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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教師之路：從平凡通往不凡 

數學研究 110級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楊清源 

 

    在成為教師的這條路，因為高中學習數學的經驗，讓我想成為一位有特色、能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數學老師，於是，在大學及研究所期間為此努力，並於實習期

間及代課時，把握機會嘗試多元的引入方式，確定自己的特色所在。 

    特別是，教師甄選除了讓評審看見自己在教學、行政、導師三方面的熟稔程度

外，吸引評審注意到自己的特色亦不可或缺，以下將呈現不同階段我是如何規畫實

踐。 

 

壹、 大學及研究所階段 

    為了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結合數學、歷史、文學等興趣出發，同時，思考

當前及未來的教育政策需要什麼樣的數學教師？為此，在大學與研究所期間修課、

擔任教學助教，發想能引起高中生興趣的課程內容，在開闊視野的同時提升學生能

力。另外，積極參加校外比賽、研習，利於進入高中端之前增進教學經驗及指導「加

深加廣、自主學習、多元選修」之課程。 

    以下按「掌握教育政策」、「修課與擔任教學助教」、「參加研習、比賽與讀書會」、

「與高中母校保持聯繫，奉獻所學」和「教師檢定」依序說明。 

 

一、 掌握教育政策 

    透過修習教育學程，得知 108數學領綱強調「數學是一種語言、實用的規律科

學、人文素養」和 2030年國家的雙語政策後，從而藉著在大學修課，學習教授們

對於政策所設計的教學法。這是我們在師大具有優勢之處，比起在職老師，可就近

了解教授們對教育政策的看法與如何實踐，直到進入職場便不用再多花時間摸索、

嘗試。 

 

二、 修課與擔任教學助教 

    根據興趣及前述觀察，大學時選修「小說與電影中的數學思維」、「數學史」，

學習數學和其他學科的連結，為跨領域做準備。後來因為論文指導教授正是開課教

授，我有幸成為課程助教，從而學習從教師的觀點設計課程及班級經營。 

    另外，很幸運大學修到陳育霖教授開設的教育議題專題，雖然課堂圍繞在物理

的探究與實作，卻學到如何實驗、建模、帶領學生討論，從物理現象蛻變成抽象的

數學公式，這正是為跨領域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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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學畢業前夕，也修習數學系開設的 IB課程，了解未來教師要如何以全英

文授課，把握機會詢問教授對於高中教育現況，該如何逐步實踐雙語政策?剛好我

在教甄面試時，面試委員問到我對雙語政策的看法與如何實踐，除了從林子斌教授

著《雙語教育：破除考科思維的 20堂雙語課》回應，更重要的是，實際可以怎麼

做，而我的回應是「首先，在課堂上引入數學名詞的英文。次者，參考國外 IB教

材的數學題目，先翻譯成中文給學生閱讀及練習圈出關鍵字；若練習幾次後，由我

們提供英文原文閱讀及其中的關鍵字詞，助於閱讀理解。」上述回應須符應學生程

度，隨著學生數學及英文程度再做調整。 

 

三、 參加研習、比賽、讀書會 

為了發展自己的教學特色、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善用學校資源、把握機會參加

科技、計算機融入教學、科普寫作、數學史融入教學等研習、勤益科技大學舉辦的

文以載數比賽，以及積極投稿師大圖書館舉辦的讀書會，規劃要研討的主題、書籍

資源、研讀時間及最後成效。實際上，這些經驗助於我設計多元選修 18周的課程，

尤其在教甄面試之前，從課程計畫書盤點學校開設的多元選修，進而設計出更符合

該校學生的課程。 

 

