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教師甄試經驗分享──國中輔導科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12級 

江宣妤 

 

壹、 基本資訊 

一、背景 

 畢業系所：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雙主修） 

 教育專長：輔導科與公民科，實習科目為輔導科 

 112學年度上學期進行教育實習，1月底教育實習結束 

 備考期間無代理代課，但有至 NGO進行實習（狀態仍然算是全職考生） 

 一人讀書，沒有組讀書會，筆試全部靠自己 

二、目標 

 自己想去的階段為國中，所以一開始考試的準備是以國中為主，高中為輔 

 後來發現高中準備的方向太不一樣，，原本在猶豫是否要報名全國或新北高中

聯招（因考題有選擇題和國中類似），但後來還是決定全力衝刺國中 

三、前置作業準備 

 近 10年各縣市考古題下載（包含教育專業科目與學科專業科目） 

 整理去年的時程簡章，，大概對考期有個簡單的心理準備，（或是可以看 PTT，、

Dcard往年有好心人士整理出的時程） 

四、時程安排 

日期 準備內容 

112/9-113/1 全力投入實習，沒有讀半點教甄的書目 

113/2 過年，放寒假，這段期間也沒有碰任何書 

113/3 
1. 開始去搜集各科考古題以及議題閱讀相關資料 

2. 讀完 corey的諮商理論就開始刷題策略 

113/4-113/5 頻繁寫考古題與訂正 

113/6 
國中考試主要都集中在六七月，初試大多在六月舉辦，這段

時間會開始密集考試 

  



 

貳、 初試（筆試）準備 

一、讓自己的腦袋開機 

我從 3月開始緩慢開機，，太久沒讀書，，加上我又是個讀書效率很差很懶惰的

人（專注力超低，去圖書館一整天可能會有 2/3 的時間在摸來摸去那種），所以

我一開始先用， 搜集資料」來讓自己慢慢進入備考狀態，，例如我先爬各種教甄準

備的文，看看大家都是如何準備，或是下載近 10年各縣市有舉辦專輔或輔導活

動科教甄的考題，，做一張表面效度很高的分數記錄表，（圖 1）， 因為一開始還沒決

定完全不考高中，所以我也有搜集一些議題相關的書籍資料並整理成一張表格

（圖 2）（但最後我決定不考高中，，所以這張表格就參考），做這些事情的目的就

是讓自己漸進式的接觸與考試有關的內容，，也讓自己的心情逐漸進入備考狀態，，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不用一下子就想要看書寫題目，這樣會太抗拒導致自己會永遠無法開始） 

 

（圖 1） 根據不同的縣市進行記錄，，打勾的表示有考題，，斜線代表沒舉辦，，對於後續追蹤自

己寫考題的分數以及情況還蠻一目瞭然 



 

 

（圖 2）原本整理了一張議題與相關法規，、參考資料的整理與架構參考，，但這比較適合考申

論題時拿出來用，因為國中大部分都是選擇題，所以我後來就沒有很完整的將表格完成  

 

二、看專書，但發現沒什麼效率所以直接刷題 

我很不喜歡看書，，所以我只有先看輔導科最重要的諮商理論，（corey那本），

把常見的理論都在讀過一遍並且簡單寫成電子筆記， 但後來發現看書的效率實在

太差，，而且會讓我覺得沒有在前進的感覺，（不知道自己看了這些東西對於我考試

的幫助在哪裡），所以我後來索性改變策略，不看專書了，直接進行刷題，各縣

市國中聯招基本上 90%都是考全選擇題，，少數縣市或獨招學校才會有手寫題，，加

上選擇題有正確答案可以對，所以直接刷題更有效率  

 

三、寫考古題的方法與技巧 

1. 預留最新年份，從中間年份開始寫起 

我的策略是會將 111-112年的考題留到最後才寫，，因為題目比較新，，可以在

練習一段時間後，，當作檢核自己讀書狀況的參考， 但如果一開始就從最後面開始

寫，也會擔心考題會不會太舊，所以我先抓 108左右開始往前後年寫  

2. 紀錄自己筆試的書寫情況 

我都會用上述表格記錄我錯的題數以及分數，，讓我可以了解到自己在每個縣

市上的書寫情況，方便我追蹤自己還沒寫的縣市與科目  



 

