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向來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晴 

陳 薏 安 

    看著今年教師甄試缺額紛紛出籠，不禁將思緒回溯至前幾年﹝包括去年﹞的

我，但甄試過程的箇中滋味，令我覺得既是充實又煎熬；是決定與被決定的；是

喜悅與艱辛的等等複雜情緒所揉合。不論是菜鳥想進入教職工作或各種因素想調

動，都逃不開教師甄試的關卡，而這一切的順利成功並非平白掉下來的，也許有

人不像我這般庸碌平凡﹝既沒錢力也沒權力呀﹞，甄試調校過程總是平步青雲也

未定，不過事實已無法改變，就把這些先天因素就先撇除吧！讓已保持平靜穩定

的自己，仔細思索一下自己要的是什麼。畢竟現在師資培育機構增加，師資多元，

競爭者眾，沒事先將自己定位好、沒多方充實準備自己的人，勢必無法勝任每場

教學競技，所以先問問自己，我為何要去考試？目的是？可能有的抉擇與犧牲？

目標與理想呢？我想這些未必有標準答案，而取決也在自己，利用未到考試旺季

時，就先自我釐清，千萬別埋怨老天對不起你、忘了你，期盼事事樣樣都得同時

兼顧；也別因為相信老天自有安排就樂觀的連一個機會都不積極把握。也許有人

以為筆者這樣說似乎無實際技巧訣竅可言，但我想這是基本參與甄試前先需作的 

功課。 

 

    筆者是師資培育法實施前屬於舊制的畢業學生，不過商調制度也隨之凍

結消失，獲知沒有其他管道能調至其他高中職學校，全憑教師甄試時，難免

抱怨憤怒，但我想最大敵人是自己，是不是自己已調適好準備接受挑戰了？

所以每當想遇到將參與教師甄試的老朋友同學或是不熟稔的新朋友，我都有

一些些傷感，畢竟在這條路上，有很多不盡人意的狀況，每每回首總是有悲

有喜，有時真不願去回想。隨著時間與年齡的沉澱，也漸漸明白這條路原是

也無風雨也無晴的。雖說過程不盡完美圓滿，筆者較之諸多過關斬將“師林

高手＂來說，應該算是失敗經驗的累積，但筆者願意分享這段路途的種種經



驗，讓未來同行者能減少幾分挫折。 

 

一、固定目標 

    首先，先釐清個人目標，就國文科而言，筆者以為國中與高中之要求與

準備方向差異極大，所以，先自我評估，究竟是報考國中或參加高中、職甄

試。筆者認為多頭馬車最後的結果，會讓自己弄得精疲力竭，無法面面俱到，

總是力有未逮之感。當然有些人為顧及家計生活，先要有個教學工作即可，

也應保守的抱持「騎驢找馬」的想法，不要非得考上最理想才去報到任教，

這樣要有極大成本﹝報名費﹞與時間準備。而且就筆者過去經驗，國中甄試

較朝向教育理論、概念或九年一貫等時事理論性議題；而高中職較以各個專

業科目的知識、教學練習或較實務活潑的融入班級營。雖同是教師甄試但在

筆試階段的要求，仍有無法全盤掌握的困境，首先仍先釐清自己最愛在哪？

能力與經驗部分充足嗎？找個有利自己上榜的國中階段或高中職學校是必

須的。因為甄試上榜的人，並非全部都是僥倖，而絕大多數的人是有好幾把

刷子，而且最能把自己優點與優勢展現出來，所以考前先定位好，然後針對

教材來準備，也理解相關階段學生特質與教學技巧，這是比較不會浪費精力

時間的做法，也不會把自己搞得焦頭爛額，卻對不準焦點。 

 

