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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結束了令人緊張的教

師甄選，我也相當幸運的得以

考選，而進入國中擔任教職工 

作。我想現在有很多錄取者分享他們的考試心得，而我也就這一年的

經驗來跟大家作個分享，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由於我的準備方向以

筆試與口試為主，所以我也只對委辦的考試方向做說明。 

選擇適合自己性向的考試方式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一開始我就

很清楚自己在上課方式，雖然不算是單調乏味，但是只有一年實習教

學經驗，想要靠試教贏人家大概只能用「以卵擊石」來形容吧！口才

雖然不算差，卻也並非口若懸河的類型，因此想要脫穎而出，唯有在

筆試方面下足功夫才有可能。當然過程中偶爾也會懷疑自己準備的方

向是否錯誤，不過總告訴自己，不該自己的就不要在癡心妄想了！樣

樣通樣樣鬆是很糟糕的事！與其樣樣都會卻樣樣都不出色，寧願捨棄

一項來提升其他的。於是我專攻筆試、口試，捨棄了試教跟檔案製作

（檔案我只做了履歷表..但是好孩子不可以學喔）。 

一、做好心理建設 

說到教師甄試，當然要先說心理建設的部分，因為教師甄試的壓

力還「真是」很大的，如果不先讓自己可以有效的調適這壓力，書讀

不下去事小，有些人還會影響到日常作息，甚至嚴重到中止實習！因

此，心理建設的部分絕不能少，也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在準備的階

段中，或許不能很全心的投入準備的工作，但是一定要在心裡建立一

種觀念，那就是「只要我努力，一定會成功」，很多考上的人，並不

一定是他們準備充分，但是他們一定是個個信心滿滿！這種自我催眠

的力量，老實說一開始我也不相信，但是，傑克～這真是太神奇囉！ 



但是，做好心理建設只是「開始」，教師甄試龐大的壓力並非光

有心理建設就足夠的，在準備的階段中，一定會遭遇低潮，還是會有

疲乏脆弱的時候。這個時候如何調適壓力，如何善用壓力，如何化壓

力為助力，就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和技巧，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