3. 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出題風格，爛題目就略過不要逼死自己 

最典型爛題目例子就是Ｏ北市的教育專業科目，，真的很愛出一些很偏門且其

他縣市都不會考的題目，，在寫的過程，，都會想說出題老師可不可以去修一下學習

評量，，所以我到後來就不寫Ｏ北市的教育專業科目了，，實在是過於刁鑽且毫無任

何道理，，且如果和別的縣市出一樣的題目，，Ｏ北市的答案很常和別人不一樣且疑

義無效，所以大家在寫題目的時候就不要太走心  

 另外，，同一縣市不同年度的題目難度有時候差異也很大，，例如台中市 112年

的專業科目出了很多我沒看過的冷門理論或技術，，所以我寫出來的分數超低，，當

時已經接近考試了，，導致心情有一點被影響，，但後來我還是努力告訴自己，，只是

這一年考題比較特別，不要太過往心裡去  

4. 類似考題會不斷重複出現，因此絕對要確實訂正！阿摩是你的好夥伴 

我在今年的考試中，，真的有一模一樣的題目再次出現，，所以在寫考古題的時

候一定要每一題確實訂正，，在訂正的過程中，，也會發現很多愛考的理論不斷出現， 

阿摩是所有考生的好夥伴，，我當時並沒有買 VIP和詳解卡，，對我來說已經夠用，，

但阿摩的缺點就是網友回答的不一定這麼精確，所以仍然需要交叉比對  

5. 不管碰多碰少，但每天都碰一點題目維持手感 

我並不是每天都火力全開，，還是會讀到一半摸來摸去，，或當天覺得很累懶癌

發作不想讀書，，所以我並沒有勉強自己每天一定要讀到哪個進度，，這對我來說壓

力太大而且太容易抗拒了，我只告訴自己 每天都至少要碰一點題目」，一方面

維持手感，，二方面比較不會有完全沒進度的罪惡感，，所以即使是只寫 3-5題都沒

關係  

  



 

四、★★整理歷年簡章，找出對自己較有優勢的縣市★★ 

這很重要，，打一百顆星星！國中聯招的分數是選擇題的關係，，相當一板一眼，，

且每個縣市的分數計算的細部規則很不一樣，，因此強烈建議將詳細閱讀並記錄簡

章初試的計分方式，，加上輔導科，（專輔）的複試項目有多重排列組合形式，，所以

可以在報名前就將複試的考試項目與占比看清楚，，作為未來報名時的參考依據，  

1. 每個縣市的筆試佔分與加分項目不同 

我自己有做一個表格將國中聯招所有的初複試內容整理在一起（圖 3） 

 

 

（圖 3）紅底為獨招、黃底為非中區聯盟、藍底為中區聯盟 

 透過表格可以看到每個縣市的， 初試加分項目」都不一樣，，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的初試加分最多高達 20分，，其中資歷加分又可以加到 10分，（而且不限於

台北市代理的年資也可以加分），所以台北市的筆試對於 有代理年資」的人會

較有優勢  



 