二、聆聽經驗 

    參加教師甄試最需要的是「經驗」，但是能從前輩們經驗中獲得關於甄

試的注意事項、成功要訣、準備方向或各校發展與偏向是很重要的。畢竟，

要擴大個人能掌握教師甄試各項內容是減低失敗的要素。不論是靠詢問、訪

談或閱讀，都能快速吸收別人經驗，讓自己增加功力。例如：筆者就多方閱

覽許多老師們的經驗談，從其他老師那挖到一些訣竅。當初剛實習結束，也

對於部分學校只能是備取的份，難免出現書空咄咄的牢騷情緒，看見前輩們

的心聲說「沒有考上是應該的，你太年輕了，只有一年教書經驗」，就一直



告訴自己要接受，別人也會如此，不是只有我。同時因為個人特質不同，多

多少少都能從別人那裡激發出不同層面思考，原來別人在某些課文是那樣講

授的。在實習的時候，應該好好的和指導老師與其他有經驗的老師學習，不

論是帶班或教學，不要覺得這個太累、太煩，就少做些，其實，那也代表著

少會一些東西。也可以在參加甄試的時候，要廣結善緣，多向其他參加甄試

的老師請益，書面資料怎樣準備、如何組織一個課文等、如何回答口試問題

等，就所考的學校，互相交流意見﹝甚至彼此談得來，留個資料以備未來需

要﹞，無形中也把自己的甄試資料庫建立的更完整，也累積人脈，彼此禮尚

往來，都成為無價的助益，等到要報考相關學校時，就可以問一下該位老師

過去的試題類型、學校期待的老師類型等。筆者就有因甄試而結識幾位肯真

心傳授秘笈的老師，自己也許沒有辦法神通廣大、無往不利，但卻有可以諮

商討論兼療傷止痛的一帖良劑。 

 

三、提早著手準備 

    既然已決定要參加甄試，就儘可能挪一些時間關心這件事。筆者本身感

性勝於理性，所以常常會自怨自艾，但其實回頭想想，有一部分是庸人自擾

之，盡量減低這部分情緒。該準備什麼呢？應該多了解各校甄試的日期﹝上

網看特別想考的學校、台灣師大就業輔導組、台北市教育局、中部辦公室的

教師甄選公佈與全國教師會網站的教師缺額預估﹞、大致上使用的版本﹝部

分大型書局有統計、詢問該校學生或老師﹞，與教學的環境狀況﹝如升學導

向、指導社團或對學歷的要求等﹞。在教材方面即可儘早準備，如高中職國

文有南一、龍騰、翰林、三民、東大等不同版本，高中高職的內容還不相同，

所以如果從未接觸過，即使第一關通過，第二關仍必須準備教材，所以在時

間充足情形，能把教材瀏覽、做筆記、補充相關資料這些工作先做好，屆時

就能從容應對，也比較能從各家版本中掌握住一些重要名篇，做個歸納整

理，不會臨時準備學得紛雜又難以掌握。相信筆試時如果論及專業書本上相



關知識，就可以盡情發揮，過關斬將了。筆者也一路從國編本統一時代考到

教科書百家爭鳴的情況，但千萬要及早熟悉教材，通過機率也會大些。另外

也可針對相關課程做些趣味的練習，如修辭、雙關、諧音、歇後語等活撥的

教材蒐集，別只是把自己當考生，也要把自己當個學生來想，怎樣比較有趣

生動，到時候手到擒來、俯拾即是，很方便的。另外國學常識、哲學史、文

學史、高中補習班整理資料或優美古文的句讀、賞析，也不可忽視，利用時

間補強，因為，學校筆試題型千變萬化，涵蓋面廣，也不要限於教材內容而

已。 

 

