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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之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4級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進修部 林怡彣 

 

壹、前言 

 

    想成為一名教師的念頭是我從大四的教學實習才開始慢慢萌芽，和學生的互

動過程中不斷地教學相長，當我發現原來我對學生是真的有影響力時，我知道我

有更多的責任去當一位好老師。好老師的定義也許在每個人的心中都不盡相同，

但我認為只要你願意去貼近學生、為學生好、用學生的角度去看，不管你做了多

或少，在學生的心中一定會留下一些什麼。這樣的初衷也會一直時時刻刻的提醒

我為什麼要撐完大四、大五的教學實習，甚至是後來邊代理邊考教甄的那段時期，

因為第一年的教甄失利，我能體會看著班上的強者同學們考上正式老師、自己卻

好像原地踏步的感覺，甚至開始產生自卑、不確定自己到底適不適合走這條路的

想法，但讓我一直堅持下去的就是希望為學生付出一點什麼的心。 

 

    而在經歷了這段邊代理邊考教甄、可以說是人生截至目前為止最痛苦且難熬

的時期，我真的這麼相信，如果今天這間學校、這個縣市沒有錄取你，那就代表

了還有更適合你的地方，請不要放棄，如果當一名教師是你最想做的事情，那麼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真的努力過，一定會有被看到的那一天。 

    接下來的分享以輔導科為主，但實際上的作法會因人而異，我相信每個系上

都還有許多厲害的學長姊的經驗可以讓大家參考，也可以詢問實習學校、代理學

校的資深前輩老師們，善用自己的資源，先讓自己發光，別人自然能夠看見。 

 

貳、 實習準備 

 

    不同科系可能對大四的教學實習有不同規劃的時間，但不管是大四或是大五

的教學實習，但只要在學校的一天，心境上的轉換也是很重要的，面對學生要有

老師的樣貌，與指導老師、組長、主任請教時則需要抱持學習且感恩的心情來面

對。當看到老師們在這麼繁忙的公務中願意抽出時間和我們討論、指導我們，就

讓我覺得很感動且珍惜這樣的緣分，也很希望我自己未來也能成長成一位能幫助

實習老師的老師，將教學的熱忱繼續傳遞下去。 

 

    我認為實習對往後的教甄考試是很有用的，「多看、多聽、多學」這句千古

名言絕對有它的道理，不僅可以了解學校各處室的運作、突發事件的處遇、自己

教學上的不足之處，更有實習夥伴能分享實習及考試的心情，也建議與實習夥伴

們幫彼此多拍一些照片，在未來做三折頁或個人檔案時一定會用到。也許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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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覺得實習做的事情很瑣碎，但我們可能只看到了整個活動的一小部分，而其他

部分就是要積極去請教老師才能知道，因此在實習中培養積極的態度很重要，讓

老師們知道你真的很願意學，也很樂意參與學校事務，自然就能累積更多經驗，

而這些經驗就有可能是讓你在口試中和其他人比起來脫穎而出的部分。 

 

参、 105年教檢準備 

 

    基本上大五教學實習會於一月底結束，教師檢定日期通常在三月初，若實習

結束才從零開始唸起，容易因來不及準備導致自己的心情更焦慮。因此在實習階

段建議可以和實習夥伴一起組讀書會，不同的任教科目也沒有關係，因為教師檢

定考的科目都一樣，也能聽到不同的科系或學校教導的準備方式，和實習夥伴共

同準備起來其實會更有動力，互相激勵彼此也互相刺激不能偷懶。像我自己的大

五實習學校離師大有一段距離，若每天實習結束再回師大與同學組讀書會，反而

會因為通勤的時間、距離較長，而耗費更多的心力，因此和實習夥伴一起組讀書

會，是一舉兩得的好方法。在教檢的準備期中，我將重點放在選擇題，因為選擇

題的比重比較高，且錯一題可能就會跟別人差 2-3分，申論題分數就不一定會有

這麼明顯的差距，因此知道自己準備考試的方向也很重要。 

 

  在準備教師檢定的過程中，我最常用到的工具書有下列幾項： 

 

一、陳嘉陽《教育概論》：雖然內容真的非常繁瑣，在上冊就花了不少時間在整

理相關的內容，但如果真的扎扎實實的讀完一遍，就會發現重點都在裡面，

而且在往後教甄考試時就不用這麼大費周章地重新開始，就能比較快速地提

取教檢的記憶，節省不少時間。 

 

二、張春興《教育心理學》：能夠更深刻了解教育心理學，在考試中也非常實用，

也推薦給非輔導科系的學弟妹。 

 

 

三、黃德祥《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薄薄的一本專書，很適合在看不下長篇

大論時或睡前拿起來翻一翻，對青少年的發展概要以簡單明瞭的方式呈現。 

 

