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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系 105級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陳儀芳 

 

壹、 事前準備 

 

一、 教育理念－整理想法，要能感動自己，才能打動評審 

 

  沒有方向就沒辦法出航，在開始一連串的甄試之前，要先靜下心想清楚自己

對教育的理念，並且在這些教育理念下，有何「具體」做法（不只是一句聽起來

好聽、聳動的口號，要有實際的內容），即使沒做過、不確定現場是否可行，但

你希望成為一名老師之後如何實踐，這需要先準備好。 

 

  透過整理想法時，會讓自己對「方向」更清楚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老師？

包括把理念放在自我介紹中，或是口試時遇到評審，不論他們怎麼提問，都可以

隨時切進來回答，緊扣理念，讓人看出你是一個有方向、有理想、明確而堅持，

知道往哪裡去的老師。以我為例： 

 

理念 

1. 陪伴孩子，也陪伴家庭。 

2. 在為孩子建立適應社會技能的同時，也為「改變世界看待身心

障礙者的眼光」而努力。 

想法 

1. 照顧一個身心障礙的孩子需要費盡心力，特教老師常常看起來

只是一個過客，只陪伴走一段路（國中小階段可能換過數個個

管老師）。但我希望自己不只服務孩子在學校的這幾年，我更希

望成為家庭的支持，因為家庭（家長）才陪伴孩子走得更遠。 

2. 身心障礙學生的確有他們適應社會的困難，教導孩子適應這個

社會固然是我們的任務之一（並且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但是不

是老師的角色還可以做的更多，讓社會也可以改變對待身心障

礙者的眼光（變得更正向、更願意給身障者機會、相信他們的

潛能與願意努力等）。 

實際口試

切入 

Q1評審問：「如果有一個家長不講道理，處處質疑你的專業，對於你

提的任何建議都否定，你會怎麼做？」 

A1回答：「帶這樣的孩子長大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我能同理在過

去的教育經驗中(國中、小)，家長可能受過很多傷害，被拒絕、被

批評，來到我的手上之後，家長可能對我處處防衛、不友善，想保

護自己與孩子，但我相信當自己是真誠的，那時間能證明我的『真

心』，例如...(後面就舉例我要如何跟家長建立關係、搏感情；並且



要回應如何增進自己的專業)。」 

Q2評審問：「如何幫助身心障礙學生適應普班？」 

A2回答：「隨入學考招方式改變，越來越多身心障礙學生讀一般高中

職，每班都可能會有一兩位特殊生，除個案式入班宣導讓同學認識

他們、利用外加式課程提供特殊孩子適應技巧外，我覺得更重要的

是如何讓這些適應技能在一般的教室情境環境中產生效用。我希望

可以建立『班級支持網』，他的好處在於不同以往兩、三位小天使，

同學會有較大的壓力。『班級支持網』的進行方式可以由導師推薦班

上較具正向特質的同學一起參與特殊生的外加式課程（如：與特生

一起玩桌遊，有特教老師在一旁協助，特生也較能展現好的行為，

進而增進同儕與他互動時的好感），也可以辦理討論會（如：比入班

宣導更詳細的說明特生的特質、與他們互動的方式等，並且討論會

可以辦成小型的感謝餐會形式，提供點心，感謝這群熱心的支持網

成員幫助特生）。希望透過這些方式可以讓普生與特生有更多互動、

知道與他們互動時要有的技巧，進而可以改善他們在普班經常難以

融入、被孤立的情境，如：課程自由分組時，大家願意邀請他加入

（不會落單）」 

  這個思考是我覺得很重要！因為在甄試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很困難的提問，

有時候不一定每一題都可以接招，但如果你的眼中能散發對教育的熱忱，那是騙

不了人的，一定可以打動評審，讓他們願意給你一個機會 

 

二、 筆試－沒過第一關，再優秀，評審也看不到你 

 

  這是一個非常真實並且殘酷的過程，初試少則一百初頭，多則兩、三百人，

如何在這麼多持有教師證的人中脫穎而出進到複試，絕對需要有計劃、有組織（而

非漫無目的）的練習！我主要是考獨招的高中職，所以練的大多都是手寫申論，

在此分享我的準備方式： 

 