而調適的方式有許多種，諸如打 BBS、看電視、打電玩等等，重點是

要「有效」，而且不要「過量」，試想一個整天都在看電視的人，怎麼

能夠從激烈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只要能掌握住原則，適時的調適壓

力，就可以妥善的利用壓力督促自己，自然可以迎接成功的到來！ 

二、讀書方法 

說到讀書，我想很多人心中都有一個大疑問，那就是「到底我需

不需要補習？」，我認為這個問題見仁見智，端看每個人對補習的看

法。而我認為補習跟考不考得上並沒有太多的相關性（像本人就沒有

補習），但是我確信如果不讀書，那麼考上的機會一定會更小（幾乎

是零）。我給大家的建議是，如果補習可以讓你讀書比較踏實的，那

你就應該要補習；而如果補習會造成你的負擔，那就千萬不要參加，

以免得到反效果。但無論補習與否，都應該好好的唸書。 

至於讀書的方法，每個人都有自己的習慣和方法，重點在於這種

讀書方法實不實用，畢竟沒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適合的方法。我相

信在大家求學的階段中，一定都有找到屬於自己的方法！因此我也不

一一介紹各種方式，僅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希望可以對大家

有點幫助。因為教師甄選的範圍奇大無比（就教育專業部分），橫跨

教育原理、教育心理學、教師法、九年一貫等等，所以我的讀書方法

就是利用考古題的命題方式來決定讀書的方向，先把幾個重點從書裡

面抓出來，反覆閱讀，直到熟能生巧～而至於其他的內容，就以走馬

看花的方式快速閱覽，不予強記，但求看過即可。如此一來，不但可

以抓到幾個考試的重點，讀起來比較踏實，更可以對整個範圍都有一

個粗淺的認識，遇到各種題目時，都不會覺得陌生。 

此外，如果準備時間充分的話，也可以把一些需要記誦的東西抄

在小卡片上，然後再一些空檔的時間就可以拿出來複習，非常的方



便，大家可以試試。另一種是把你看的文章的重點寫在可黏貼式的便

條紙上然後貼在書上或筆記上等書讀完一次後再回頭來看這些你寫

的重點然後慢慢把比較不重要的或你很熟悉的撕掉，從 100 個→50

個→10 個→5 個。你會發現這些重點都已經深深印在你的腦海中了！ 

三、筆試科目的準備方式 

筆試可是教師甄試中最重要的一環，就像是開門需要鑰匙一樣，

筆試合格才能拿到教師甄選的入場卷，你辛苦的準備也才能夠有發表

的機會！所以筆試的重要絕對不亞於口試與試教！舉例來說，我身邊

有很多人在口試與試教部分都準備充足，但都在筆試之際慘遭滑鐵

盧！所以在此奉勸各位要好好的準備，千萬不要輕忽筆試的重要性！ 

就教師甄選筆試的科目而言，不外乎是教育專業、專業科目和國

語文三方面，由於我考各種獨招和台北聯合甄選時，國語文都沒有列

入考試範圍，所以我就沒有準備，在此也就省略不提了！而筆試範圍

的準備方式大致相同，就是在於要有恆心與毅力堅持到底。我是以市

面上出版社出版的教師徵選相關書籍為主，然後就是慢慢的翻、慢慢

的看，全部的書我都有看過一遍以上，雖然不能說完全熟捻，但對於

內容也大概了然於心。但是要注意一點，因為這些書籍編排時也許並

不是相當用心，所以錯誤很多，一定要對照以前的課本，如：教心、

教概、教社、教哲、課程、教學原理……等等，而其中教心（推薦：

張春興）的部分最好能熟讀。這樣或許會很累，但是你可以確定你所

讀進去的都是正確的訊息，更可以藉由這種方式，達到精熟學習的效

果！ 

而到了準備的前半年，我就開始加快腳步，配合考古題的實作，

試著把一些常考的、比較重要的部分做一複習與研讀，所以我可以馬

上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讀到重點(我靠立即增強維持學習動機)，進而

調整自己的進度，讀完兩次之後也就差不多了，九年一貫的部分最好

能看一下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然後熟讀其中重要內容，此外教育部也

會為九年一貫的課程出問題與解答集，有時間的話可以找來看看。最

後就是教育時事的方面，這方面只能靠自己多去留意，不然就是多去



看看教育雜誌吧，應該會有不小的幫助。 

四、口試 

