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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教師甄試心路歷程暨考試準備方針 

教育學系 109級 

國立埔里高工職業學校  莊承誼 

一、自我簡介 

我是教育雙主修國文百九的學姊莊承誼，109 年畢業以後，110 年完成實

習且於全國聯招應屆考上正式老師，因為家庭與個人因素，隔年 111 年依然踏

上教甄旅途，而目前持續在準備 112 年的考試當中，也許我考試經驗不像許多

已經有幾年代理或是在教育現場有過一些經驗的老師豐富，但是我從大學、實

習時便努力增進自己的實務能力，會考上老師，其一開始並不在我原先的規劃

中，但是我依然做到了，因此也想鼓勵學弟妹們，萬事起頭難，但只要你願意

開始，都不會太晚。 

    原本實習結束後，我打算直接入學研究所（大四應屆甄選上師大教育研究

所），然而為了照顧病重的父親，因而打消念頭決定先照顧家人並思考未來動

向，實際上，原先我是打算朝公職方面努力，但面對深愛的父親驟然離世，決

定完成對父親生前的承諾，當年，也就是 110 年，我考完台北聯招初試的四天

後，父親撒手人寰，也許是天意，以往每年都在五月份舉行的全國聯招因疫情

三級警戒而延至七月中下旬考試，歷經痛苦的兩個月，原本已無心應考，最後

還是決定給予自己一次機會，緣分吧..就這樣成為正式老師。也許就如孟子所

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如果我能在經歷人生最痛，還

能在箇中好手中努力被看見，我想各位優秀的學弟妹，只要夠堅定、夠有毅力，

教甄之路其實沒有想像中難走。 

    雖然已經考上正式老師，但是我依舊在征戰，這次我是為了我的家庭奮鬥，

111 年全國聯招我依然上榜，然而沒辦法回到我的家鄉，因此時至今日我還在

準備 112 年的教師甄試，期盼我的經驗能給予各位學弟妹一些鼓勵，也希望能

讓各位教甄夥伴知道，有人和你一樣努力、辛苦著，每個走在教甄或是教師之

路的人，都為了自己的目標、理想和愛在持續前行。 

   以下，我將針對教甄中筆試以及複試來做準備的說明，也提供各位一些準

備的方向與方法： 

二、筆試準備 

在筆試方面我的準備主要都是以聯招為主，110 年我參加了台北聯招（當年是

台北市首次舉辦聯合甄試）以及因三級警戒延期的全國聯招，而 111 年我參加

了新北市聯招（因初試與桃園聯招撞期，擇一報考）、台北市聯招以及全國聯

招，就幾次聯招的經驗，大概可以分為出題方向、準備方式以及參考書目，以

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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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題方向 

目前這兩年的五大聯招（台北、新北、桃園、全國、高雄）中，因為桃

園聯招與新北聯招時間相近，甚至有時都會撞期，因此大部分比較「賣力」

的人，應該一年在高中聯招的部分，最多可以參加四場，而以我個人的經驗，

就我參加的台北、新北以及全國三場聯招來看，新北聯招的考題相對簡單，

所謂的相對簡單是指，因為就國文這一科來說，基本上是毫無範圍可言，即

便讀熟高中所有選文，能掌握的題目還是非常有限，而新北聯招會被大部分

人定義較為簡單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出題範圍比較好鎖定，大部分都是從

高中的教學內容所出，而手寫方面的翻譯、原文也都是很好掌握的，申論題

方面也比較直觀，如果平時有認真備課，要掌握並不難；再者，還有一個原

因，因為新北聯招篩選倍率高，因此要過初試不難，但是複試可就是另一個

世界了，如果你是筆試很弱，但是複試很強的，或許新北聯招會是你上岸的

機會。 

    而全國聯招跟台北市聯招，先說前者，我第一次考全國聯招時被說是近

五年最簡單，但是第二次，也就是 111 年考時，卻哀鴻遍野、似乎是十年以

來最難，就全國聯招來說，往年的題型都非常固定，選擇題、國字注音、名

詞解釋、簡答與申論，在選擇題、國字注音與名詞解釋方面，往往都是從「課

內」出的，而在 111 年以前，幾乎年年都考詩詞曲的背誦，建議這方面，可

以統整高中國文三大出版社共同的韻文選，全部背起來，以防萬一，因為新

北聯招也會出類似的題目。至於申論題，全國的考題一定會扣合課綱與當年

的教育趨勢，例如 110 年就考出了自主學習計畫、111 年要設計選修課、作

文課，或是在其他聯招、獨招出現了學習歷程的題目，這部分如果你還沒有

實務經驗（代理或正式），要把握實習時的共備時間，而母校師大實際上也

時常舉辦相關的研習或講座，網路上也有一些名師會不定期舉辨線上研習，

只要有機會，盡可能讓自己多接觸這方面的資訊，因為不只筆試，在複試時

的口試也常常會有評審問相關的問題，及早準備為佳。 

    全國聯招的題目，111 年突然變得跟以往五年的風格不同，選擇題方面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110 年比較簡單，因此刻意做出區分，然而在手寫題方

