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之路─教甄心得分享
高中電腦、資料處理科

主講人：90級資訊管理學系校友吳佳佳

大綱

自我介紹1

實習與教檢準備2

教師甄試考試3

考季結束心情調適4



自我介紹

學歷
 靜宜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工作經歷
 96-97 年台中市立西苑高中高中部電腦科 實習教師(半年)
 97-98 年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學助理(半年)
 98年 台中縣立新社高中高中部資料處理科 代理教師(半年)
 98-99年 台中市立惠文高中高中部電腦科 代理教師(一年)
 99-100年 台中市立新社高中高中部資料處理科 代理教師(一年)
 100-101年 選擇進修失業一年
 101-102年 國立豐原高商附設進修學校資料處理科 代理教師(一年)
 102年 考取國立竹東高中附設進修學校資料處理科 正式教師
 102年 考取全國高中職教師聯合甄試正取第五名（分發至新社高中)

自我性格檢視

厚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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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代表



教師檢定準備

教師檢定日期： 103年3月9日
(離實習結束僅有二個月時間)

考試準備建議（實習與教檢考試準備並行）
1.目標在國小、國中：補習
2.目標在高中：
可檢視自己教育科目的基礎功夫是否足夠，選擇自己念或補習

準備書目與考題練習(事隔已久，現在應該要看更多）
書目：
教育概論(陳嘉陽)、青少年發展與輔導（黃祥德)、教育
心理學（張春興）、主題式教育科目（戴帥）、教育法規
請上網看最新的
考題：
教檢歷屆試題必做、公務人員教育科目考試題目、教甄考
試題目、教育學系研究所考題

實習準備（一）

請準備最美最真誠的笑容，進入實習學校，每天
都要用它來向每個人打招呼！

用學生身份學習，用正式教師身份體會這份工作
是否適合自己。工作要符合自己的興趣，才會長
久、才會真正快樂的過每一天。

 實習重要作業：檢視自己是否適合教職。

真正適合、有教學熱忱，才能在競爭激烈的教甄
中脫穎而出。



實習準備（二）

與實習伙伴的關係：
彼此的處境、心情相同，最能了解彼此的革命伙伴
一輩子的好朋友（一起準備教檢、教甄，最好組成讀書會）
要互相幫忙，切勿撕破臉，易孤立無援。

多幫忙實習伙伴，不同處室業務不同，多做多益，增加行政經驗值，又能增
加同事情誼。

與實習指導教師的關係：
以學生的態度尊敬指導教師與實習學校長官，交待事務如期完成，要謙和有
禮，實習指導教師、長官極可能成為教甄考試委員，切勿自毀前途。

遇到節日可贈送教師卡片（禮輕情意重）等，讓指導教師覺得有受到尊重，
也較甘願指導，日後教甄指導也能多位請益對象。

與學生的關係：
請以小老師身份管理，不可太放任學生，也要尊重導師，切記要與導師站同
一邊，勿因為學生管理方式與導師理念不合。

教甄考試方式

各校教甄、代理教師考試日期：
1111人力銀行（教職）有整理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民服務窗口
台灣師範大學就業大師

國中（約五月底報名，六月考試）
各縣市聯合甄試（時間由各縣市訂定）
初試（筆試）：
教育科目、專業科目、地方文史（某些縣市限定）
複試：口試、試教、電腦能力測驗（某些縣市限定）

高中職（約四月中就有考試公告）
獨招、各縣市聯合甄試、教育部受託辦理全國高中職教師甄試
初試（筆試）：專業科目
複試：口試、試教、專業技能術科考（某些科目限定）



教甄筆試準備建議

建議熟讀各科目聖經，多做考古題（教甄、教檢、公務員
考試、研究所考試、國家檢定考試題目、競賽題目）務必
熟練、融會貫通。

嚴格規定自己各科考古題要做到90分以上（尤其是教育
科目)。

專業科目答題能力，必須達到研究所以上，若考主科教師，
務必熟悉各版本教材內容，以及相關檢定考試題目（如：
全民英檢、乙級丙級檢定題目等）。

選擇題答題勿鬼遮眼，問答題答題以表格、圖示、分項敘
述最佳。

我的筆試準備方式
 確定自己的目標與優勢，考三年後：我確定我只考高中職。方向明確，
就可以全力衝刺，但也要為失敗負責。

 考電腦軟體應用乙檢、國際證照（網路管理師相關）。

 報名研究所考試補習班，加強專業科目的能力，也順便看補習班老師
的上課講解方式，學習如何向學生講解較難的概念。

 向書商要各版本的教材，教材內容務必滾瓜爛熟，並能延伸至較深且
相關的概念。

 每天至少念書五小時以上，並將較不熟的部份用標籤標示出來，考前
務必複習，重質不重量，適度放鬆休息，反而能想通一些難題。

 書永遠念不完，要複習舊的，也要不停地上網更新新知，讀不通的一
定要請教老師解決它。一旦觀念通了，怎麼考都能進複試！



教甄試教考試方式

 15分鐘、20分鐘都有可能
（演示時間多長，準備時間就有多長）

公告考試範圍：
僅公告某科目內容，例如：計算機概論高中教學範圍，考試當場才拿
到教材。較少學校用這種方式，大部份用於獨招或代理考試，準備只
能靠平時累積，隨機應變，這類試教往往要求不能看書教。