四、 與高中母校保持聯繫，奉獻所學  

    定期與母校的老師保持聯繫，交流大學端學習的教學法及高中教育現況。譬如：

與數學科老師討論 108課綱的影響與改變，現職老師會如何因應?大學修課要特別

留意哪些來因應?我記得我的老師以他當面試委員的經驗詢問我：「如果你要開多

元選修課程，你能開什麼課程?你希望學生學到什麼?18周規劃又是什麼?」 

當時剛好國文科協同數學科規劃閱讀數學科普書籍及撰寫心得作為寒假數學

科作業，因為我的論文是研究優良數學科普書指標，我從現有的推薦書單及對學生

程度的了解，針對高一、高二社會組/自然組、高三社會組/自然組，規劃五類的書

籍作為寒假數學作業的書目。後續成果也在 2020年台北市教育博覽會：跨科合作

「閱讀與理解」的攤位展出，而我以校友身分出席，向有興趣的觀眾介紹數學科普

書如何挑選、書籍內容大意等，從而有初步獲得數學與國文的跨域合作的經驗。 

 

五、 教師檢定 

    我在大四上學期的 11月開始準備教檢，首先，一開始先寫當年度的教檢考題，

對照阿摩網頁上的答案，了解自己對哪些內容不熟，瀏覽教程的用書，加以訂正；

國文則閱讀《搶救國文大作戰》，複習生澀的字詞、字音及考卷常見的考題。 

    次者，直到寒假期間，參考網路上 Sharon筆記及師大教檢筆記，專注在自己

的弱項，視自己閱讀的進度，定期寫一份考古題，寫考古題的順序是由 107 年至

100 年，並控制自己寫一份的時間不超過 60 分鐘，寫完後至阿摩查詢自己錯的題

目並紅筆訂正，其中，訂正各科的問答題尤為重要，書寫時以自己讀過的內容回應

並加以闡述。國文科則繼續研讀《搶救國文大作戰》，比較特別的是，我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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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練習寫作文，因為書籍是短篇故事集，可花短短時間在閱讀及書寫摘要、

紀錄名言佳句及閱讀心得。 

    直到 3-6月，除了和同學們組讀書會之外，也經常瀏覽自己寫過的考古題，特

別是問答題的答案可能隨著自己閱讀書籍、教育政策、和同學討論而有新增、修正。

並且，為了準備當天考試要複習的內容，我會用幾張 A4紙按照各科寫下易錯、易

忘、必考的重點，譬如：教育心理學的各家學派重點、教育法規。 

 

貳、 實習階段 

    半年實習，前兩個月屬相對輕鬆的階段，是最能夠準備教甄筆試的時間。後續

四個月，有觀課、議課、教學演示；在行政及導師實習亦有不少任務及活動需要完

成；此外，返校座談、校外研習也要參與，於是時間顯得相當寶貴且不足。 

    這段期間該如何規劃以準備教甄筆試及面試呢?我認為抱著「以終為始」的方

式安排是再好不過的，我的目標是在實習階段熟悉教材、學習多元且有助於學生學

習的教學法、練習擬定多元選修課程大綱，以及投稿教育實習金筆獎，所以養成每

天都寫工作日誌的習慣，紀錄任務完成的過程、站在行政和教師的立場思考如何讓

學校更好。在完成實習作業的同時，按照教學、行政、導師和研習四個方面撰寫金

筆獎檔案，這能有效率準備教甄自傳及教學檔案，更準確地寫出自己的特色及經驗。 

    以下分成四個階段：「預備階段(7〜8月)」、「見習階段(9〜10月)」、「實務階段

(11〜12月)」、「統整與反思階段(1月)」說明實際如何安排。 

 

一、 預備階段(7〜8月) 

    這個階段主要練習《高中數學 101》以及快速瀏覽高中數學課本的內容，藉由

練習題目確保自己熟悉課本內容與否。此外，精讀第 1、3、5冊的數學課本內容，

特別針對教甄常考的試教單元，從線上的教學影片找尋合適且能引起動機的教學

手法，留意新舊課綱之間的差異及改變重點，思考學生的迷思概念及錯誤類型，從

而準備 15-20分鐘的教案。 

 

二、 見習階段(9〜10月) 