面，確實提醒了我們，只準備高中課內的資料是不夠的，國字注音或是名詞

解釋，建議多去看看獨招學校的題目，也許 112 年全國又改回原本比較平易

近人的風格，然而新課綱下老師們慢慢熟悉之後，考教甄無論筆試或是複試

都會更加情境化、多元化，在此也建議無論已經考上或是未考上的「準老

師」，每年都要去暸解一下聯招的考題方向，一方面精進自己的專業，再來，

從教甄考題上，也可以知道教育趨勢的轉變。 

    最後，台北市聯招，因為才舉辦兩年，也許出題老師、評審們都還在找

尋相對客觀的標準，不過台北市始終是金飯碗，是許多準備者的第一志願，

考題的難度我認為是聯招裡面比較有鑑別度的（看進複試的成績就知道），

也常常會跟台北市的教育方針有連結，因此也點醒各位，獨招或是特定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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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試，筆試方面可能要去思考在地特色、當地的教育方針，這部分可以多

多參考線上的教育平台以及國語文學科中心的資料。 

（二）準備方式 

可以考上正式老師不外乎就是三種人，第一種就是筆試超強，行走的複

試門票，但是複試可能普普，不過因為筆試強，所以依然榜上有名；第二種

是筆試普普，剛剛好可以擠進窄門，但是複試簡直就是「話劇大師」（複試

真的就像在演戲），所以靠個人魅力抑或是流暢的表演取得勝利；第三種，

就是全方位強者，實際上，最多的大概會是前面兩種，所以在準備筆試時，

要先清楚自己的目標跟能力。如果是準備聯招，一定要把握課內所有的內容，

核心 15 篇盡可能背下來，就算無法全篇倒背如流，至少要知道每一課的核

心重點跟關鍵句子，此外，如果能取得備課或是教師用書，裡面的補充資料

也非常關鍵，111 年的全國聯招就有不少考題是從補充資料出來的，顯見，

課內的「課外補充內容」在教甄考試上也越來越有分量。 

如果是長期抗戰，例如長達半年到一年的準備，建議自己分配時間，掌

握基本課程內容、其他閱讀文選、素養命題以及考古題熟練，至少以上四樣

要把握住，特別是素養命題與作文指導，這幾年無論聯招或是獨招都頻繁出

現，如果可以，建議多去國語文學科中心找範例，並請每個範例都做一個自

己的出題版本，這個模組只要熟練了，一旦考出來就可以馬上應答。而假使

你平時準備時間有限，或是只有三個月以內的時間可以衝刺，建議勤寫考古

題，然後把核心古文 15 到 40 篇背到滾瓜爛熟，用題目實戰去瘋狂的堆疊

記憶與手感，另外，除了基本的教材跟參考書，有一些課外讀書也務必參考，

往往是申論的部分的靈感來源。 

（三）參考書目 

課內方面，實習時如果可以，詢問你的指導老師是否有多的備課用書或

是教師手冊，實習時是最能輕鬆、有時間準備的，很多強者都是在實習時累

積自己的底子與經驗，因此才能一舉中第，而如果你在職，把握科內的共備

時間，常常參加各種研習或交流，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而每年的學測、指

考考題，自已除了要做過以外，也要深層去思考，如果讓你解題，你會用什

麼方式去引導學生，這方面的題目在 111 年的獨招或是聯招經常出現，甚至

身邊有同事在複試時遇到評審提出這類問題，務必好好先準備。另外，素養

命題雖然連出好多年，但似乎沒有要就此消失的意思，輪到你出段考題時，

可以自己去參考坊間的參考書或是國語文學科中心的資料，同樣的，這套模

組可以先建立起來，在考場上遇到時便得心應手。 

關於參考書目，國文科考試必考的「硬」內容就是文學史、詩詞分析、

背誦等，如果是本科系畢業的，應該會有一本專門的文學史用書，可以從舊

的資料中去準備，也可以重新做一套筆記，萬卷樓所出版的書籍，基本上內

容都很豐富，我自己是有買宋裕老師編著的文學史 600 題，另外，徐弘縉老

師所出版的搶救高中職國文可以說是考生人手一本的，版本上大同小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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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入手一本，用來參考或是做筆記都很有幫助。其他課外讀物，像大家都聽