公告教材版本：
哪一冊哪一章節不公告，就代表全部章節都要準備。充分準備，考試
抽題後才能夠穩定心情。

公告教材章節：
通常代理教師考試方式都用這種，較容易準備，但一定要不停練習，
因為每位考生都只準備本該章節，一定也是練習到盡善盡美。

評審方式與委員反應：
一定要寫黑板（評分表多半有板書成績），委員可能會有反應，可能
會無反應，記得一定要穩切勿慌亂。

我的試教準備方式

 因為我考試以高中職為主，教具方面並沒有做，大多以粉筆講述的方
式呈現我的試教。

 要了解分辨出試教章節中，哪個部份才是重點，要把握試教時間，直
接切入重點教學，不要繞一堆簡單概念。

 準備一張A4紙，折一半，上半部代表試教的黑板板書，將要教學的
內容板書全部寫在上半部，下半部拿來筆記講解內容用。

 上半部板書內容以條列式、表格、圖形概念呈現尤佳。並記得重點部
份用彩色粉筆區分重點。清楚易懂也能輔助自己在緊張的考試氛圍下，
容易抓到教學重點。

 每位考試的教師都身經百戰，試教功力不在話下，務必找多位同科教
師來看自己的試教，才能讓試教更完美，當然自己也要學會反省，才
能修正教學方式。



我的試教難題分享

難題一：評審委員擺臭臉、皺眉或是從頭笑到尾

難題二：教到一半或結尾被打斷

難題三：進入試教考場評審要求重點與準備不同

教甄口試經驗分享

國中：較無經驗可分享
高中職：

1.準備個人簡歷：
不要太過複雜，太大本太厚，重點不在精美，而在於內容呈現是否清楚明白
（善用表格及圖示）
2.要求行政及導師經驗並希望考取後配合學校擔任職務：
實習時好好累積經驗，可作為日後口試答題方向，也可巧妙將經驗應用於答
題中加分。
3.準備未來規劃：
身為教師，進修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一定要提及未來規劃與進修。
4.對考試學校的了解：
考前一定要對考試學校有所了解（從網路看學校網頁的公告、或是從該校同
科教師的背景著手，或從書商探聽），對口試有幫助，對筆試也有幫助。並
想好「為什麼考該學校？」的理由。
5.教育政策要熟悉：
口委有可能會請到各校的校長，因此教育行政與教育政策非常重要，常是考
題。

口試切勿搞笑或輕浮，態度應以認真、誠懇為主。



術科實作考試方式

 全國高中職聯合教師甄試實作必考，部份獨招學校也會考實作，例如：
電腦上機考（電腦教師）、彈琴彈奏（音樂教師）、游泳跑步（體育
教師）等。

 部份學校要求教師具備資訊能力，也會提出電腦上機考要求（題目大
多是Office系列操作）。

 以電腦教師來說，實作成績一翻兩瞪眼，一題20分，是致勝或是落
敗的關鍵科目。

 各科實作內容不盡相同，相關分享也少，因此多認識已考取的教師
（進入複試考場，切勿把其他考生當仇敵，應當戰友看待），厚著臉
皮去問，才能幫助自己準備實作考試。

考季結束，何去何從？

面對1%錄取率的教甄，100人中真正有工作的只
有1人，那麼其他的99人呢？

不一定要離開教育圈，你有以下選擇：

參加各校代理教師考試，
聘期為一學年，薪資與正
式教師相同，國立有敘薪。

參加各校代理教師考試，
有些學校較偏遠，即使沒
教師證，教程修畢也能代理。

寄履歷至想代課的學校，
該校有老師請假，會打電
話通知代課，領的是鐘點費。

代理教師

代理教師(無教師證)

鐘點代課教師



落榜心得與建議

 別急著難過與灰心，檢視自己的性格，是否適合從事教職，若自己真的喜愛，
請務必保有初衷與毅力，勇敢面對挑戰。

 多參加代理教師甄試，因為較少人考，較能進複試，才能練到試教與口試，
增加來年再戰的經驗值，考上了未來的一學年是不用擔心經濟來源的，薪資
與正式教師相同，僅差別在福利制度上不同。

 每次考完試，都要反省自己是否有進步，要求自己每次考試都只能進步不能
退步，而非設定考取年限，這樣才有可能考上正式教師。

 廣結善緣，多認識戰友，有益無害，切勿敵對與仇視，若未來對方先考上，
會成為自己的貴人。也可上網查詢同科戰友的學經歷，有些補習考試會公告
姓名，藉此來檢視自己是不是也該去考相同的考試。

 學歷不是一切，但筆試能力一定要達到研究所水準以上，才有可能考取正式
教師。不足的要找老師幫忙，每個考取的教師，一定都上過很多課程。

我對於教甄的看法

 教甄是為了取得一份工作，是人生規劃的一部份，但並非人生的全部。
有好的姻緣切記要把握！

 對我而言，教甄是一場不知道盡頭在哪的馬拉松，心靈一定要有支持
的力量，才能像小強一樣不停地考下去。信仰很重要，家人的支持更
重要。

 「開車」是基本能力，才能不受限於學校的交通便利性，而讓好的機
會溜走。

 落榜真的不要難過，多考、多代課多嘗試不同學校，是豐富人生非常
好的方式，也是累積教學經驗最佳管道。

 廣結善緣，學校幹事、老師、主任、書商、戰友，一旦進入職場，只
能交朋友，千萬不能樹敵。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