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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是每一刻的努力，等待那一個緣分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家庭生活教育組 104級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國中部 許雅筑 

 畢業初出茅廬的時刻，竟是教師界的寒冬，當時只覺前途一片黑暗。少子化

的風吹得教師界人心惶惶，連正職老師也深怕自己就是下一個被超額風暴剔除的

人，更別說是要招募新進教師了。能夠熬過嚴酷環境的考驗，考上正式教師的我，

可以說是無比幸運。 

 大學四年期間，歸功於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生的培育，使我更用功進取，

在班上名列前茅。以下分享的學習歷程與方法不一定對每個人都適用，但就如同

我們時常說的：「教過學生那麼多的事情，只要有一件能被記起來並且運用於生

活，那就很值得了！」因此儘管野人獻曝，但若文章中有一些部分能夠對同樣在

教師甄試苦海浮浮沉沉的學弟妹或學長姐們有幫助的話，那著實令人開心。 

 這篇文章想要分三個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個部分是在師大期間的努力，第

二部分是實習與代理期間可以做的實際準備，最後，第三個部分則是在教甄經驗，

在挫敗之後的內心對話與思想的調整，包含一些口試問題的應對分享。 

壹、大學期間多接觸 

 我從進師大開始，就立志要成為一名老師，因此在大學期間就開始安排、規

劃許多能夠磨練自己教學技巧的學習機會，師大也從沒辜負我的學習欲望，提供

豐富的教學練習機會及優質的培養，使我一進入教學現場，與實習夥伴、其他大

學畢業的師資生相形之下，顯得有自信得多。身為師大人，我非常感謝學校的培

養跟資源。 

 首先是系上的課程，系上課程的知識是教學的基石，這聽起來很八股，但卻

是真實的，老師們所教的專業課程，我們也許因為教學對象的不同，無法直接使

用在設計教案中，但是如果這些知識不扎實，那大學畢業後，腦袋就會像一個徒

具虛名的百寶袋，裡面空空如也。所以每門課我都認真學習，在人類發展與家庭

學系的培養之下，也讓我們成為富有脈絡邏輯與報告能力的人，我認為對於教案

設計的邏輯或是台風都非常有幫助。 

 哆啦 A夢的百寶袋裡面有了知識基底還不夠，如何才能把拿出手的東西變成

是法寶，能夠吸引學生、設計出有趣的教案，這個部分，在大學期間就要多聽多

看。在人發系上的課程中，很多老師會善用各種教學方法，而我總能夠從其中吸

取教案設計的資源並應用；另外，很多人會參加返鄉服務隊或是史懷哲等營隊，

營隊設計的活動也都可以拿來做為是教學中的活動；更重要的是找到可以一起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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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激盪的夥伴，有趣的活動很少是一個人想出來的，每個人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

