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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後，想要謀得教職可說是越來越困難。在這樣的市場淘

汰機制下，在考前必先做好全方位的準備，在考試時全力發揮，如此才有可能

勝出。以下我就自己實習一年來的準備方式以及考試當天的情況與學弟妹分享。 

各個縣市考的科目和題型不盡相同，我所選擇的目標有基隆市及台北市，

因此規劃的準備方向有：教育科目申論題及選擇題，專業科目考試，試教和口

試，檔案製作。以下列舉各方向可參考的書目及準備方式。 

一、教育科目選擇題及申論題 

1.志光出版社的教育心理學（程薇）和教育綜合科目（歐文），以及考古題練習。

這套書是為了參加教師甄試的考生所作的詳盡整理，熟讀之後，對於教育科目

選擇題的幫助非常大。通本可以分成教育哲學、教育行政、教育社會學、教學

方法、課程理論等等，可以提供考生一個完整的知識架構。另外，選擇題的考

古題在考前可以多加練習，訓練自己答題的速度及臨場感。 

2.張春興教育心理學。這一本是大家公認的教甄 Bible，尤其前面的幾章更是重

要。皮亞傑和布魯那的認知發展理論，佛洛伊得和愛立克森的人格情緒發展理

論，柯爾伯格和皮亞傑的道德發展理論，各時期要能相互比較。寫申論題時若

能引用這些理論可以充實自己的答題內容。 

3.陳嘉揚教育概論四冊。這套書各章節都寫的很深入，可以釐清很多不清楚的

觀念，它其中有一冊是各章習題練習，可以馬上檢視自己的記憶程度。 

4.讀書會。同校的實習老師或代課老師可以組讀書會一同唸書。運作的方式建

議選定教育研究月刊的文章，每位夥伴寫下文章的摘要和自己的感想後，並一

同分享之。寫的方法建議條列式，根據某個主題寫出它的意義，內涵，相關的

教育理論，具體作為，困境處理方式等。 

5.申論題的練習。考前幾個月可以開始練習寫申論題的功力。寫的重點一：文

要對題，根據題目回答，不要一逕把背過的東西全部寫上去。重點二：列舉三

到四項大標題，底下再分幾點小標題，版面要一目了然。重點三：當遇到不會



寫的題目，不妨去參考「教育研究月刊」，看是否有相關論文，其標題和內容大

概是怎麼著筆的，幫助很大。 

二、專業科目選擇題 

1.背單字。我選擇的書是「托福最常考字彙」，劉毅著。我的做法就是從前到後，

從後到前多背幾遍，盡量把裡頭的字都背起來，加上它有例句和後面的生字練

習，成效會不錯。平時有空多翻翻英文雜誌，訓練閱讀的感覺，並且重視這個

練習的持續性。 

2.考古題練習。實習輔導處有彙編一個考古題光碟，裡頭有英語科各校試題，

約 60 幾面，我就把它們全部印出來寫，高中考題太難的可以順便查查單字，國

中考題的就當作模擬試題，計時練習可以增加自己的答題臨場感。 

三、試教 

1. 如果可以的話，一開始不妨去找新進教師，請他們試教演練一次給你看，如

此對試教 15 分鐘的流程心裡會有個譜。大致上要掌握的點就是：聲音要清楚

宏亮，表情自信自然，情緒要正向愉悅，最重要的是教學流程要清楚明顯。 

2.自己可以擬定一套教學過程，例如我的是：和學生打招呼（greet the students 

and warm up）—＞複習舊文法—＞檢查作業小組計分（呈現班級經營的能力）

－＞進入新文法（例句、圖卡、學生口頭練習等，視教學單元靈活運用）--＞

文法手寫練習（學生分組完成文法手寫練習，此時老師可以下去巡視，順便關

心個別學習狀況，呈現班級經營）--＞對答案並交代作業（作業可以是學習單，

網站資料查詢，朗讀句型錄音等，建議盡量活潑多元）—＞複習今天所學。 

3.我的練習大約是從下學期開始，每週找兩三次機會，每次抽一個教學單元練

習。一開始真的是困難重重，不過千萬不要氣餒，此時要記得請同科的老師來

幫你看，修正你的問題，等到看過幾次覺得問題差不多都沒了，就可以按照自

己的模式自己加緊練習，提高流暢度和純熟度。 

四、口試 

口試方面不外乎一些教育議題或班級經營的意見及做法。要答得好，就要

訓練自己對每件事物多看多想，多建立自己的看法，並以有系統有條理的方式

呈現出來。其實一個議題我們不妨從多個角度切入：從學校觀點，教師觀點，

