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甄路上 

歷史學系 110級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蔡宗諭 

一. 前言暨自我介紹 

  依然記得在高中一年級時，輔導老師們聽到我想就讀文史哲學群時驚訝的表情，對於補習班老

師認真的勸阻也歷歷在目。或許是還沒見識過現實的殘酷，當時的我不為所動執意地要往兒時夢想

繼續向前邁進－「我想成為一名歷史老師。」值得慶幸的是，近十年過去了，那抹我心中的熱情還

在，回想第一天喊出願望的我、回首第一次踏進實習學校的景況，雖然歲月漸長，但想從事教職的

心卻從未變過。 

  我是蔡宗諭，目前任職於國立竹東高級中學。我認為我是個很幸運的人，在實習結束後不久即

透過全國聯招考上了歷史科教師。過往兩年中，我仍然在教甄的沙場上奮鬥著，也期望能有更多被

看見的機會。在一次又一次的赴試經驗裡，每當逐漸混淆「考試」與「同學會」兩個名詞之際，我

才意識到原來我不孤單，有好多雙載浮載沉的手，都希望能被握住、期盼能在痛苦中迎來等待已久

結果。 

  自身的生命歷程能否被濃縮成一部考上的定法？在現今教甄場域逐步白熱化，隨著少子化趨勢

而僧多粥少日益嚴重之時，考試儼然成為殘酷的修羅場。要脫穎而出除了努力，似乎還需要很大的

機運，也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吧！故此，若找尋教甄的定法，無疑是緣木求魚。但我

們終將必須成為閃耀的光芒之一，才能在幸運降臨之際成為那名優勝者。因此，透過這篇拋磚引玉

的書寫，希望能替在茫茫人海中浮沉的我們，共同找尋一些可行的方向。但目的地何在？以及如何

走上自己的康莊大道？終究是我們自身的課題了。 

  以下將由幾個面向談起。身為歷史老師，用時間的演進作文章骨幹似乎是最得心應手的方式，

因此我將以實習經驗出發，再論及到教甄的場域。 

二. 初出茅廬：我的實習生活 

  伴隨著我高中成長記憶的，是青澀但又但有一些自大的我。早在高二時我就向自己的歷史老師

預定五年後的名額，我向她保證一定會考上台師大，然後回到母校實習。回顧這段過往，我認為這

可能是我教職生涯中做過最重要也最正確的決定。在台中市立文華高中實習的過程中，雖然免不了

驚滔駭浪的波折，也不斷在學生與老師的身分認同間掙扎，但過程中所學以及培養我的一切，著實

是我能在教甄場域上有競爭力的箇中要素。以下我將就「教學」、「導師」、「行政」三方面分享我的

實習旅程。 

（一）教學方面： 

  大學與出社會在教職上的最大差異，莫過於大學提供吾人大量理論，但空有理論要在教育場域

生存絕非易事。換言之，我認為現場第一線的老師有如廚師一般，過往學習到的知識都是食材，但

唯有透過廚師的手才能變成一道道珍饈。因此在教學實習時多上台磨練，培養屬於自己的教學風格

乃是最重要之事。以下是我在教學方面的幾項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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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有上台機會是好事，可以拚盡全力但不要輕易放棄 

在教學實習中最大的考驗莫過於教學演示，但要做好當天的演示乃是過往一次又一次的上台經

驗累積而成。因此，若老師冒著不曉得進度是否需要重上？以及家長與學校是否反彈？甚至是

上台會不會教錯？的風險時，仍願意給身為雛鳥的我們機會，那我們該做的即是承擔責任，並

且努力做到最好。在半年的實習經驗中，我一直跟自己說「老師願意給我課上是看得起我，不

能辜負她的期望！」很感謝實習時老師的信任，讓我有許多上台的機會，我才能在一次次的嘗

試中慢慢凝聚成現在的我。 

2. 課程媒介的使用，仍以現行教師甄試為主 

我的指導老師上課方式主要以投影片為主板書為輔，但在我實習的第一天在老師的提點下逐漸

有了方向－「我必須練習我的板書」原因無他，乃是現今教甄考場上的要求仍以版書為主，倘

若平常未熟悉相關排版與使用方式，考試時的自亂陣腳並不難想像。雖然在設計板書的過程相

當複雜，但透過不斷反思該如何讓學生更好懂？如何讓課程邏輯性更清晰之時，我也更掌握了

課本的知識體系，對於教師甄試的幫助不在話下。 

3. 留心新課綱之下的新型態課程 

自從 108課綱上路後，教師的工作似乎已經不向過往如此「單純」，為了讓學生能夠在更多元的

課程架構與評量方式中，逐漸發現自身價值與興趣所在。加深加廣、多元選修、自主學習等過

往未常聽聞的名稱，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頭。在實習過程中，老師不斷叮嚀我需要像拼湊拼