除了台北市以外，，基本上大家加分的項目都大同小異，，包含英文能力，、第二

張國中教師證，、該縣市代理年資以及各種得獎紀錄，，但不同縣市仍會有一些細節

上的差異，，例如英文能力檢定採計的標準，、期限會不太一樣，，因此還是強烈建議

一定要看清楚簡章！ 

2. 選擇報名縣市的依據 

基本上如果考試沒撞期且願意到該縣市服務，，你都可以全部報名，，但國中的

考試屬性比較特別，除了很容易撞期以外，還會有一些 縣市聯盟」（例如中區

聯盟），參與聯盟的縣市筆試都會在同一天並使用同一份考卷，因此，專輔缺雖

然很多縣市都有開，，但因為撞期或聯盟等因素，，所以最後的選擇其實也並不多，，

只能下好離手  

所以接下來我提供一些我自己在選擇要報名哪個縣市時的參考依據： 

 初試考試類型 

雖然大部分國中筆試都是以選擇題為主，但仍有少數學校考題是 申論題」

（例如獨招學校、新北專輔），只要是考申論題的學校我都會先排除，所以我一

開始就不考慮新北，但由於今年有兩間新學校（屏科實中與嘉科實中），加上我

是南部人，，所以我仍然有報名他們兩間學校獨招的考試，（最後因為一些因素只有

去考屏科） 

Ｏ北今年雖然有開輔導活動科，，但由於和中區撞期，，加上Ｏ北的考題不忍直

視，所以我也不考慮  

另外，，有少數縣市的初試會有很特別的考題和規定，，例如台南市需要多考， 台

南史地」（有題庫，，約 300題抽 10題），且 10題史地題裡面必須答對一半以上否

則不予進入複試，這規定真的很特別，所以研究各縣市細部規定真的很重要！ 

 複試考試項目與日期 

因為筆試差異不大，，所以比起初試，，我更會考慮複試的考試項目，，專輔的複

試通常會是個別諮商，、一般口試，、試教三種，，試教不一定會有，，所以如果你對試

教沒信心的人，也可以考慮避開需要試教的縣市  

而個別諮商又會分為 空氣諮商」和 真人諮商」，只要是空氣諮商（不提

供真人個案）的縣市我一律跳過！因為過去沒有任何練習空氣諮商的經驗，，對我

來說太陌生太沒把握了，因此只要考空氣諮商的縣市我都不考慮  

 缺額數量與開缺類型（專輔 or輔導活動） 

缺額數量多寡一定是影響因素，，如果缺額只有 1個的話我就會再三考慮，，因

為你要在所有的考生裡面當第一名真的是相對比較困難， 再來，，我未來想做的事

情是專輔>輔導活動，因此，有專輔的缺我也會優先考慮  



 

有些縣市會在一開始就公布開缺的學校（有些是複試考完才公布），所以也

可以參考各縣市的開缺學校來決定要不要報名  

 未來想生活的縣市 

這就比較主觀，，我自己就是妥妥的都市人，，所以大部分我還是以報名六都或

是生活機能比較方便的縣市為主，，而我也會考慮到未來如果要常回家鄉的話該地

區的交通是否易達  

 其他注意事項 

如果遇到撞期或是聯盟性質的縣市，，我看過其他人的做法是， 大撒幣」策略，，

也就是先報名再說，，考試當天再決定要去考哪一場， 會這麼做的原因除了讓自己

可以有更多時間考慮之外，，每個縣市在初試報名確定後都會公布此次的考生人數，，

所以很多人都是先報名許多縣市之後，，再透過最後考生報名的人數決定自己考試

當天要去的縣市， 我自己當初不想給我徒增太多猶豫時間的煩惱，，所以我並沒有

採取大撒幣策略，直接下好離手  

再來，，就是簡章真的務必閱讀清楚，，讀熟再讀熟，，各縣市細節真的差太多了！

除了前面講到的考題、分數佔比不同之外， 進入複試的標準」也會不一樣，例

如有些縣市因為考生加分後進入複試的話是用外加名額，，有些則是當成原始成績

直接與所有考生一起計算比較，，因此簡章上的小細節真的真的需要很注意，（再說

一百次）  

五、初試考試戰果 

報名學校 考試日期 
成績 

（實際/最低錄取） 
初試是否加分 題型 

屏科實中 113.4.20 59/60 否 
申論 

嘉科實中 因其他個人安排與考試撞期未到考 

台北聯招 113.6.1 90.5/95.5 3分 

選擇 

中區聯盟

（台中） 
113.6.2 81/83 2分 

桃園聯招 

（進複試） 
113.6.16 186/180 2分 

台南聯招 與桃園複試撞期未到考 

（此次考試的加分都沒有影響到我進複試或不進複試，原始裸分皆可定生死） 

（我的加分都是第二張教師證為主，僅有台北市有額外加到英文能力 B1） 

  



 

在寫考古題的過程，，就會知道自己寫的手感和哪幾個縣市區域比較適配，，總

是會有一些縣市寫出來的平均分數比較接近歷年錄取分數，，也比較穩定，（不太會

忽高忽低差太多），因此，那幾個和你頻率特別 match 的縣市就要特別把握！像

我之前在寫的時候，，就知道我在桃園，、中區聯招比較有希望，，最後結果同樣也是

這兩個地區的分數和複試相當靠近， 台北市則是因為資歷加分的關係，，我就把它

當作是練筆，，但考試成績出來後，，意外發現我的原始裸分算是很高的，（這點讓我

蠻開心的，，就代表我讀書其實是有用的）當知道自己是輸在不可抗力因素後，（我

沒有任何代理年資），也沒有太多的遺憾了！ 

  



 