(一)蒐集題目 

 

師大的網站上有提供各種考題，先了解你想考的學校大致上有哪些類型的學

生，去找類似性質的學校考題來做。以建中為例： 

 

1. 障礙類型：大多自閉症，少數感官、肢體或學情障，無智力缺損 

2. 安置類型：資源班，抽離少 

3. 學校類型：普通高中，學科/升學導向 

 

所以我在準備考試時寫過師大附中、全國聯招（手寫卷）、鳳山、陽明、景



美、竹北的考古。另外因為同時還報考一些今年度有開缺的學校，或是有同學

參加其他學校的考招，所以也會有些當年度的考題可以練習（雄中、雄女、大

安等），有的可上網下載，或同學間交換題目，或拿考試時遇到的題目回來重練

（畢竟報名費都繳了，還是要讓自己的報名費有一點回報）！ 

 

  此外可觀察這幾年的考題有什麼趨勢（尤其是想報考的階段），例如近年正

向行為支持、高中職階段更重視學生自我決策等都是熱門議題，可以再從其他

學校的考古中挑相關的出來練習！ 

 

(二)開始手寫 

 

「準備一本專練手寫的筆記本」，我蠻推薦這種做法的，因為後續會許多題

目是類似的，寫在一本（而非散亂的寫在試卷背面）可以方便之後常回去看，相

似的題目怎麼出題、自己寫過什麼、結構如何組織等，對我個人來說都可以更精

進、重新構思可以怎麼組織我的申論題。 

 

1.階段一 

剛開始時讀完題都沒想法，這時別為難自己，讀題後先翻書找資料吧（或是

邊寫邊翻）！這階段我設定的目標是讓自己的想法「完整」，不要缺東缺西，所

以就盡可能地去找各種資料來填補自己的申論題，此外，推薦翻書，因為書本的

組織架構明顯，也會分章節、細項，有助結構完整，但如果要找一些實例輔助說

明則可多利用網路資源或與同學討論！ 

 

  提醒一點，申論不是簡答題、也不是寫作文，它是一種論述想法的題目形式，

請用「合-分-合」格式練習。第一段（合）先整體論述題目，我都控制在 100~150

字左右；中段（分）的部分就用一、1.(1)的方式列點、階層式敘述內容；最後

一段（合）可以有一些總結，或是補充剛剛不適合分在細項中的作法、方向等，

也差不多 100字左右。 

 

2.階段二 

此階段開始不翻書，目標是訓練答題速度，包括看題目後的思考速度和寫字

速度，以 120分鐘/四題為例，我要求自己每題 30分鐘為度，最多不超 40分鐘，

並在寫第一段（合）的同時，構思後面的「分」要從哪些向度論述。 

 

(三)精進方式 

 

  剛開始寫的時候，因為還抓不太到寫申論的方式，可以請有較多申論題經驗

的學長姊幫忙看、給意見，再回頭修正自己的寫法，等有個幾題經驗後，就可以



自己練。此外，整理常見的題目類型，例如：升學方式說明類、輔導學生類、普

特合作類，同一類型的題目可以有差不多的頭、尾，考試時才可以有限時間中更

快反應。 

 

(四)其他考試撇步 

 

拿到考卷時要知道如何分配時間，以 120分鐘/四題為例，各題配分相同時，

我會先挑兩題最有把握的題目開始，每題抓約 35分鐘，把握度較低的題目會放

後面一點寫，時間也稍微分配少些，約 20~25分鐘。原則上我會在「有把握拿分」

的題目中寫完整一點、並放入一些亮點，其他則中規中矩的寫完。但要切記，再

不會的題目都不要留白！ 

 

  另外，如有某題已經寫了 35分鐘，但最後的「合（總結）」還沒寫，那我會

先空下來（在卷上留一點白），趕緊先去完成其他題目，等回頭有時間再短短補

一、兩句簡單總結。也就是以「合-分-合」為目標，真的沒辦法的時候，以「合

-分」為基礎！ 

 