口試最好的準備方式就是跟人練習，在考試之前可以與一起實習

的同事練習，甚至可以找一些有考試經驗的老師，請大家問你問題，

並指出你的缺點。而口試的問題不外乎分為個人、理論、時事與教學

實務幾個方面，建議大家在回答的時候不要忘了所唸過的書，不要只

是單純的回答自己的看法，應該要說一下有哪些理論的基礎，例如說

多元評量的時候可以說說多元智慧。不要讓所讀的書浪費了。此外也

要多多記一些名言，如：教育即生活、教育是向下扎根的工作、十大

基本能力……這些句子不論是在口試、申論題與作文都是很好用的。 

口試時把題目聽清楚是很重要的，之後的回答是很重要的，因為

如果回答的不好，便會中了口試老師的後著，會被窮追猛打。基本上

回答的內容要避免過於情緒化與批評的話語。乍看之下似乎考生是等

著被考官宰殺的，但其實不全是如此，要知道考官也是就你的回答在

提出問題的，所以考生可以掌握後面的問題走向。以我曾碰過的問題

為例，我被問到「你認為九年一貫課程推行至今，在實際的執行上有

些什麼的問題？」如果我馬上開始大肆批評，那之後考官就可能問我

該如何解決，所以我就只回答有些理念很好，但是目前的社會大眾接

受度不高，接下來我以多元評量做說明，所以接下來的問題便繞著多

元評量打轉。我以為回答有兩個很重要的技巧，就是「中庸之道」與

「自圓其說」，能做到這兩點應該就差不多了。 

曾經有位當過評審的老師跟我說：口試大概只要考過五間之後就

不會緊張了。不過一般人大概會考的也就五間左右吧！所以往往在還

沒來得及調整到最好的狀態就已經宣告出局了，真的是很可惜。記得

我在接受這位老師的幾次模擬口試時不斷地被窮追猛打，真的是不知

道該怎麼辦才好。後來又在學校接受洗禮，在一群不認識的資深老師

面前訴說我的教育理念。之後不管是獨招或是台北聯招的口試，雖說

不一定能講的頭頭是道，但總是有辦法掰得出來，所以如果能找到人

幫你模擬口試的話，千萬別放過這個好機會喔！ 



此外，如果有學長姊的話，一定要跟他們請益一番！因為他們的

經驗與談吐，經過磨練之後，真的有許多值得學習效法之處，所以如

果身邊有學長姊的話，千萬不要輕易放過！ 

五、團結力量大 

要記住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了，所以最好能做個團隊，可以一

起討論書本、考題、口試演練、試教演練、寫教案、作教具……等等，

總之一句話「團結力量大」。當然我也跟幾位同學組團讀書，試過很

多種策略，在這邊跟大家一同分享： 

(一)把書分章節：每個人選幾個來讀，然後告訴其他人重點(當

然其他人還是要看)，就有點像幫其他人複習重點，不過由於有成員

覺得速度太快，所以後來宣告無疾而終。不過這個方法也帶來一些好

處，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大家一定都會衝勁十足，藉由這個方法也能

讓你讀到不少的書，其實也算不錯～只是就是不好維持下去而已。 

(二)研究考古題：每個人選一部份來解題，遇到奇怪的或其他人

都覺得奇怪的題目就查資料把答案找出來。這個方法相當的實用，因

為讀的都是以前有考過的，所以比較不會有「大海撈針」的茫茫然，

讀起書來也比較踏實，實際的效果是很不錯的，十分建議大家使用！ 

(三)口試演練：一開始我們小組就自辦口試互考對方，大家都很

努力，但是感覺跟有經驗的老師來模擬就是差很多，畢竟缺乏當評審

的經驗，最好還是找有經驗的來幫忙比較好。因為我們都在不同的學

校實習，所以我們就善用學校資源，畢竟學校中一定有資深的老師，

一定有擔任過評審的老師，於是我們就分別進行，請學校老師幫忙，

雖然一開始會覺得很麻煩，但是只要習慣也就好囉！而且我們可以分

享各校老師所提供的經驗，累積下來，經驗就比其他人來的豐富，並

且也學到許多技巧。 

注意：口試演練時，一定要找一些別科的老師來旁聽，因為在實

際考試的時候，一定都有其他科目的資深老師在做評審，在平日做練

習，可以累積更多經驗。試想，如果別科的老師都能明白瞭解你的課

程，那學生一定更能夠消化吸收。 



(四)寫教案：教案的編寫是十分重要的一環，雖說實際教學中根

本不會有時間讓你擬定教案，但是教案可以讓人在短時間知道你教學

的方法與流程安排，也算是教學能力的一種。我建議是在實習階段，

因為課務壓力比較少，所以要好好的善用時間，多產出一些教案，利

