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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努力越幸運：特教教甄心得分享 

特殊教育學系 110級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陳孟婷 

 

  在教職路上努力的未來教師你們好，以下會跟大家分享，這 4個月以來的

教甄準備方式，以及心態調適的策略，希望這個分享，能夠為你們帶來一些收

穫與力量。 

  教職之路不簡單，當經過了大學四年的師資培育，以及半年教育實習，難

免會有種「我都已經花了這麼多時間，這麼多心血，不當老師會不會很可

惜？」但在真正要踏入教師甄試之前，我們可以靜下心好好思考，這條路是不

是真的自己所愛？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從準備初試，以及各個不同階段、類型的複試，其

實每一場都需要帶著滿滿的熱忱以及強大的抗壓性，如果不篤定自己對教職的

愛，每打一場仗，可能都會讓你傷痕累累。 

  所以決定要踏上這條路的你們，一定要記得自己的初心，奮力一搏。 

  以下我會分成初試以及複試篇，為各位介紹我的準備方法： 

壹、 教甄初試準備方法 

  先簡單介紹我的初試準備時程，一般來說，第一場教甄初試會辦在

三月，我也很幸運的考進了全國第一場複試。為了讓自己有更多時間準

備，在教育實習後的寒假，我就會重拾書本，開始準備初試。 

 

一、準備時程表 

時間 準備方向 

1~2 月 ★大量練申論題 

  我們讀書會當時是向學長姐們要整理主題後的歷屆

申論題。 

1. 比方說會把轉銜、行為問題、障別等等做分

類，讓同一個概念可以更有系統地做整理。 

2. 可以安排讀書計畫，讓每個主題都練習過一

次，這樣可以更知道自己比較不理解哪些地

方。 

3-4月 ★申論題-針對自己比較不熟的部分做練習 

  像我當時覺得規劃行事曆、行政等部分，我比較不

熟，所以會在這個時期加強練習。 

1. 讀書會中請夥伴看一看你的申論題有沒有哪

裡有問題，並一起擬出最適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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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準備方向 

5-6月 ★70%選擇題+30%申論題練習 

  5-6月後有各縣市的國中聯招，而題型都屬於選擇

題居多，當然這期間還是有些以申論題為主的獨招，

我的建議是如果國高中都想拚，那就都要去練習。 

1. 利用阿摩 vip來刷題，可以約束自己只要拿到

手機就要做阿摩題目，依個人學習習慣，可以

利用錯題本功能或是手寫筆記，錯的題目一定

要再次複習。 

2. 教甄某些選擇題會出現不同考卷同個題目卻不

同答案的 bug，所以對有爭議的題目，一定要

拿到讀書會討論，或是詢問教授們。 

7月 ★依考科自由選擇練習內容 

  這個時間基本上教甄都差不多考完，或是已經剩複

試了，但還是有像中區聯盟的初試會是在七月辦，此

時可以彈性的選擇要練習的題目。 

 

      二、申論題與選擇題的讀書策略 

       1.申論題 

    在書寫申論題時，一開始一定會很驚慌失措，所以別緊張，慢慢

來，先看阿摩上面的摩友怎麼寫，然後自己先抄一遍，練習每一題都要

用架構去回答，以下分享幾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標號 

要注意一、(一)、1.、(1)，這樣的書寫方法，才會讓閱卷老

師覺得你是有條理在回應的，切忌滿滿的流水帳也沒有排版。 

 

(2)  參考課本與法規資料 

    在書寫時可以適時引用一些學者有提到的重點，或是法規，

比方說教學策略上就可以參考鈕文英老師的《啟智教育課程與教

學設計》；舉證時也可以寫根據《特殊教育法》……會讓自己的

論點不那麼單薄，也可以看出你對特教的了解。 

 

(3)  教學方法舉例 

    在寫教學策略的時候記得把自己可以怎麼做寫得更具體一

些，比方說為 ADHD 的學生做座位調整，可以多補充會將學生

的位置換到靠講桌、不靠走廊等等，以及這麼做的原因。這樣可

以讓你看起來更加有教學經驗。(把你教育實習遇過的學生帶來

考場應試，寫出來更加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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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字數 

   建議大家提升自己的表面效度，多寫一點至少閱卷老師能感

受到你的用心，如果內容更棒，就會有滿滿的加分效果。 

 

    2. 選擇題 

     選擇題比起申論題，讀書策略更加簡單，每天讓自己多練幾題，然

後勤奮做筆記，手感會更快練出來。(尤其對於喜歡在床上躺著讀書的

人，刷題其實還蠻療癒的。)以下分享我利用阿摩刷題以及記憶的方法： 

 

   (1) 「循序漸進」功能 

      考科當中的教育專業什麼都考，什麼都不奇怪，所以我的策略

是，大量大量的去刷，起床先做 100 題，吃完飯後再做 200題，用意

志讓自己做完要做到的目標。 

    從最簡單刷到困難，做久了，就算是再刁難的題目，都可以靠著

培養出來的「直覺」選到正確答案。 

 