過的「地表最強國文課」、「國文好好玩」、「用心智圖讀國文」、「找一個解釋」

都是很好的參考資料，許多書目我都是從校內研習所得知的，沒事就多多參

加研習或講座吧！ 

三、複試演練 

複試方面，分試教與口試兩部分做說明： 

（一）試教準備 

剛剛前述的教甄勝利者三類人中，我可能比較接近於第二者，在試教方

面，從大學時就獲得教授肯定，實習時更曾在師大舉辦的試教比賽中拿下第

一名的殊榮，以高中的試教來說，除了看教師的專業底子，我認為這幾年評

審會更想看到你如何在死板的課程中做出新的連結或改變。以我個人來說，

我的每篇課文都會做出一個亮點，備課用書的內容需要參考，但是還要有自

己的觀點與議題連結，舉例來說，在教赤壁賦或是始得西山宴遊記時，就會

連貫到心理學的理論，思考轉念與調適的歷程與方式，或是談到原住民文學

時，會思考階級、結構、我族中心主義等課題，簡單來說，評審都教書比你

久，他們的專業知識不會比你差，因此他們想看到的是一個不同以往的教法，

可以讓他們眼睛一亮，有些人會擔心自己的教法會不會太出奇或是離題，實

際上，只要能做好連結（不是硬想個主題去套），教學就會很流暢順利。 

而在準備方面，我沿用在師大實習時教授給予我們的十五分鐘試教模

板，這部分只要你能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備課方式即可，試教有三大部分要確

實掌握：引起動機、發展活動及綜合活動，想想自己這十五分鐘要講述多少

重點，然後開始設計板書與對話，就我自己而言，我是會設計逐字稿的人，

但有些人是看著板書就能長篇大論，因此沒有絕對標準的準備方式。有些人

會在筆試通過後才匆匆準備複試，這是大忌，因為你會手忙腳亂而且無法確

切掌握課程內容，最好的方式，就是平常在閱讀課內文章時，就先試想你如

果抽到這篇文章時會如何來教學，可以的話，大致將市郊的脈絡寫下並標出

重點，這樣等你拿到複試門票時，便能快速回顧並整理出你的試教大綱。 

專業能力的部分，靠自己去累積，只要找出自己教學的特色與亮點，就

有機會被看見，除此之外，試教時的服裝也是一個重點，不論男生女生，我

認為都要穿著正式但是「方便行動」，想想，你如果是評審，應該不會想看

到一個考生連走路或抬手都不太自然吧…目前在考場上最常見的服裝，男

生多半是長襯衫、皮鞋，正式一點的會繫上皮帶與領結；女生有些會穿裙子，

但切記不要過短，然後上衣也不要透明到可以清晰展現「內在美」，還有，

盡量別穿高跟鞋，據當時在大學修實習課的老師說，走路發出聲音其實也是

大忌。 

（二）口試應答 

在專業口試的部分，無論哪場複試，都要準備自我介紹，但由於每場考

試的規定時間不同，建議準備 2-3 分鐘版本，如果時間不夠就自己刪減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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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評審的問答方面，要避免被問倒的方法就是讓評審「沒有時間」再問

下去，也就是你每一題的回答都盡可能說好說滿，然後千萬不要自己挖洞給

自己跳，實際上評審後面會問你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從你的回答來出題的，

因此回答時要隱隱地把自己的強項透露出來，例如可以提自己曾經帶過學

生做小論文、做科展，或是喜歡參加一些實作研習或工作坊等，讓評審去發

現你的亮點。 

自從疫情爆發後，這兩年很流行線上教學，我這兩年考試幾乎都有碰到

這些問題，新北聯招時，評審問了如果因為疫情無法進行實體的彈性或選修

課程，會用什麼方式來進行而使學生不會枯燥；全國聯招時，評審問用什麼

方法或軟體可以讓學生在線上依然像在實體一樣積極、有學習動機，如果平

常你認真思考你的線上教學，這部分不難回答，不過當線上教學成為趨勢，

需要老師更進一步的去開放自己的軟體操作技能，這部分可以參考溫美玉

老師的書籍或是線上影片來思考。 

有些認真的考生會上網或詢問學長姐蒐集口試的問題，以獨招來說或

縣市聯招來說，常常會問到教學專業知識的問題，這部分如同筆試一樣的做

準備，例如上述關於學測解題就是複試會問的問題，而在全國聯招就以問班

級經營、教育行政或教學方法等居多，因此多方準備在口試方面有備無患，

如果有讀書會，也可以跟其他戰友們輪流模擬面試。 

四、其他建議 

    要考上老師，如果你不是天才，就真的需要非常努力，路遙知馬力，最怕

跑到一半就後繼無力，因此妥善的時間規劃是很重要的，我不敢說我自己有多

厲害，但是我也不是全然的幸運才能上榜，想著當年我克服了傷痛完成心願，

如今我依然努力的在教甄的路上奔波，凡事沒有行不行，只有想不想，希望還

在實習的學弟妹，真心找到前行的動力，如果沒有動力，及早轉換跑道也好，

而如果篤定自己想成為人師，那從此刻就開始準備吧！若你正在代理備考中，

認真備課其實就是認真備考。另外，班級經營雖然在試教時佔比不重，但是口

試時是評審的愛問題，所以趁有機會，好好找出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預祝所

有看到這篇文章的人，都有機會成為你心中的那位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