語言智能的夥伴可以提供教案名稱包裝，空間智能的夥伴能夠繪圖，透過對話，

大家都提供一些想法，很多點子就會被激發出來，在未來教學的路上，夥伴一直

都是重要的討論對象與支持來源。 

 有別於一般生，在學期間是卓獎生的我，也多了一些任務，包含帶營隊、定

期至國中一對一的課業輔導、考證照，還要提早至教育現場見習，我覺得能夠有

機會多接觸教學現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觀察之後，還要思考現場老師為什麼要

這麼規劃？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力會有所提升，現在修習

教程的學弟妹們也有規定的實地實習時數，好好把握機會，去實地實習並非為了

獲得時數，而是提供大家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觀察與詢問現場的教師。 

 教師檢定、教師甄試的範圍非常廣泛，師大教育學程礙於課堂有限，授課內

容涵蓋部分確實不多，但是有了上課的基底，在讀書的時候對重要人物、不同時

期的思想也會比較熟悉。也推薦大家，若還在修課，教育哲學普遍來說是比較難

準備的科目，除了「教育哲學」該門課之外，選修「教育史」這門課會有所幫助。 

 最後，推薦大家從大學就可以開始參加師培處舉辦的師資生競賽，從大學一

直參加到實習期間，會發現自己的能力不斷提升，而且會有機會觀摩其他有經驗

的學長姐的演示或作品，且師培處都會提供評審的回饋，點滴累積起來，都是讓

自己成長的養分。 

貳、實習與代理期間勤做工 

 實習時，實習學校恰逢大量訪視與評鑑，多元競賽活動如火如荼的進行，加

上學校極力推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分組合作學習等新的教學方法，我實習的每

天都十分忙碌，早上 7:10 就到導師班上看打掃，早自習結束後協助行政工作，

觀課、上課與實習輔導教師討論，午休時間指導學生作業或準備教室佈置、運動

會準備，下午又是忙行政忙備課，回到家我已經體力不支，讀書難以專心。這樣

的實習生活，儘管拖累了我的讀書進度，但是滿滿的收穫使我不曾後悔。實習的

生活，不同學校狀況差異甚巨，有些學校因為行政協助事項非常多，實習期間就

會非常忙碌，不僅在校期間沒有空閒讀書，下班回家後也因為疲累而無法專注讀

書；有些學校則是較少讓實習老師協助行政事務，就會有較多時間讀書準備教師

檢定與甄試，每個人所預期的實習生活都不相同。我個人認為實習期間多看多學

多做，都是自己能力的累積，若能再過一次實習生活，我還是喜歡自己如此精彩

豐富的實習生活。 

 在實習期間能夠接觸很多新的教學方法，能夠參與學校邀請校外的講師教授

到校跟老師們進行的共同備課，並到教室觀課，當下親身體驗，分組合作學習、

學習共同體等課本詞彙，躍然活跳跳在眼前。在教甄口試時，對於這些新的教學

法就能說出更多具體的看法，每種教學法都有不同的優勢跟限制，在口試時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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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出發，加上自己的觀察做說明，讓回答更具自己的見解。 

 教學上，我的實習輔導教師從一開始就視我為共備的夥伴，而不是指導的關

係。當我們共同備課時，老師都會問我：「所以妳希望學生透過這個學到什麼？」

掌握教學目標是設計課程最重要的一環。實習前在設計教學流程時，絞盡腦汁在

想有趣的活動要來帶領學生，但是活動設計完後，教案就成為了一個「熱鬧有餘，

深度不足」的「遊戲」，變成為了樂趣帶活動，缺少真正想要讓學生有所收穫的

「內容」。大學期間撰寫教案的方式，時常先跳過了教學目標，直接設計教學流

程，等教案的內容都確定了之後，才回頭看教學目標可以怎麼寫。在實習初期，

與實習輔導教師討論教案，我先提出了多種活動進行的方式後，老師都會提醒我，

應該要先思考教學目標才能進行教案設計，透過這樣的練習，幫助我在教甄教案

設計時，能快速釐清想要闡述的重點，較不會淪為教學精彩，卻離題而錯失分數

的窘境。 

 實習輔導教師也帶領著我參加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深耕計畫有效教學教案甄

選，把我們的教學做統整，系統化整理成可供他人參考的教案。整理過程中，重

新檢視一次整個教學的過程，看見在課程中學生專注投入學習的影像，透過學習

而獲得成就感的神情，是很大的激勵，也砥礪自己汲取實習輔導教師的經驗，未

來當自己獨當一面時，也能夠帶給學生精彩豐富的課程。這項教案競賽的複賽階

段，讓各團隊公開發表作品，不同的教學法、科技融入教學的運用，我都納入了

自己的教學資源中。 

 在代理期間，穩扎穩打努力備課，身為教學新手，每天都是在準備下一週的

課程或是批改學生的作業。備課時，我將一些寫過的教甄簡案拿出來，實際在課

堂上實施，把學生的反應、回饋記錄下來，修正教甄演示的教案，也在教甄「演」

示的過程中，能夠呈現與學生對話的狀況。代理學校也有行政工作或大型活動需

要協助，雖然會比較辛苦，但對這些事務多加接觸，不管在資歷上或是教甄口試

時，我覺得是有所幫助的。例如我在代理期間擔任技藝教育課程的隨班導師，這

個經歷在這次的台北市教師甄試時就能跟口試委員分享，也讓我在現在擔任資料

組長的職務時，對於技藝班的相關業務比較容易上手。 

參、教甄的挫敗與心態調整 

 實習結束應屆考教甄的那年有一場獨招及一場聯招有家政名額，獨招初試為

全部申論題，由於無從事前準備，對於題目的撰寫架構也不甚熟悉，再加上自己

本身寫字速度較為緩慢，題目未回答完整，想當然沒有取得複試的機會。聯招的

部分，是新北市的聯合教師甄選，初試是採取教育科目與專業科目分兩科考，各

100分，準備上，我從歷屆考古題以及其他縣市的考古題下手，總算是取得了複

試的入場券。 

在聯招複試的準備期間，我回到實習學校準備，除了可以跟實習輔導教師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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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案之外，老師也幫我請校內老師來看教學演示，老師們都提供了相當多的建