(2) 錯題再複習 

    一定要定時回顧自己錯過的題目，每 2周我會回顧一次自己做錯

的題目，幫助自己加深記憶。 

 

貳、 教甄試教準備方法 

  如上述所說，我從全國第一場初試就進了複試，所以準備起來只能

用兵荒馬亂來形容，在口試基本上沒有練習，也對考科一竅不通的狀況

下，一定要先穩住腳步，然後告訴自己之後會是初試、複試同時去練

習，給自己一個心理準備。 

  以台師大為例，我們可以選擇國中階段以及高中、高職階段，而這

三種類型又可以區分得更細，因為我這兩種階段都有練習過，以下跟大

家介紹我的複試準備方向： 

 

一、試教準備方式 

階段 試教準備方向 

國中資源班 1. 熟讀 7、8年級國文、數學課本。 

(英文科目前只有桃園國中聯招考過……) 

2. 蒐集資源班常見的障礙類別以及行為問題。 

3. 差異化教學並結合學習策略。  

國中特教班 1. 了解現在生活的必需技能，比方說交通、使用網

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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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試教準備方向 

2. 語速練習變慢，說話要更加簡潔不抽象。 

3. 增強板也要有活潑的感覺，並且也要配合大量的

社會性增強。 

高職特教班 1. 服務群科的範圍真的太廣，如果不了解職業技能

的，可以現在開始慢慢了解，如:洗車、園藝、餐飲

服務等等。 

2. 技能要步驟化，配合檢核表，試教當中最好要有

實作的部分。 

3. 可以搭配同儕教導的教學策略，學生未來進入職

場也需要學會團體合作。 

 

二、試教應戰心得 

    我今年參加了四場複試，兩場服務群科、兩場國中資源班，而不同

階段的考法也有差異。 

  1. 第一場：新竹某綜合高中服務群科 

   這是全國的第一場教甄，因為我對服務群不了解，所以這一場

我就抱持佛系的心態去考，考科是服務群科群專業科目加特殊需求領

域，所以範圍很大，我們也很難料到會出什麼。但意外的是我在複試

考生當中還是有中間的名次，所以每個評委看的點都不太一樣。 

 

(1) 抽籤：後來詢問其他考生之後，發現就是給一個科目自行設定

要教的內容，我那時候是抽到「服務導論」。 

 

(2) 專業問答 :有些評委會問一些可能跟課程內容較為無關的題目，

比方說我那時候被問，如果上課的時候有學生突然跑出去會怎麼做

之類，就有點結合口試的部分。 

 

    2. 第二場：台北高中職 

  台北高中職的複試很特別，針對你想要報考的學校，考試的方

式、評分標準也會有所不同，我那時候報考的學校就規定要顧客服

務以及清潔這兩科，有了在上一場的經驗，也大概知道服務群科的

試教模板，主要用說明→示範→演練（實作）→回饋。 

(1) 抽籤：這一場的籤很齊全，包括要教什麼、教學目標、學生的

樣貌都有，但也因為我自己以前在國中實習，對於服務群科真的沒

多了解，題目有抽到讓我滿頭問號的「超商冰箱清潔」，所以備課的

那 20分鐘真的煎熬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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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分享，就算抽到再不擅長的考科，也要好好穩住，然後

靠著先前練習的模板上，我記得那時候我太緊張，所以很多東西都

忘記，想當然成績也不太好。這邊也提醒大家「心態調適」的重

要，站上去的自己就是一個老師了。 

 

 (2) 專業問答：參加這麼多場以來，專業問答都是我最不擅長的，

會提問的包括為什麼會這麼教？你的教學目標？這一堂課適合放在

幾年級等等。所以平時試教完一定要練習回答這個，我認為遇到這

個問題可以先大概總結你剛才用的教學策略，再來回答這麼教學的

原因，最後提出下一堂課或是之後的長期目標為何。 

 

3.第三場：桃園國中聯招 

  因為去年各縣市國中聯招都停開，所以桃園國中今年在特教開

了 21個缺，而考科也相對單純，就是國、英、數各三個單元準備一

份「類完美教案」，因為從公告單元到實際複試只有短短三天時間，

所以那時候就打團體戰，共同備課、製作教具。 

  (1) 抽籤：基本上在那三天，九個考科都會練習過，所以只要穩

穩地上就好，不過九個裡面總會有幾個不擅長的單元，就像我適合

教國文，但在國中教甄當中永遠都抽到數學，這邊就很看運氣問題

了。 

 

 (2) 專業問答：我記得我教完後，覺得一切都很 ok、差異化也做

得很明顯，不過專業問答當中，評委問了我一個數學教材教法的問

題：「為什麼複習不從分配律開始？」當下因為我真的沒好好研究過

數學脈絡，所以也有點避重就輕的回答，儘管這場的口試分數很

高，但試教分數就變低了。 

  在這邊要提醒的是，如果是資源班的考科，必定要好好研究學

科教材教法，因為在專業問答時如果答得不好，很容易被評委發現

自己不夠專業。 

 