圖一樣，找到屬於自己的課程設計方式以及理念，拼湊成屬於自己的素養導向課程地圖。因此

在半年內，我參與了高二專題課程、高二探究與實作課程以及高一的多元選修課程，除了參與

之外，也感謝老師們讓我有上台嘗試的機會，在面對口試問題時幫助匪淺。 

（二）導師實習： 

我認為實習老師很像夾心餅乾。一方面希望學生把自己當老師看，但另一方面必須謙虛地向學

校老師們請教，而此種雙重性在導師實習中更是明顯。實習老師在年紀上的優勢，很容易讓學

生覺得比學校老師更好親近，進而可能失去師生分際、希望實習老師不跟老師說的秘密等。但

從第一次踏進班級時，我即明白地跟自己說「我是半年的過客，不能造成老師未來帶班上的困

難。」因此，比起他們眼中的大哥哥，我更想扮演班級導師跟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在互動過

程中，我逐步思考要視自身遇到這個問題該如何處理？進而形塑屬於自身的導師觀。 

在導師實習的過程中，我告訴自己「只要學生在的地方、學生在校的時間我都要陪伴在旁。」

因此，即便早已沒有早自習存在，但我還是鼓勵同學七點半藝起來學校自習，而我也會在後面

陪他們一起看書。在過程中，除了透過觀察學生生活起居了解是否有需要協助之處外，透過教

師身教的示範，也更能帶起學生對知識以及書本閱讀的風氣。在實習時曾有老師以為實習班級

的導師是我，對我來說這是莫大的肯定。 

（三）行政經驗： 

在許多人眼中，行政實習很像是打雜，但我認為這是免不了的發展。學校在無法讓實習教師處

理重要文件的情況下，能夠參與的只剩枝微末節之事。但若只甘於從事雞毛蒜皮大小的事，那

也失去了行政實習的意義。在過程中，我透過請教師長以及觀察流程，了解學校的活動運作以

及不同位置的思維方式。進而從中臨摹老師們的想法，轉變為自身對行政的看法與見解。而我

認為這才是行政實習的重點。 

舉例而言，我曾參與課程營隊的校外教學。但在過程中，除了盡力將老師交辦事項做好外，也

透過提問與老師的分享，逐漸了解到辦理課程營隊的核心要旨如何訂定？以及戶外活動的經費

來源，更重要的是老師該如何針對學生進行風險管理等。這些經驗對於我目前在竹東高中從事

地方學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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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馳騁沙場：我的教甄旅程 