參、複試 

我這次幸運地進了一次複試（桃園），也很不幸的桃園公布成績到距離複試

雖然有 10天的準備時間，，但我約有 6天的時間人在外縣市進行服務，（我的 NGO

實習業務），因此我可以準備的時間大概只有 4 天，加上我沒有預期我真的會進

複試，，所以在練筆試的時候，，並沒有一起準備複試，，因此，，我在短短 4天榨乾我

全部的力氣準備試教，、個別諮商和一般行政口試，（沒錯桃園專輔考科有三科剛好

是大滿貫^^） 

以下就簡單講一下我準備的歷程，，真的不建議大家跟我一樣，，但如果很不幸

的你和我一樣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進了複試，還是可以參考參考： 

一、準備期 

1. 試教 

我覺得試教是專輔考試裡面最麻煩、CP 值最低的項目，因為專輔本身不授

課，所以試教不一定會考，即便考了，分數佔比也不重（桃園佔 20%），但是你

要寫教案，、做教具，，這真的會花非常非常非常多時間，，加上簡章一開始只會告訴

你試教範圍是第幾冊，，並不會寫出這次的試教是抽單元還是抽活動，，所以在有任

何明確公告前，都必須作最壞的打算，也就是當成抽活動  

不幸中的大幸是，，桃園這次只考一冊，（翰林七下），單元數 4個，，活動 12個， 

所以我的時間分配是：2天內要寫完所有 12個活動的簡案，0.5-1天做教具、畫

板配，最後 1-2天直接練習  

因為時間有限，，加上分數比重不高，，所以我的教案都是參考教師手冊的內容

擷取成自己的，，雖說如此，，但也不是全部照搬，，仍需要花時間思考怎麼樣變成自

己的東西，，所以我每天大概早上七點開始寫教案全力衝刺，，中間還是會休息，，但

幾乎是從早到晚都在榨乾自己腦袋的狀態， 而我也請教了實習學校的老師有沒有

一些小撇步，，老師告訴我最好是可以有一個活動但可以用在很多不同單元，，所以

建議大家不妨平時多搜集一些好用的活動形式，就可以一魚多吃  

做教具的部分，，我只有做海報條和學習單，，因為實習結束後我仍繼續留在實

習學校認輔，，加上我和實習學校關係不錯，，所以我的所有教具都是用實習學校的

資源完成的，，如果沒有實習學校的彩色紙，、印表機和磁鐵支援，，我覺得我真的沒

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做完全部的東西  

記得是考試前三天的時候，，桃園公告了這次抽題的範圍是抽單元！在公布的

當下其實我所有 12個活動的教具都已經做好，但沒關係，這就代表我剩下的時

間只需要集中火力練習四單元就好！所以我大概用 2 個晚上的時間留在實習學

校練習，只能說試教對專輔來說真的是勞心勞力又沒什麼鑑別度的考科ＱＱ 



 

2. 一般口試與諮商演練 

如果說試教對專輔來說的標準是只要你中規中矩完成就有一定的分數，，那諮

商演練就會是專輔最重要且幾乎定生死的考科，，諮商演練非常有鑑別度，，以前的

老師曾經說過諮商做得好不好，，評審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大

家還是多練習諮商演練吧！ 

諮商我總共練習了 3次，2次是由以前實習學校的老師協助我演練，1次是

我身邊的同儕幫我練習，，我對於教甄的演練一直有心魔，，容易很緊張和腦袋空白，，

如果可以，平時就找人練習會比較好  

一般行政口試我先上網搜集各種歷屆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然後想一遍自己

的回答，，在諮商演練同時也有進行一般口試練習，，很感謝學校老師和我身邊的同

儕可以給我一些回答的方向還有模板ＸＤ，讓我這個實務經驗不多的人能夠快速

進入狀況應付考試  

 

二、考試當天 

因為專輔有三科，每一科之間的間隔約 1-2 小時（整個很冗長），但也因為

這樣可以讓自己的腦袋有休息的時間，，才不會因為某一科表現不好而太影響到其

他科的狀態，中間可以有一些時間讓自己重新調整心情  

我被安排到的順序是諮商演練>一般口試>試教，所以接下來也會按照這個

順序說一下考試當天的情況： 

1. 諮商演練（10+5分鐘） 

我大概早上九點多考試，，桃園是真人諮商，，一開始會先到準備教室進行抽題

準備（約 15分鐘），接著進行 10分鐘的演練和 5分鐘的專業問答  

桃園給你的個案資料表很詳細，，會有基本資訊，（年級性別等等）、主訴類型，、

之前晤談的狀況以及這次是第幾次晤談（約一頁 A4）  

我抽到的個案資訊如下（摘要版）： 

 個案資料 

國二，女生，主訴為生活壓力  

個案家裡開鹹酥雞攤，，每天都要幫忙到很晚，，還要照顧爺爺，，從小就這樣幫忙

家裡，，但因為每天都忙太晚，，所以隔天都會習慣性請第一二節課才來學校，，在

學校人際關係不好，，同學看到他會嫌棄，，個案也是來學校睡覺居多，，此個案由

導師轉介，，希望個案可以不要早上請假以免影響學習進度， 上週已經和個案談

話過一次，這次是你和他的第二次晤談  



 