4. 第四場：新北國中聯招 

  新北國中聯招從初試到複試考科都非常的「特別」，複試很常會

直接給一個題目、學生人數，請你教學（而且範圍極大，但每年可

能都有調整，所以這邊我不贅述了）。 

  我抽到了等差數列，但是新北又不希望變公式教學，所以設計

教材上面要非常素養，讓學生可以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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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甄口試準備方法 

    口試很看評委的口味，我認為 50%看你的人格特質、40%看你的

專業程度、剩下 10%是你的儀容、談吐，某些學校也可以帶上你的備

審資料應試，不過我考下來，基本上國中聯招都不能帶，所以以下我

就先不提備審的部份，也整理了我認為口試時的幾個重點： 

 

一、你是怎麼樣的老師？ 

  口試就像行銷，所以評審想看的是你未來進入教學現場後，會呈現

的樣貌，所以在「自我介紹」上，可以放一個你與學生互動的小故事，

或是你的生長背景、想成為特教老師的原因，如果講的動人的話一定也

很加分。而我當時是拿我原住民的背景出來講，連結到跟特教的關係，

所以也是一個記憶點。 

 

二、你可以帶給學校多少？ 

  這是評委很看重的部分，題目種類可能包括班經、行政、與專團人

員合作等等。而這些問題其實都回到「你可以帶給學校多少？」評委要

看的是你對學校、學生付出的熱忱，以及你個人的能力有多少，所以這

邊可以舉一些你曾經在教學現場有做過的事、得過的獎，具體的表達出

來，也會讓評委覺得你足夠擔任教師的角色。 

 

三、你懂得有多少？ 

  有時候口試問題會問一些現在推行的教育政策，所以一定要隨時

FOLLOW 各縣市以及教育部推出的計畫，像是在新北教甄當中我就有被

問到「生生用平板」的新政策，這邊就考驗你有沒有足夠的知識了。 

 

四、你的溝通表達能力如何? 

    我認為在回答每道題目時，評委也會看你夠不夠穩定、咬字、談吐

夠不夠清晰、講話有沒有條理… 

    教師是一個需要兼具人格魅力，也要將這些知識整理成有組織並且

表達出來的職業，所以在說話時儘管很緊張，但也要保持微笑，並且利

用申論題的方法：列點、簡潔有力的回答，才顯得自己教學上面也有能

力讓學生可以聽懂。 

 

  不過就如我上述所說，口試非常主觀，我在桃園國中的口試成績很

高，但在新北國中的口試成績就普普通通，所以真的很看你當下的反

應、被問的問題、評委喜不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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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屬於在口語表達上有時會比較凌亂的人，但是請記得，一定要

找讀書會的夥伴聽你口試。在勤加練習之後，我可以從講得一篇流水

帳，到後來能有架構的回答每道問題，相信各位優秀的未來老師們，一

定也可以的！ 

 

肆、 心態調適 

    還記得考教甄前，總覺得只要把書讀好、試教跟口試練好，在今年

缺額不少的狀況下，上岸並不是什麼難事。 

    而實際參戰過很多次的初試、複試後，要從失敗的低谷再次爬起

來，把自己的戰鬥值再拉到最高，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儘管 4個月我總是將全部的精氣神投注在教甄當中，不過一場又一

場的成績不理想，總是和正取擦身而過的我，難免心底會不斷質疑自

己，渾身帶著滿滿的負能量，但也因為經歷了這些起起伏伏，才知道一

定要堅定的告訴自己：命運會安排你到最好的地方。 

  我是在桃園國中聯招上岸的，但當時桃園的第一次分發只有備取，

所以我繼續考了新北國中，但也沒有上榜。崩潰之餘，我也找了代理的

職缺，但那陣子每天都提不起勁，看著同屆的同學陸續上榜，心底難免

會有些失落。 

  而奇蹟的事情發生了，後來桃園的二次分發，因為我的好同學提醒

了我要填寫備取分發，我才幸運的分發到楊明國中，成為正式教師。（注

意考試簡章真的很重要！交到好朋友也很重要！） 

  在考教甄的這些日子，我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幸運，才會不斷地進入

複試，卻又不斷地在複試中落榜。（那陣子真的用以淚洗面來形容，每落

榜一次就會用掉一包衛生紙的程度，也不斷地找朋友哭訴。） 

  但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緣分」，它會帶你到你適

合的地方。但在那之前，我們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努力地充實自己的

專業知能，更要相信自己能成為一個好老師，繼續等待伯樂的出現。 

伍、 結語──越努力越幸運 

    「越努力，越幸運。」是我認為在什麼地方都適用的一句話。教甄的

確不是你付出得越多，就可以有好結果的，畢竟變動的因素很多（考科、

當天情緒身體狀況、有沒有得評委眼緣……）但當自己因為足夠努力而變

得強大，相信不論怎麼樣的難關，都可以順利突破。我當時也是告訴自

己，為了在同一所學校看著孩子們三年來的成長，所以我一定要變成正式

教師。上榜後不代表學習的路就此停止，繼續充實自我，並且時時回首這

份工作的得來不易，背負教師的使命一直走下去。 

    祝福大家，能夠去到自己適合而且喜愛的地方，實現教師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