三、 自我介紹－讓評審確信，你就是他們要的人 

 

  對一個從沒想過要念特教、不曾憧憬教職的我而言，曾經非常害怕遇到需要

自我介紹的場合，因為總會被問「哇！你一定很有耐心吧？」完全不然，就像大

多數的高中生一樣，只是剛好考到而已。但在念特教的這四年中，包括做個案、

實習、志工的經驗中，我經常反覆的去思考特教精神給我的感動。 

 

  在整個口試過程中，自我介紹是考生唯一有機會掌控主導的機會，必須好好

把握！幾個重點如下： 

 

(一)報考該校動機 

 

在眾多（其實也不多）開缺的學校中，可能有好幾所同時考試，為何你選擇

其中一間學校報考呢？除了一些報名費便宜、這裡缺額較多、競爭者少等現實因

素外，請再想想看到底什麼原因讓你選擇這間學校？這間學校對你有何特殊的意

義或情感？放在自我介紹中說明，展現自己並非亂槍打鳥型到處應試的考生，而

是對這間學校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認同！ 

 

以我為例：建中是一間優秀的學校，培育許多優秀的學生，未來的他們可能

在不同職場擔任重要角色、甚至帶領國家，我希望自己對特教的理念，逐漸改變

這些優秀的孩子們看待身心障礙者的眼光，並且他們帶著這份關心改變社會的風



氣、影響更多人。配合我對特教的理念（改變社會看待身心障礙著的眼光），這

是我選擇建中的其中一個原因，而另一原因是情感上的意義，不便於本文分享，

但提醒考生們，可以多在對報考學校的認識、認同上多做一點準備。 

 

(二)教育理念 

 

  理念要能感動自己，才能打動評審。切記，要有內涵而非幾句聳動的口號（太

空泛一下就會被識破），所以務必先想過實踐理念的具體做法，也許自我介紹時

因時間有限來不及細說，但後續問答時，可適時結合自己的教育理念與做法，此

可參考前《教育理念－整理想法，要能感動自己，才能打動評審》的段落。 

 

(三)你的特質 

 

這裡的特質並不是說「愛心、耐心、同理心」這一類的形容詞，畢竟有誰會

說自己「冷漠、暴躁、難相處」是吧？ 

 

  以我為例，我說自己是「勇敢的年輕人」，在自我介紹中分享自賺旅費、獨

自一人的自助歐洲旅行。因旅行需要細心規劃，常要面對不確定、解決不同問題，

並且和不同的人互動（即使有時被冷漠對待），這些都和特教有很多相似，包括

它們都需要面對困難、挫折與未知，大量與人互動並主動尋求資源。 

 

  透過一些其他生活的經驗去展現自己真的具有某樣特質，並且這些特質在工

作上的正向幫助，比起只說自己有「愛心、耐心、同理心」更有記憶點，更吸引

評審！  

 

貳、 甄試過後 

 

一、你的價值只被自己定義－即使落榜，也請相信自己是很棒的 

 

  先分享自身的教甄經驗，最讓我難過的是，建國中學第一次教甄時，我雖

通過初試進到第二關，面試後也自認為表現不錯，但放榜卻是「從缺」時，一

時必須強迫自己面對「重頭來過：準備初試→考初試→準備複試→考複試→等

放榜的漫長過程」的事實，的確非常低落、受打擊。但也因為這樣，發現自己

真的很喜歡這所學校，反倒燃起了再試一次的決心，於是帶著「不怕再被拒絕」

的勇氣報考二招，最後也終於進到這裡。 

 

  受少子化、減班、各大學皆有教程可修的影響，每年職缺都是僧多粥少，

許多帶有熱忱的年輕老師，以堅定的眼神和乾癟的錢包，在各縣市尋找一個實



現教師夢的機會，過程中不斷經歷希望與失望，一定會有很多沮喪和想放棄的

時刻，因為這的確是一條看不到盡頭的路，不曉得下一個轉彎是不是終點。但

請大家務必相信自己，因為自信絕對是考場上的關鍵，老師是一份很需要魅力

的工作，所以無論放榜的當晚有再多失落，隔天起床時也要拍拍自己，告訴這

個辛苦的考生「你的價值不被考試定義！你是很棒的！」 

 