 專業問答 

A. 你覺得這次的諮商進展是什麼？和第一次晤談時差別在哪裡？（我覺得口

委真的很會問因為我確實搜集到大部分都是已知資訊ＱＱ…） 

B. 請你進行個案概念化  

C. 你對個案現在的情況有什麼樣的評估？ 

D. 你後續會如何和個案進行談話？ 

 過程我就不多說了，，這個個案並不是危機案，，但也是呈現一個蠻無力，、個案

也覺得現況很無奈的情況，，這同時也是我最不拿手的類型，，所以我自己在最重要

的考科並沒有表現太好，，個案也蠻像一個 NPC，，如果沒問到點上，，基本上他的反

應就是典型青少年的樣子（一直重複某些回應，認知功能尚未成熟），不過個案

還是有丟一兩個球給我，只是我沒有接好，於是就錯失了介入的機會  

2. 一般口試（10分鐘） 

桃園的行政口試我覺得相當新手友善，，因為規定不能帶任何個人資料進去，，

所以在學經歷方面就不會一下子被拉開太多差距， 行政口試有兩個口委，，原本在

準備口試時都是準備一些輔導工作上的專業問答，，結果這次口委問我的問題都比

較偏一般性問題，，從問問題的方式就知道口委並不是輔導背景，，以下是這次被問

到的問題： 

A. 一分鐘自我介紹，簡單介紹自己的學經歷 

B. 怎麼和學生建立關係？實際上你會做什麼和學生拉近距離？ 

C. 如何知道學校的學生是需要幫助的？ 

D. 除了談話之外，你還會做些什麼？（有點忘記完整問題…） 

E. 你的自我介紹提到ＯＯＯＯＯ（我在實習的ＮＧＯ）為什麼會想要去這裡

實習？ 

我覺得專輔被問到一般性問題的機率實在太低，，但還是建議大家準備起來，，

因為我之前完全沒想過會被問這些比較基礎的題目，，所以當下有點沒有回答得很

好，，不過後來的分數也沒有到太低就是，，所以也不清楚老師們對於我的回應是怎

麼評價  

3. 試教（15+5分鐘） 

一樣先進行抽題後準備，試教時間 15分鐘，專業問答 5分鐘，我這次是抽

到， 單元一，、學習探險家」，我準備的內容是， 活動三，、學習有妙方」，主要內容

是在講述學習習慣與學習策略，課堂中也有安排小組討論等等  

  



 

以下是這次被問到的問題： 

A. 你剛剛選擇用小組進行輪轉的方式（給彼此建議），好奇怎麼會想要這樣

設計？，（我的課程是每一組討論出學習策略後，，請其他組的組員討論因應

策略） 

B. 如果班上同學有很多種不同的學習困擾，，沒辦法都解決到大家的問題怎麼

辦？ 

（抱歉應該還有再問一兩題但我有點忘記題目了，但都不是太難的問題） 

 我覺得試教的問題還蠻平易近人的，，我也覺得自己的回答是合理且符合口委

想要的方向， 試教不要太過緊張，，穩穩地上完所有課程，，就能夠拿到一定分數，  

 

三、考試結果 

這次複試的成績佔比分別是試教 20%、一般口試 20%、諮商演練 60%，從

配分就可以知道諮商演練有多重要了，，但我這次表現得最不好的也是諮商演練，，

我試教和一般口試都有 8x分，但諮商演練只有 6開頭  

這次桃園的名額是正取 9名+備取 9名，，全部的考生約有 34位左右，，我這次

最後拿到了備取 7的成績，，我覺得仍然贏過半數考生對於我這個應屆考生加上準

備倉促的人來說，，已經是很大的肯定了， 也希望透過我的案例可以鼓勵大家，，雖

然專輔每年考試都很競爭，，應考人數大概只僅次於國文英文，，但只要有準備還是

有機會的！（當然真的不要跟我一樣複試準備這麼倉促會更好） 

 

四、一些心態建議 

很幸運自己這次能夠當全職考生，，每天的時間真的比邊工作邊準備考試的人

還要多很多，，多出來的時間除了讓我們能夠好好安排讀書進度外，，同時也是讓自

己 能夠安排一些喘息空間」，對我來說，考生並不是一直無時無刻都在讀書，

而是適時地讓自己耍廢、休息才能走得更長遠  

我也很建議全職考生們的生活除了考試之外，，也要有其他的休閒或安排，，例

如對我來說，，讓我暫時抽離考試情境的事情就是在國中持續認輔，，以及在外面的

NGO實習，，讓生活不只有讀書考試對於我的大腦以及身心狀況都是很好的保養，，

畢竟我覺得在國中都只考選擇題，（而且是超級不素養的那種）的情況下，，腦袋真

的會越讀越笨，所以偶爾讓自己抽離考試情境，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