用小組的同心協力，更可以讓教案的產出更快速且多樣化。如此一

來，不但可以豐富你的教學檔案，也可以讓你練習寫教案，更可以讓

你在未來的教學中比較輕鬆愉快。順帶一提，在獨立招生的甄選中，

寫教案在筆試中佔有相當多的分數，所以大家不可不重視！ 

(五)心理慰藉：其實我覺得小組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你會看到一群

夥伴跟你一起打拼，覺得不會孤單一人，心理上的慰藉才是我認為最

有用的部分，而且裡面不乏搞笑的人，每當讀累的時候，總是有人會

講笑話提振精神，或者互相鼓勵、加油打氣喔！這樣不僅僅讓你各種

工作準備起來較為輕鬆自在，也讓你感覺不孤單，無形中讓你加分不

少喔！ 

六、善用網路 

在考試期間，我除了做題目之外就是常常上網，除了消減壓力之

外，最大的用途是為了增加自己的實力。我會常常去 BBS 或者是全教

會的介聘網，有些人會把他們的問題 PO 出來，如果我有能力的話就

會幫忙回答，一來幫助別人，二來在回答的過程中我可以把腦中的資

料整理一遍，因此我也建議大家能多多在網路上作討論。 

在網路上也可以和同學來個腦力激盪，彼此分享一些讀書的心得

和解題的經驗，而且也可以把實際教學時所遇到的困難提出，如此一

來，不但可以經由大家的意見交流得到各種不同面向的想法，更可以

拉近彼此的距離，提升相互之間的感情！ 

七、多參加比賽 

在實習的那一年，我參加了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比賽，不論是教

案設計比賽、多媒體教材比賽、創意教學設計比賽等等，我都會卯足

全力的參加，因為參加比賽，所以我在無形中累積了很多教案教具，

相對而言，我寫教案的能力與熟練程度，就比一般同儕好一些，雖然



不能說精通，但是也已經比較熟練而不會手忙腳亂的！如此，不但充

實了自己的教學資源，也讓我在實際應考的時候，對於教案的編寫題

目，可以答覆的相當快速，節省了很多答題時間！ 

而我一路比賽過來，不但增加了許多經驗，也讓我得到了很多意

外的驚喜收穫，像是師大所舉辦的金筆獎，我就有榮獲佳作入選！而

其他大大小小的比賽也都有不錯的表現！因此，不但我得到了很多獎

項，更得到了許多獎金！真是一舉兩得，對於困苦的實習生涯有不錯

的幫助喔！所以相當建議大家多多參加！除了實質上的獎勵之外，由

於得獎的經驗累積，也讓我在口試的時候，有許多值得吹噓的題材，

當然在分數上也就有不錯的表現！ 

八、多充實自我： 

在實習的這一年中，盡量讓自己忙碌，因為在這一年中，你可以

學習到的是最多的！在這一年中，我除了和大家一樣在行政、教學和

導師等方面實習之外，我還參加許多學校的其他事務，比如說網頁的

設計、活動的安排等等，也積極增進我在資訊方面的能力。此外，我

還參加了許多能力鑑定的考試，雖然說成果並不豐碩，但是藉由一次

又一次的考試，也讓我直接或間接的增進我的能力，在教師甄試的時

候，我也可以拿出一張張的檢定合格證書來證明我的能力。所以在這

一年裡，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時間，來充實自我，增進能力！ 

 

以上是我目前想得到的心得，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最後跟大

家分享一段心得：我曾經在一個講座中聽一位教授演講，她十分的風

趣且博學，在演講的最後她說：「其實我並不聰明，但是我絕對比別

人有毅力。」因為，在教育的路上，她一路走來並不順利，但是她並

不因此而氣餒，而是越挫越勇，抱持著堅定的意志和明確的目標，她

花了比別人多的時間克服考試的關卡，終於一圓成為教授的理想。為

什麼我要跟大家分享這一段小故事呢？因為教師甄選一路考來，那種

心路歷程並不好受！大家可能在升學的過程中都十分順利，不過在甄

選的這一兩個月內，卻要承受許多次的緊張煎熬與無情的落榜打擊，



那種心理的壓力真的很難熬，所以，在最後我要提醒大家，只要你有

著堅定的意志與明確的目標，努力的去衝吧！就算跌倒也不要灰心，

因為「考久了，那就是你的！」大家一起加油吧！我們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