學生觀點，家長等去思考，答案忌直接武斷，最好是能顧全不同的面向，找到



最好的解決點，才是個思維周全的教育工作者。另外，講話速度不要太快。一

來避免緊張，二來才可以清楚地呈現自己的意思，加上考官可能多是中年人，

說話太快可能造成對方聽力的負擔。 

五、檔案製作 

1.經濟許可的話，買台數位相機。從實習一開始有機會就拍，教學、行政、班

經三種都要顧到，盡量多拍一些照片不愁到時沒得挑選。 

2.買透明活頁套，學習單、教案等文書的資料依照日期排好，這只是蒐集的工

作，也是製作檔案的前置工作，可以不用太精美。 

3.參加師大金筆獎。這個獎項有要求一些項目，如實習心得寫作，創新教學做

法，校園人際關係等。盡量激發自己去思考並想想要怎麼呈現，最後膠裝成一

本，一來可以參賽，就算沒有得獎，整本拿出去參加口試也令人印象深刻。 

4.我去參加考試的檔案共有 5 本。一本就是上面的金筆獎參賽作品。另外四本

分別是教學、行政、班經、證明文件。這四本都薄薄的，去影印店用膠圈做裝

訂。內容先放履歷、自傳，接著把之前拍到的照片分類整理印出，並註明拍攝

時間、地點、情境、自己的工作或簡短心得，一張照片可佔一張 A4，字體求大

並一目了然，每一本都約 20-30 張， 看起來簡單大方，而且攜帶方便，可供參

考。 

我參加的考試是台北市國中教師聯招。到了考試當天，看到不成比例的應

考人數和名額難免會心慌。這時不妨捫心自問，做了萬全的準備就是為了這一

仗，遲早要面對又有何足懼呢？當天的考試狀況大概如下。 

一、 初試：筆試 

台北市教育科目和專業科目考卷是同一時間發下，自行調配作答時間。我

的考量是專業科目佔的配分較重，所以就先全力用心地答專業科目。遇到不會

的題目不要心慌意亂，至少要先把握住會的題目。生字部分可利用字根字首判

斷意義或詞性，以增加答對機率。教育科目的申論題方面，題目是現時代教師

的專業角色和法定責任有哪些。記得切合題目條列式作答，把握教育基本法、

教師法、國民教育法等法條中對教師責任的專門論述，則答題內容會充實豐富。 

二、 複試：試教及口試 



初試後到複試約有一個禮拜的時間，所以一天應想一冊的教案並加以練

習。可以應用之前建立好的教學流程，套用到每一冊每一課，相當省時省力。

因為考慮到，在試教現場自己可能會緊張得說不出話，所以我把每一課要呈現

的主題句和練習句簡單地寫在小卡片上。到了考場抽到題目後，只要把小卡拿

出來，聚精會神地記熟一下就可以了！ 

口試方面，我被問到的題目有：你覺得你自己在從事這份工作時有哪些優

勢和劣勢；你比較喜歡導師還是行政工作；你比較喜歡行政工作的哪一個職位；

如果你身為教學組長，請設計三個全校性的教學活動；請介紹你實習學校的特

色：若與學生先前發生不快，在上課時他情緒失控對你吼叫，你該如何處理。 

回答前先想一下自己的答題架構，頓個 1.2 秒比較好。回答時我會採用條

列式，感覺比較有自信和條理。記得考試時有一位考官問我，「全校性的演講

比賽最後都是特定學生在參加，怎能算是全校性的活動呢？」剛好實習學校有

個活動是全校一起背唐詩，抽出每班的某一號上台背誦，這樣參與度真的很高，

所以我就幸運地運用了這個方法回答。一切問題記得微笑回答就好了，不用太

緊張，見招拆招，顧好自己的邏輯，完整地呈現想法就可以了。 

另外我的教學檔案做的非常簡單，幾乎沒有什麼美工花邊之類的。但有位

評審頗為稱讚，也許在看到許多繁複設計的檔案後，我的檔案是扮演「清粥小

菜」的調劑角色吧！所以建議學弟妹可以不用花太多心思做檔案，只要把握整

齊大方清楚即可。（多把時間省下來唸書才是真的！） 

這一年的過程真的很辛苦，要一邊唸書一邊實習，還要背負巨大的心理壓

力，所以下定決心要考之後，努力方向和投入的心力都非常重要。首先確定自

己要報考的縣市，然後研究好出題方向，擬定完善的唸書計畫，隨時檢視自己

是否在進步，有沒有被錄取的資格，只要相信自己，激發潛能，一定可以做到

的！在這個過程中，不妨也找一樣可以發洩壓力調劑身心的活動，避免自己負

荷太大的壓力。記得所有努力的過程都不會白費，以往努力過的痕跡都會化成

不同形式展現。只要好好準備並充分展現，一定可以一圓教師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