趁著自己是實習教師的身份，我除了在數學科觀課、議課，還在 108課綱新增

的彈性課程、校必課程觀課，以了解更多元的教學手法，把握機會向有經驗的老師

求教，當時也有上體育班的課後輔導，於是設法將所見所學融入自己的教學中，譬

如：數學小說與數學電影、數學史、科技融入其中，最後歸納出自己的教學省思，

進而在教甄面試時，有實際教學經驗與省思。 

此外，為避免自己因怠惰而未能準備教甄，在返校實習時，要求自己參加教甄

模擬面試、模擬試教。為此，與實習夥伴一同準備「三折頁」及「試教單元」，透

過分配 1-6冊的教材內容，降低準備的壓力，而且經過互相練習得以看見自己的盲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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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務階段(11〜12月) 

在教學演示結束後，便有較多時間準備教甄筆試，準備方式為與實習學校的代

理老師、實習夥伴一起寫全國高中正式教師甄選的考古題，設定每兩週寫兩回考題，

並從MathPro網頁找詳解訂正，事後討論題目的特殊解法與常見考題，整理出屬於

自己的考前重點筆記。 

    我整理的步驟是（1）將錯的題目依據《高中數學 101》及吋絲1的題目分類，

了解自己尚未熟練的單元，（2）再從《高中數學 101》及吋絲大量練習該單元的題

目，（3）最後用 A4紙撰寫易錯單元的重要公式、近幾年的考題與計算過程，及從

《數學傳播》等期刊或論文，找到一些已經整理好的延伸閱讀，其中可參考

MathPro 提供的算法，對照自己的計算過程，判斷哪種方法計算起來較有效率、

而且考試當下想得到的。 

 

四、 統整與反思階段(1月) 

這個階段我與校內、外老師合作開發「數位與人文的跨域結合」的教案比賽，

體驗跨校合作與實踐教案的過程，尤其紀錄參加比賽的心路歷程，更可作為教甄面

試時，藉由故事證明自己願意嘗試、願意跨科的熱情。最後，在實習的尾聲，師長

們建議我開始整理這半年所學，依照自己的興趣設計簡板的多元選修課程，並在完

成實習作業之餘，慢慢撰寫金筆獎。 

 

參、 準備教甄階段 

實習結束後，緊接著於 4-7月服兵役，礙於時間與空間受限，軍中較方便準備

筆試，也考量剛完成實習，教學經驗肯定遠不及其他想競爭正式教師一職的前輩，

所以對於報名北市、新北聯招是抱著熟悉考試流程、練習筆試的心態。試教及面試

資料是假日才有空閒準備。以下說明自己如何練習筆試及試教、面試。 

 

一、 筆試 

(一) 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針對 4 和 5 月的北市聯招和新北聯招，練習近五年份的全國、新北及北市的

考古題，寫完須要訂正、檢討、做筆記方式如同前述，於是，考試當天只要看自己

做的筆記。 

    考試中，根據題數與時間，平均做完一題是 10分鐘，所以不要被卡在同一題

太久時間，應該先寫會的且確保自己寫的不會錯，目標答對越多題目越好。 

    考完後，考卷及答案公布後，自己設定 1.5小時再練習一次，並到MathPro或

朱式幸福的網頁，查詢其他人的解法，訂正自己的錯誤、學習快速且考試當下想得

到的解法，並歸納進自己的筆記中。 

                                                      
1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tsusy.wordpress.com/2013/01/04/%E6%95%99%E7%94%84%E8%A9%A6%E9%A1%8C%E6%95%
B4%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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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校代理教甄 