  我們什麼時候踏入了教甄的殘酷舞台呢？許多人可能會認為是實習結束後。但我認為並非如

此，早在下定決心要成為教職人員的那一刻，我們便已加入這大型廝殺現場。換言之，當我們許下

走上教職的宏願之際，早已開始累積在這場生命豪賭中的籌碼。 

  首先，大學的培育其實是重要的。許多人會認為大學與教學現場脫鉤太嚴重，雖然點出了現實

的一面，但對於大學端知識的培養與專業養成卻過度輕視。以現今教甄命題方式來論，除大型聯招

外皆以申論題為主，但即便看到選擇題也笑不出來，因為其內容的廣度、深度並不在常規中。以歷

史科來說，教師甄試的專業筆試，與大學學習到的專業科目仍有關聯。因此，若能在大學時期厚實

自身的學識基礎，在未來教甄上會更加得心應手。值得一提的，關於中學端裡國高中的命題方式差

異頗大，最需留意的莫過國中端會希望教師更精進教育科目上的專業。在生涯規劃時，這也是必須

一概考量的因素。 

   再之，看見文章的讀者應該都脫離了大學生活一段日子，雖然會有所遺憾，但日子終究無法

倒轉。因此，若要在離開大學端之後持續累積自身的教甄實力，以下的若干方向也許能成為指引：

以歷史科來說，廣泛閱讀課本是最重要的基本功。要在短時間內掌握課程綱要內容，以及課本的編

排模式，莫過於瀏覽具有代表性出版社的課本。建議能用其中一本當作主要讀物，例如第一冊選擇

三民書局，將本書相當細緻的讀熟後，再瀏覽其他出版社的課本，此時只要將該出版社有，但三民

版沒有的內容補上，就可以快速整理出現行歷史課本的大略知識點。不可諱言地，廣泛閱讀對於教

甄有相當大的幫助，特別是需要留意「經典書籍」以及「新出版的專業書籍」兩者。從歷史科最近

的教甄考題看來，命題官愈發著重考生的閱讀廣泛程度，例如在課程設計題目中要求作答者提供數

本參考著作。此時若能點出令人眼睛一亮的參考著作，想必能為自己加分不少。以自身為例，在實

習過程中讀的歷史書籍量不亞於大學時期一個學期的量，所求只是在面對考試時能更加游刃有餘。

第三點，練習考古題有必要，但也不需過度執著。在練習的過程中，一方面能掌握近年來考試的趨

勢，例如那些熱門的概念常考？以及在新課綱下哪些類別的題目因孕而生？另一方面要練習自己的

書寫速度以及答題策略。最重要的心法是「寧願每題寫八成寫滿整份，也不要虎頭蛇尾。」若在筆

試中未完成全部試題，除非前面題目寫的出奇精彩、力壓群雄，否則等同失去進入複試的入場卷。

因此，寫完題目、如何分配時間都需要練習。但考古題中終究有些題目很難再出現，因此只將標準

答案如同「背誦」般記錄下來只是徒勞，重要的是透過與他人討論的過程中，找出尚未讀到的知識

盲點以及了解先進的答題邏輯，並將知識內化為屬於自己的素材，如此才能在每次面對考題時找出

最合適的素材，就像優秀的廚師總能找出當季時令最使人垂涎的特色，化成色香味俱全的佳餚。 

  知識的建立乃是朝朝暮暮、點點滴滴而來，但並非每次考試都能順心如意。因而，在面對教甄

的超級窄門時該具備何種心態？這反而是能支撐自己走過苦痛道路的指南針。其中最重要的是，要

請反思自己到底為何想當老師？以及老師這個職業對你來說是什麼？看似相當形而上的教育哲學，

卻可以是教師旅程中的北極星。以自身而言，經歷過實習與兼課後，我更堅信我自己想成為一名教

師，因為喜歡跟學生互動的過程，不僅是上課的知識傳授，還有分組活動時帶給我源源不絕的腦力

激盪，更甚者當學生課餘時間遇到我，溫暖的招呼或是頑皮的玩笑，都使我覺得教育是如此溫暖，

而我想成為傳遞溫暖的一份子。評估完這一切後，我認為這些熱情堆疊起的動機足夠我付出五到十

年，換言之，這是我的停損點。教師這個職業在我心中雖有崇高的理想性，但不可諱言地，它終究

是個「職業」。我們能為一份求職堅持多久？過程中的養家糊口問題，以及生涯發展都是迫在眉睫的

現實考量。因此，最重要的是，我們反而該思考屬於自己該喊停的時候何在？若將所有人生資本都

投注在教師甄試這場投資報酬率不高的賭盤上，我們又該何時退場？又能在退場後留給自己的生命

多少？我認為五年後可以慢慢將重心轉向探索自己興趣，人身為一個複雜且難懂的生物，總有一處

是能發出耀眼光芒的地方，只是可能剛好不是教職這條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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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準備教甄過程中另一項考驗為備審資料的準備。坊間流傳的標準配備為一本教學歷程檔

案加上一份三折頁作為宣傳方式，但依個人經驗看來，三折頁的存在必要性遠比歷程檔案低許多。

只要將教學歷程檔案中的目錄頁完整羅列，評審也能迅速找到感興趣之處，並且提出對面試者的疑

問。故此，備審資料需準備那些內容就攸關考官對吾人的看法，建議能如同前述，網羅並蒐集與新

課綱相關的各式課程，並且將設計歷程以及學生反饋展示出來，使教學活動與師生回饋能躍然紙上

形成美好的教學畫面。另外，口試的訓練也是重要的，最好的練習模式為請教學校中曾經擔任評審

或是有兼任行政職的先進前輩，透過不斷磨練與規劃，建構最符合自身的自我介紹以及答題模式。

過程中也建議能多善用課綱提到的精神與名詞，對闡述自身教學觀念時會有所幫助。以下附上參與

全國聯招時的口試題目給讀者參考： 

• 你覺得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是什麼？你會怎麼形容他？ 

• 你覺得歷史學科的核心素養是什麼？ 

• 蔡老師你的大學第二名畢業，想必很有學習熱忱，但未來面對沒有學習熱忱的學生你會怎

麼做？ 

• 面對學生用手機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 過往參與行政的經驗雖然不多，你有什麼體悟？你覺得你適合哪個行政單位？ 

• 蔡老師你非常年輕，才大學剛畢業，你的人生觀是什麼？能帶給學生什麼增長？ 

• 最後，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自己的話，你會用哪一句話？ 

 

四. 結語：如何生存 

  經由前段文字，或許勾起了教甄的辛酸與無奈，但只要還轉換跑道的死線還未到來，都還在點

點滴滴地累積屬於自己的教甄武器。過程中除了上述的累積方法之外，擁有安定心靈的力量非常重

要，不論是現實中的情感依附，或者是形而上的宗教寄託皆能成為一路上披荊斬棘的後盾。都在教

甄路上的我們，彷彿在看不到盡頭的長廊往前邁進，總期望會在開啟一扇窗後遇見鳥語花香，但總

在痛徹心扉的寒風刺骨中重新站起來。本文終究無法提供考上正式老師的定法，也只是屬於我的生

命歷程之一。但希望能透過生命經驗間的碰撞，讓我們都能在教甄的漫漫長夜中生存下來，也衷心

希望能在滾滾紅塵中看見黎明破曉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