四、認真教學 

    說真的平日教書，要騰出時間準備，是煞費周章的。但是平常上課的學

生就是最好的試驗對象，既然想讓學校能錄取你，一個受學生喜歡、能讓學

生沉浸於學習的樂趣的老師，相信評審者可以感知到。能在最自然情形下，

融入於平常教學中，把個人興趣與熱情也都展現了，到了複試試教也能自然

流露。曾和幾個甄選進來的同事討論過，大家都覺得從平常教材準備認真深

入、課程安排有次序、作業批改用心、上台的自然應對穩健、試題設計的激

盪和磨練、其他兼任的社團指導或行政工作的熱情，這些是訓練自己能對課

文精熟，也能上台就頭頭是道的最佳方法，涵養久了自然呈現，就是所謂「真

積力久則入」吧！而且很多個人特質也會在試教情境展現，因為平常自己就

是如此，筆者以為教評委員們有多年教書經驗，同時也能看穿這樣的教學演

示的可行性或流暢程度，不要過度想標新立異，這樣是危險的。應該從個人

特色中去調整變化，否則，改變平日個人教學風格上陣去，反而無法自在勝

任。有些學校會直接要老師命題見高下，所以應該閱讀相關課文、從校內命

題訓練起，也有利甄試過關。實習老師也要把自己當作是正式老師一般要求

自己，盡量主動參與練習演示，也要與實習學校老師有良好互動，那也是未

來教職生涯中不可避免的人際互動，筆者發現部分實習老師，只做喜歡做的



事，而非該做的事，但其實背後，展生的評價與觀感也差很多，保持學習的

心，認真去投入！ 

五、收集資料與抉擇  

    筆者過去參與甄試時，感覺從五六月開始到整個七月都籠罩在備戰狀態中。

因為各校時間分散，但近年似乎漸漸集中在六月和七月。所以應常常留心各校教

師甄試，當然根據個人需求是台北市或台中市等，而且預先準備各項個人資料與

證件﹝如畢業證書、合格教師證、考績通知單、聘書、證照、其他研習或學分等﹞

都先影印數份及郵票信封、照片等等，在報名前都逐一齊備，免得報名時有闕漏，

受到阻礙，尤其是報考外地學校，通常報名時間短也需親自報名，更不能錯失報

名良機。現在網路方便，許多學校可下載報名表等資料，直接列印填寫十分方便。

但部分學校仍是要到校門口購買或函購，這些訊息都要清楚，以便及早託人代

辦。從報名、初試到複試，來回要好幾趟，所以其他事物也要預先安排，更要有

錢做後盾，但部分學校有分兩階段收費，不過就筆者感覺，教師甄試是既勞心勞

力又花錢的，所以先確定一些個人的能力與需求。如同天有幾個學校報名，如何

抉擇，通常缺多，報名者也多，一個缺也未必全無機會。筆者曾經參加過八個缺

有一千多人報名，光看教室就很嚇人。而後筆者考取的兩個學校也分別只有一個

和二個缺額，但那些錄取六個的，雖說機會大，但複試後就也榜上無名。所以，

不只是缺額多寡，距離遠近、交通便利性、個人能力特質的有利條件﹝如擔任高

三導師或碩士學歷等﹞或其他兼任行政工作都要衡量好。避免每年都調校，否則

實在太辛苦，也令人懷疑動機。不過，筆者也遇過多校榜上有名，但礙於上榜先

後次序與報到時間，而無法選擇到最理想學校。不過有時候甄試狀況是無法全盤

掌握的，例如：是否內定等，是最常被質疑的，筆者以為也許有學校徇私護航，

但應該也有學校公正評判，千萬別自亂陣腳，總會有識得良馬的學校，而且能被

肯定受到激賞而錄取，相信未來教書也更自在愉快。 

六、實際應戰 

﹝一﹞ 報名時，要注意服儀與禮貌，我們在觀察學校的同時，別人也在評  



判一位新進老師。部分學校會進行簡單口試，詢問你為何來考。 

 

﹝二﹞ 初試時間掌握好，如考試時間長短，不遲到也不遲交考卷。根據考試時

間做妥善時間安排，預留一些時間修補。如問答題，就平均分配每題時間，再預

留 3~5 分鐘補充，千萬不能偏重某題盡情發揮，因為即使該題得高分，但另一題

零分，不如四平八穩、穩札穩打，平均分配。字跡清秀、工整，給人書面好感。

如果是白紙，字也要整齊不歪扭。保持彈性可應付多種試題，不要只讓自己熟悉

某類型的試題，盡量再越密集時，還是讀一些書。 

 

 

﹝三﹞ 針對筆試不會題目，應該再做修正與釐清，雖說題型不盡相同，但有可

能再出現，若不熟悉，可在下次考試前，把相關資料翻出來溫習。如班級經營﹝教

育知識﹞、各個月份別稱﹝相關文史知識﹞、典故出處與特殊人物事蹟等。 

 

﹝四﹞ 複試時，針對指定課文做約 20 分鐘的課程設計，若無指定就把該校使用

教材拿出來準備。應該在進入複試前一晚大約歸納整理一番，因為抽題到備課只

有短短二十分鐘左右，那時應該組織一下如何貫串、引證事例或活潑表達。至於

教具海報是不是要使用，反對與贊成者都有，只要能具加分效果，如果急就章，

字跡有有些凌亂，就不如放棄。 

 

﹝五﹞ 試教時要神情自在、態度從容、服裝清新﹝前面已有多人解說﹞、語言

清晰﹝咬字清楚，讀音正確﹞、表情生動、露出笑容，如果能不緊張自然演示，

相信應該能展現平常流利的教學歷程，但這是最難克服的。不過經歷多次，自然

越流暢，別放棄。 

 

﹝六﹞ 口試時，態度誠懇、配合度高、有工作熱誠等都是需要的，但不用過分



造作或勉強答應，能做到一個感覺讓人好相處的好同事。也展示個人興趣和專

長，讓口試者對你有瞭解。但資料不用過多，短小精悍有加分效用的，要尊重口

試者意願，不要滔滔不絕，也注意時間掌握，把最重要意涵清楚說明，不清楚的

事務也表示願意學習的心。對於協助甄試人員應注意禮貌，而且將來都可能成為

同事，不卑不亢的心態是需要的。 

 

﹝七﹞ 「自古無場外的舉人」，想要獲得一個教職機會，就要積極準備爭取，

相信機會就會大一些，這樣歷程會幾次反覆著，但堅持久了就是你的，希望既然

有心從事教育工作，就要耐得起這些磨練，因為現在競爭實在太激烈。 

 

    預祝大家都能找到理想中的學校，一切順遂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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