可見

評審也會對此感到陌生而認定不妥。某處重點未深入細講便草草帶過，日後處理

時，也得多留意。覺得引起動機所用的電影過時或學生不定接觸過，也得重新檢

討自己的教具或例子是否有同等問題。發現對方的版書設計可再改良，協助修正

時，也不知不覺增進自己的能力。用心給回饋，受益的，其實是自己。 

  組讀書會的好處，是長時間、有持續性地準備。可是彼此看久了，觀察力

也會鈍掉，太重視教學內容本身、版書規劃，一些細節，比如說有無多餘的肢體

小動作、冗言贅字、視線有無環顧全場、音量的起伏、聲情魅力，就漸漸疏忽，

疏於提點了。於是，考前一定要給其他老師再看試教。且建議最起碼要找資深的

同科老師，資深老師的功底強，重視的是整體架勢與聲調臺風，不太會在細節上

和你多囉嗦，且他們往往也是看試教的評審委員。而其他科老師，則會提點你在

舉例和用詞是否符合學生經驗（同是國文科，大家說話容易都文謅謅的），整體

結構是否符合「過去－現在－未來」框架（複習－當前的教學目標－後來的預習

作業）。剛考上的新進教師，則能協助你找出自身的特長，和提醒你易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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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細節。但我覺得，找老師幫忙看試教，還有一項作業要做，就是觀察這些正式

老師的特質，為什麼他們會被錄取，有什麼共通點？我第一年時，透過已是正式

老師的親戚關係，找到了多名老師幫忙。爾後一兩年，也陸續拜託應屆考上的朋

友和學妹給意見，和請求代理學校同辦公室的老師予以指教。從他們身上，我看

到了幫助他人不計回報的慷慨、正向鼓勵的能量，那是我該學的，自然輕巧、不

顯勉強造作的加油打氣技巧，相信他人潛能的渲染力，挖掘對方優點讚美的親切。

正因他們相信我可以的，我也願意相信自己。 

  最後，還有兩項小提醒，一是一定要準備延長或縮短的各種教案版本。今

年考新北市教甄時，為了把眾多十五分鐘教案改成十分鐘，我大概花了整整兩周

完成這艱鉅任務，到考前最後一晚還在熬夜將簡案黏在課本上（千萬不要學！）

唯一慶幸的是一年讀書會下來，教案越寫越順，生產速度比起前兩年快速許多，

且新北市只要求自選版本，各年級下學期，故只有三十多課，若是臺北市聯招要

求的整整六冊內容（含語文常識），我八成會在考前崩潰吧。二是，教具一定要

提前做好，且最好有一套萬用教具。教具我也是臨時趕工，一整晚蒐集各種圖片

當引起動機，全都彩印成 A4 大小，放入透明 L 型資料夾，用磁條貼在黑板上成

簡易教具。原來還有印 FB 讚的圖卡當增強物，但後來沒用上，反成了試教〈座

右銘〉一課時，輔佐「世譽不足慕」的生活連結小教具──老師認真書寫的感性

長文只有三人點讚，無人回應。只是 PO 張早餐圖，說難得吃歐姆蛋，我疲憊的

心得到小確幸撫慰了，卻有一百多人點讚回應，五十多人回應，嗚嗚。 

四、口試篇 

建議： 

1. 提前蒐集各類考古題，在紙上先列點模擬回應。 

2. 錄音練習，聆聽自己是否有冗長無謂的回應，或結構不夠清楚明瞭。及掌控

時間分配。 

3. 找主任級人物練口試練膽。 

口試的題目看似千變萬變，其實也有一套固定流程，接續自我介紹後，往往

接著導師理念或行政意願，並會夾雜情境題，譬如說遇到學生霸凌，如何處理？

假如你是新手教學組長，遇到有資深教師因私人因素，要求你某幾天下午不排課，

要如何回應？教學設計以國文科為例，則往往著重於作文能力訓練，及怎樣推廣

閱讀活動。比較靈活的，則是要求你分享所讀的書？和其他考生相比，你覺得更

值得被錄取的原因是什麼？ 

  面對口試，考生的姿態可分為被動與主動。很多上榜文都會提到以教學檔

案或三摺頁來操控評審的提問。（也就是找出自身亮點，挖洞讓評審自己跳下去）

但應屆生或才教學一兩年的老師，往往欠缺漂亮的實務經驗，或特殊的經歷來達

到此境界。所以回頭乖乖磨練口試能力，才是最穩當的方法。不過，教學檔案或

三摺頁也不可偏廢，有許多老師會詢問是否只要帶三摺頁即可，我的建議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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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都要俱全，即便三摺頁非常精美、內容豐富，也不該以評審委員也不會多翻

而偷懶。就個人的請益經驗來說，教甄前輩們的教學檔案，真的充分體現出他們

面對教甄的認真。能在實習期間，就備好教學檔案固然很好，但基礎不夠好，也

得不斷磨練更新，不是偷懶苟且，把學習單亂塞進去就夠了。突出特色、闡發教

學理念、展現各面向（導師、教學設計、行政）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表現出你

和學生的互動。照片很重要！沒有和學生的合照，就多拍學生的學習單成果照，

並打字或手寫附加解說，我就是這樣做來展現自己在學習單設計的巧思與成效。

順帶一提，搭鷹架、擷取訊息、歸納分析、表達溝通，這些術語用在分析課程設

計時，非常好套用又有專業架式。 

  回歸到口試本身，口試分四項要點：有內容、有架構、有聲情、表情自信

誠懇。這四項都是可以慢慢磨練出來的。關於內容，建議要多練習考古題，也可

多和人討論交流，避免內容格局過窄，流於瑣碎。關於架構，則以列點分述為基

本主軸，可就事發前、事發中、後續處理，一一陳述；或者就學生端、就行政端、

就家長端、就導師端，依各立場述說，顯現面面俱到，思考周全。聲情部分，則

是透過錄音播放，注意自己語調的抑揚頓挫、講述實例時似乎懂得利用聲音展露

感染力。表情自信誠懇，則要多對著鏡子練習，要微笑，但別畏縮緊張，要一直

保持笑容，可是不是傻笑，而是大方得體。 

  某位主任曾經說過，口試委員看的不完全是你回答得多棒，或準備得多充

分。而是認定你有沒有當老師的特質。這點看起來很抽象、虛無縹緲，但摸索了

一兩年後，我大略能懂這種說法的由來。你是否有在回答時處處回扣你的教學理

念？你在處理情境時，最重視的是能透過這些經驗帶給學生什麼價值引導？你是

否真的珍惜教師這行業，又或者只是抱著求職心態？你在談論學生時，眼神是否

帶著光芒？你在把那些專業術語，適性發展、帶著走的能力、成就每一個孩子套

入回答中，究竟是標準官腔，又或者打從心底真的認同？舌頭是一個人的履歷。

靜下心來聽聽你的回答，它能打動你自己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恭喜你，你已

經持有正式教師的門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