四、教檢教甄筆記：實習夥伴推薦的筆記，剛好符合我偏好以表格的方式來閱讀

重點，我也會將考古題的訂正或是筆記上沒寫到的重點一併寫進去，讓這本

筆記成為我的應考工具之一，在空堂時就能反覆閱讀自己常忘記的重點或是

一些口訣，進行考前的最後衝刺。在網路上均有很多前人整理的精華，找到

最適合自己的那份去閱讀或自己整理，都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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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摩：實習結束後會有春節連假，可以允許自己好好過年，讓自己有喘息的

機會，因此在過年期間如果念不下書的話，可以試試做阿摩考古題，讓自己

保持著考試的感覺，一開始我會使用循序漸進模式，但到考前一到兩週，就

改以年度式來整個大複習。選擇題多練習就比較有感覺，也從考古題中知道

每個章節的重點在哪裡，自己不熟練的部分就再加緊腳步去加強。 

 

六、教育家的名言佳句：這個部分是在接近考前心情比較焦躁時可以做的事情，

蒐集一些有關於教育或教育家講過的勵志名言，可以用於申論題的前言及結

論，使申論題更完整，也有經典佳句可以幫忙修飾整個大題。 

 

    最後在教檢應考時，保持平常心即可，我也和實習夥伴約好空堂時一起念書，

會讓自己有更安心的感覺，當天是一整天的體力戰，儲備好精神就盡人事、聽天

命，把握該拿到的分數，教檢通過這件事就不會遙不可及。 

 

 

肆、 105年與 106年教甄準備 

 

    第一年的教甄結果失利，因此決定先考代理教師，隔年再戰，因此兩年準備

過程不太一樣，分成三個部分進行說明： 

 

一、準備時程拉長 

 

(一)105年：教師檢定結束到知道結果的期間，覺得不知道有沒有通過，當然會

念不下去，所以這段時間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三折頁內容，那我有趁這個時間整理

陳嘉陽教育概論上冊的筆記，但專書的部分仍怠惰了一陣子，初試的準備也拖到

前一個月才緩慢開始，而複試通常會在初試結果公告的一~兩個禮拜後，除了與

夥伴練習之外，也到大四、大五實習學校請老師幫忙，但在這麼短時間內準備，

其實在準備的時間及心力上都是不足的。 

 

(二)106年：將整個準備時程提早了一個多月，從下學期開始便督促自己需要加

緊準備初試，因此慢慢開始將專書讀完、練習寫申論題、蒐集各種不同處遇狀況

及輔導計畫的資料，更要了解今年新興的輔導、生涯議題，三折頁也需要及早開

始準備，因為你不確定複試的機會什麼時候會來臨，如果來臨時卻沒有準備好的

話真的很可惜。複試的準備也提早許多，從平時也會跟夥伴約下班後語音練習諮

商，到 5月開始就積極請老師們在空堂或放學後幫我看諮商與口試，每個老師看

到的重點都不同，能夠學習的地方也不一樣，原本我對於諮商非常沒有信心，但

夥伴與老師們總會幫我看見做的好與不足的地方，讓我在複試時能更沉穩、更有

信心、發揮出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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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106年 

3月 

(教檢結束後) 

1. 簡單整理陳嘉陽《教育概

論》上冊的內容 

2. 簡單思考三折頁 

1. 看完專書(例：諮商理論、生涯諮商

與輔導…等)並做相關的考古題 

2. 開始製作三折頁 

4月 

(教檢放榜後) 

開始組讀書會分配專書進

度，並做相關的考古題 

1. 依照不同的個案題型練習寫申論題 

2. 開始考高中獨招 

3. 線上練習諮商 

4. 修改三折頁 

5月 

1. 依照不同的個案題型練

習寫申論題 

2. 偶爾練習諮商 

1. 依照不同的個案題型練習寫申論題 

2. 開始考國高中獨招、高中職聯招 

3. 線上練習諮商 

4. 請老師幫忙看諮商、口試 

5. 修改三折頁 

6月 

確定初試通過之後，才真的

在短時間之類打起精神準備

諮商、口試、印製三折頁 

1. 開始考高中職聯招、國中獨招、國

中聯招 

2. 線上、實際練習諮商 

3. 請老師幫忙看諮商、口試 

 

二、多考幾所學校 

 

(一)105年：覺得自己準備的不夠，因此不太敢報名高中獨招和聯招，結果考國

中聯招時，唯一一次進複試的機會因為太緊張就落榜了。 

 

(二)106年：只要時間允許的考試，基本上都會去試試看，高中獨招的申論題真

的比較難，但考多間一點學校就會發現今年重視的議題，也能知道自己哪些部份

比較不懂，可以考完再回去多查資料，對接下來的高中職聯招、國中聯招都會有

幫助。如果很幸運進入複試，就是磨練自己的大好機會，雖然每次複試結束都很

緊張、很挫折，但有位老師告訴我「一次就做好一件事」，這次複試希望能比上

一次的複試更好，也藉由複試去練習考試的臨場感、蒐集口試的題目，幫助自己

能在下一次被問到時能有更漂亮的回答。 

 

三、心態上的調整 

 

(一)105年：結束教檢後放鬆太久，導致之後在準備初試時總是覺得程度跟別人

差距太大，所以在結果還沒有出來前都沒有太積極的行動。 

 