議，像是：在演示的前三分鐘就應該有一個強烈的刺激能夠捉住委員的目光、在

短暫的演示時間中，掌握一個重點，完整闡明，三心二意反而什麼都沒有說清楚

等等。根據老師們的建議進行教案的調整，的確能讓演示更加聚焦在一個教學核

心上。複試當天十分緊張，演示時，拿著粉筆的手還會顫抖，腦中不斷思考之前

練習時老師們給的意見，想要展現出來，卻反而失去了原本的教案節奏，演示結

果並不理想，表現得不夠有活力，語氣也過於和緩無張力，那些原先我認為可以

掌握好的演示元素，都沒有呈現出來，放榜時，真的非常灰心並開始質疑自己的

教學能力。口試部分，雖事前有上網路社群搜尋過歷年學長姐分享被問到的問題，

並試想自己的回答，但在口試回答時，仍容易順應問題回應，而沒有做出高格局

的回答，舉例：委員問在上課過程中，可能有學生搗亂爭吵，試問該如何處理？

當時我就直接回答預設問題已經發生時的後續處理，但其實這類的問題，應該可

以提高回答的層次，從事前的班級經營方式開始回答，這些都是事後請教學姐之

後，才知道自己的回答有所缺陷，不夠全面。 

應屆的教師甄試落榜，落榜必然失落，除了質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可以成

為心中所想的好老師，也質疑自己從大學到實習期間所做的努力，喪失自信與消

沉。在代理時，看見身邊許多同事儘管在代理教師海中浮浮沉沉，但仍保持著認

真的教學態度，也積極協助學校事務，讓我調整自己的心態，教甄上不上榜與是

不是一位好老師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不論是正式或是代理，只要盡力為了學生的

學習設想，能夠教導學生認知、情意、技能與做人的道理，成為學生的貴人，就

是朝著我心目中的好老師邁進。 

代理這年的教甄共三場，兩場獨招(一場國中一場高中)及一場聯招，因為代

理期間忙於備課，幾乎沒有時間重新閱讀書籍，只能再做一次考古題，並把去年

的筆記拿出來簡單複習，獨招部分，有鑑於之前的筆試經驗，特別向獨招考上的

學姐請教關於申論題的建構方式，兩場初試都順利通過了，但複試日期卻撞期，

只能擇一參加，衡量自己熟悉的準備領域，因此選擇了國中的複試。第二次準備

複試，可說是茶不思，飯不想的程度，馬上、枕上、廁上都在思考教案設計，且

有別於去年的新北市聯招，這次的教學演示不能使用教具，因此許多的設計都要

調整，也因為開缺學校在家鄉，考上的得失心更重，神經十分緊繃。考試當日，

教學演示抽到了自己很有把握的單元，但因為太過緊張，只覺雙手顫抖，自亂陣

腳，活動說明與教案架構不夠明確，最後得分雖不差，但卻沒有拿到水準之上；

口試部分，評審特別針對他們校內的需求來提問，包含擔任某項職務的意願、為

何選擇該校教甄等等，這次的口試我的表現十分不理想，獲得非常低的分數，落

榜也宣告了自己短期內無法在家鄉成為正式老師，再次重創了自信心，腦海中反

覆思考委員提出的問題，一直問著自己：「到底委員想要的回答是什麼？該怎麼

回答才好？」卻苦無答案。 

獨招落榜，緊接著是台北市聯招登場，憑藉著之前的準備，通過了筆試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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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複試準備卻絲毫提不起勁，當下的自己不論是試教或口試都沒有把握。 

我再度回到了實習學校，與實習輔導教師促膝長談，我將口試的問題與回答

提出來與老師討論，並問「委員想要聽到什麼回答？」，討論後我豁然開朗，其

實最重要的是「心態」的調整，委員並沒有一定要聽到什麼樣的答案，每個問題

並沒有官方說法，他們只是想要知道你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而是看這些回答是

否可以透露出妳是一位視學生為中心，願意為了學生的學習而擔任不同的職務、

與不同的單位合作的老師。聽完老師的分享，才發現自己以往的回答，大多是以

自己會做什麼出發，而非學生需要什麼、我能夠怎麼幫助學生來思考，這是精神

層次，其實就是回到我們當老師的「初心」想要幫助學生、成為學生生命中的貴

人，從這個角度重新檢視曾被問過的題目，這才發現視野與高度已然不同。除了

找實習輔導教師，我也不斷地請教已經考上的學姐一些班級經營的問題，有哪些

方式可以協助學生學習等，透過心態的調整，與實際的案例請教，使我漸漸找回

口試的自信。 

複試當日，試教有鑑於第一次因為急於將還未內化的內容呈現出來，第二次

是得失心過重而太過緊張，這次我告訴自己抱持著平常心，展現平常的自己，不

論考上或沒有考上都是緣分，盡力展現之後，一切都會是最好的安排，因此平穩

地將單元演示完畢；口試部分，以最真摯的態度、以學生為中心的思考角度，結

合一直以來累積對教學方法見解、課堂的安排，擔任導師或行政的相關工作的應

對等，在口試當下，口委對於我的回應立即給予了肯定，那個當下我想，就算這

次沒有上榜，但是掌握到對的方向，將心態調整回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初心，那就

值得了。 

這次，因為遇到台北市開了多個家政缺額，幸運地脫離了教甄苦海。這幾次

的教甄經驗，與在教學現場遇到的那些認真的代理教師們，讓我有深刻的體悟，

教甄是每一刻的努力，等待那一個緣分，時時刻刻都為教學、為了學生而努力著，

等待那一個機緣，那個讓你的努力被看見的機會，或許仍未考上正式教師，但那

只是緣分未到，不代表你不夠好。在考教甄的路上，別忘了努力尋求身邊的資源，

不論是夥伴、是學長姐、實習輔導教師或系上教授，讓自己在奮鬥的路上不孤獨，

也在灰心喪志的時候，能夠找到支持下去的力量，衷心祝福閱讀完這篇文章的每

個人，能夠更快遇到那個被看見的緣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