参、破解迷思 

 

一、備審資料－當現場考生都厚厚一本，我只有兩張 A4的摺頁 

 

  如果可以有一本美美的資料，當然很好，但我更覺得，除了投注大把的時間

和金錢製作精美的紙本備審資料，更重要的是好好重整大學所有的經歷，並且不

用擔心沒有社團經驗怎麼辦，其他參加研討會、志工活動、實習和家教經驗等都

可以分享。這裡我指的重整不是羅列成一張長長的清單，而是要把每一項你的經

歷的一些小細節再處理過，例如實習指導老師曾經的什麼話讓你改變某個想法？

參加某營隊志工時，服務對象給了什麼回饋？某次與家長互動的挫折，再一次，

你會怎麼修正或是加上什麼更好的點子？ 

 

  以我為例，大學四年中服務時數共累計 550小時、帶過八個家教學生，其中

有些經驗印象深刻，我將印象深刻的那些活動照片重新找出來，放在摺頁中，加

上一些短句標題，完成摺頁。然而這些都只是紙本作業，更重要的是文字化這些

感動（總不能只說我很感動吧），這些精選的經驗中，每個經驗裡你印象最深刻

的是什麼？活動後有何想法、學習或改變？對自己未來從事教育工作有何影響？ 

 

幾個實例： 

1. 大學時的鄉友會經驗：大二時擔任返鄉服務隊總籌，安排隊員一起到智能

障礙教養家園社區服務，行前有認識身心障礙者的課程，理念除了服務社

區外，也希望更多人（服務隊成員）可以有和身心障礙者互動的正向經驗。 

2. 參加特殊兒親子福音營：親子福音營的對象是「身心障礙孩子、家長與他

們的手足」，營隊理念感動我，相信家庭才能夠陪伴孩子走更遠的路，因此

支持家庭（家長與手足）是很重要的。 

3. 美力時空適應體育工作室志工：特教老師在學校的教學不分科目，且身心

障礙學生因發展的特殊性，肢體動作上有不同的限制與需要，在美力時空

擔任志工，並邀請許多同學一起加入，希望更多未來的特教老師認識特殊

孩子身體動作上的特質與需要。 

   

  有經驗的評委老師眼睛都是很尖銳的，如果書面資料精美，但是本人卻沒有



準備好，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在進到面試關卡前，要做好十足準備，讓他們看

到你時為之驚艷，如果能對你本人比對書面資料更感興趣，那就是最成功的了！ 

 

二、初出茅廬－沒有經驗也可以是你的優勢 

 

  考教甄的時候身旁除了坐著你的同學外，也會看到很多看起來已有幾年歷練

的學長姐或是他校的在職老師外考，當下真的會很緊張，擔心自己這麼「嫩」是

不是沒有勝算。這的確會是一些評委老師的擔憂（親身經歷），但是「年紀輕」

的事實無法改變，與其想著沒有經驗的劣勢，其實可以多想想那年輕有什麼好處？

如何展現自己、說服評委老師給你機會？ 

 

  我覺得年輕老師很有活力，為辦公室、校園都增添更多生氣；年輕老師了解

現在的學生在想什麼、流行什麼，學生也更願意和老師親近；年輕老師雖然經驗

不多，但也因此可以有更多創新和彈性；年輕老師可以更快適應新環境；年輕老

師學習力高，更快的吸收新的知識；年輕老師更可以放下身，向前輩老師學習。

好了！我說了這麼多年輕的優點，換你想想吧！ 

 

參、 後記 

 

  我很幸運，但除了幸運，也很努力！而教甄的結束只是這條教育路的開始，

願能與懷抱教育熱忱的你們成為一起並肩向前的夥伴，加油 儀芳 201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