    6月以後的代理教甄是根據報考學校撰寫其歷屆考古題，在MathPro或朱式幸

福都有試題及詳解，寫完再做訂正、寫下筆記。然而，這樣的練習量遠遠不夠，因

為我在考第一間代理的筆試時，原本是按照正式教甄的準備方式，考試當下發現題

目類型迥然不同，正式教甄的題目大多是如果你知道某些題目的公式、延伸結論，

會做得相對輕鬆；代理教甄則是著重在「證明課本上的公式、定理」和「學生學習

時，會遇到哪些迷思概念、身為老師要如何解決。」相當需要實際教學經驗，實習

時可以歸納迷思概念、常見的錯誤類型。 

    考完後，考卷及答案不見得會公布，我會特別記下考試當下不會的題目，考後

和同學一起討論、找尋網路資料，找出解題思路。 

    因此，經過第一間代理教甄筆試後，我除了練習該校的考古題外，也練習朱式

幸福中 110-111年各校代理的題目，並著重課本證明及學生易錯的概念。經過大量

練習不同學校的考題後，考其他間代理時，便會遇到幾題剛好寫過的題目。   

    關於筆試成績要多少才能進入複試？我的經驗是想辦法拿到 60分是最保險的，

除非是考卷上的每個題目都很難，那麼，考試策略是「先求有，再求好」，確保自

己寫的題目沒有粗心錯，再前往下一題。另外一個重點是，考試的答題時間要分配，

先瀏覽題目，數一下總題數計算平均一題要寫多久，再看哪些會寫，最後找容易拿

分的題目，以達複試門檻。 

 

二、 試教 

    針對學長姐們、返校座談演練的模擬試教、同學考代理的經驗，了解哪些單元

容易被抽到，以高中數學來說，譬如：三次函數的圖形、點到直線的距離、相關係

數等。事先該如何準備呢?我會先將一張 A4 紙三等份，依序寫出（1）標題、（2）

課程目標、（3）引起動機的例子、（4）例題安排、（5）形成性評量。示意圖如下： 

 

 



6 

其中，將 A4紙分為三等份的用意為，黑板由左至右的版面，事先在紙上練習好，

便能在上台前記住要寫的內容，另外，最下方的位置是提醒自己這塊板書的重點，

或是要向學生澄清之處。然而，並非每次都會抽到自己有準備的單元，只要多次練

習書寫三折頁的流程，未來看到新單元只要按此流程就能在現場花 20分鐘規劃並

熟記流程。 

 

三、 面試 

    首先，在紙本資料方面，根據金筆獎投稿內容製作三折頁、教學檔案，其中，

三折頁包含自己的學經歷、得獎、研習經驗、教學理念及如何實踐於教學、班級經

營上。教學檔案呈現自己在跨領域、體育班和普通班的數學課紀錄與心得反省；最

後，還會準備多元選修的 18週課程綱要及簡要實際上課內容示範。 

    次者，在口試方面，我會寫一個 2分鐘自我介紹，說明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學

與班級經營的經驗與理念如何結合，並請評審搭配紙本資料，從而證明自己所言不

假。 

    總結這幾次面試，評審通常會問「從實習、代課的經驗中學到什麼?有遇過哪

些印象深刻的事?」另外，評審常常從履歷及三折頁，詢問「雙語教育」、「數位教

學」、「跨科合作」、「多元選修」該如何實踐，若能事先點列重點，在講述時會顯得

自己條理清晰、有備而來。 

    最後，代理教甄職缺往往要擔任協行或導師，建議在面試之前，詢問認識的老

師關於行政、班級經營的經驗，並想想自己在實習所見所聞，簡單寫下幾個印象深

刻的故事與其中的反思，延伸出自己想要為面試學校貢獻自己的哪些所學、讓學校

更好，這勢必要對學校有一定的認識才能提出，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搜尋學校網頁、

課程計劃書及向熟悉的老師們打聽情況，以增加對學校的了解。 

 

肆、 總結 

在實踐教師的路上，並非一蹴而就，即便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對我來說卻甘之

如飴，因為對教育的熱愛，讓我可以堅持下去。進入教育圈後，穩定且固定的生活

作息難免會讓人失去上進心。時時要提醒自己「莫忘初衷」，練習抱著好奇心的眼

光看待事物、勇於嘗試新事物、保持虛心求教的態度，將為自己的熱情注入一股活

水。最後，希望藉由以上的經驗分享，祝福學弟妹們在成為教師的路途上，一切順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