(二)106年：在第一年確定落榜之後，曾經失落了一陣子，因為知道自己真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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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盡全力，所以在第二年時調整自己的心情，給自己一點時間，上學期的目標是

先好好適應代理的生活，準備教甄的工作從下學期才正式開始，希望可以辛苦幾

個月而換來不再辛苦每一年，因此我跟我的考試好戰友真的就從寒假結束後一直

努力到六月底，結果才塵埃落定。當然在考試的過程中，我們考了無數間學校，

也失敗了無數次，常常心灰意冷覺得自己明明已經付出了努力，為什麼卻看不到

一點回報，也會覺得是不是冥冥中暗示我們不適合走老師這條路，各種非理性的

想法會不斷出現，後來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心理測驗，我就像求神問卜問心理測

驗今年能不能考上老師，得到的結果卻是「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雖然沒有

得到好的回應難免失望，但這句話也說到我的心坎裡，因為要符合每一個評審的

口味真的很困難，只要你表現出你的樣貌，懂得欣賞的人自然會出現。也許考教

甄的這條路上，會讓你嘗盡很多的酸甜苦辣，但現在回頭看，卻是真真實實努力

過的過程，所以真的不要放棄，想想還有很多還在努力考試的教師們，我真的沒

有什麼資格說我要放棄、我做不到的，也希望學弟妹們能夠相信自己。 

 

伍、 代理準備 

 

    考代理教師是我從知道自己複試落榜時就開始有的念頭，因為想要累積更多

實務上的經驗，我選擇回到家鄉當代理教師。那也因我這兩年準備教甄的身分有

所不同，所以也提供我的經驗給學弟妹參考： 

 

(一)準備代理教師： 

 

  準備代理考試時，因為一開始我先報名的是兼任輔導教師，因此考的會以試

教、口試為主，在準備方向上跟教甄就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因為之前有和學姊、

同學們編寫一些教案，所以在準備試教上並無太大的困難，不過在口試中真的會

需要思考你為什麼要報名代理教師、自己的生涯規劃，甚至是對學校、輔導諮商

工作的了解，當然也需要讓主任、組長們看見你的誠懇及態度。 

 

(二)代理教師與全職考生的差別 

 

1. 經費：報名考試會需要花費大量的報名費，更不用說到報考學校的交通費、

住宿費…等，因此在代理的階段告訴自己不要有想要存錢的心理準備，只要

時間允許的考試就去試試看、當作經驗，而這些錢就是一種投資，所以比起

全職考生，在需要繳交各種花費時相對來說壓力就會減輕一些，不需要都和

父母拿錢，也會為自己的花費負責。 

 

2. 時間：全職考生基本上的生活都是與考試綁在一起，因此對無法持續做同一

件事的我來說，全職考生的時間很多都是浪費掉的，念多久時間可能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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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久的紓壓時間。但在代理的階段，雖然念書的時間並不是隨心所欲能控

制的，但對我來說上班反而能幫助我分散注意力，因為有必須完成的事所以

能夠暫時的忘掉考試，在下班之後、週末能更知道時間的不足、把握自己的

時間。 

 

3. 資源：在全職考生的時候，基本上很多都是在圖書館、家裡繼續念書和準備，

但在擔任代理教師時你仍然一直在接觸學生，保持上課的感覺，甚至能夠將

試教可能會考的課程融入進去教學中，讓自己有練習的機會，或是參與不同

的活動，幫助自己豐富三折頁的內容。另外在上課時就能開始製作一些教甄

可能會用到的教具教材，也能多向資深的前輩老師們請益，主任、組長、老

師們均為自己強力的後盾，或是在放學後借用空教室來練習試教、口試，這

些都是學校可以提供的資源，一定要好好珍惜。 

 

4. 網路：這一點是我自己在代理期間遇到的困難，因為選擇回南部代理，但是

同學們大部分都在北部，無法見面練習，因此網路的應用就格外重要，可以利用

語音通話來練習諮商，也可以將各個學校的初試題目存在手機裡，分享給沒有去

參加那場考試的人知道，有了這樣方便的媒材，其實對因為上班而無法常常見面

的考生們來說，是很有用的。 

 

陸、 結語 

 

    對我來說，考試就像是更了解自己的一個歷程，PTT實習教師版、學長姐都

有許多經驗的分享，但最重要的還是找到適合自己的讀書、準備方式，了解自己

的心理狀態及需要的紓壓方式真的很重要，畢竟橡皮筋撐久了還是會沒有彈性，

而教甄就像是一場你看不到盡頭的冒險，你必須要一直堅持下去才會有看到終點

的一天，分享給大家在考試期間一直支撐我的一句話，來自 Peter Su的「給自

己一點時間，所有你以為過不去的總會過去。」，當你真的很累很想放棄的時候，

不妨停下來休息一下、想想自己是為了什麼走到現在，一切都會有最好的安排，

你只需要努力並等待機會來臨時好好抓住，相信自己一定會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