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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長的話 
經得起考驗的一群 

想從小至今，經歷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考試，想與準教師們分享。 

在香港，所就讀的學校分有學前教育、小學部與中學部。考試一直都

難不倒我，小學六年級的聯考及中五（註：香港學制，中學五年級）會考

後都升讀原校，在同一所學校就讀了十四年。到同年級同學為大學聯考疲於奔命時，我

用中六成績報考教育學院獲錄取，難得一次南征北討的大學聯考就這樣擦肩而過了。 

我認為成績代表個人階段性的努力及力求上進的心，每次考試必定努力爭取最佳的

成績。可是，我的在職進修生涯有一段非常艱困的日子，達四年之長。 在這四年的日

子裡，我為了補一個應數學士學位，於每晚、週六及暑假上課。有的學員受不了的休學

了，更有的想以工作為理由請老師減少功課。可是，老師反而教訓了我們一頓：「你們

的學位與全時生一樣，為什麼要減功課？」我們聽了如雷貫耳，由那天開始團結一致，

互相勉勵，更額外挪出時間 k 書以完成課業。 

然而，要是遇到白天學校有事，晚上剛巧是考試，就形成兩難的局面－要當一位盡

責的教師？還是成績不俗的學生？最後，良心勝了好學心，我選擇先把白天教學的事弄

好才去想晚上的課業，多半是白天忙透了而晚上帶著疲倦的身軀無槍無彈的去應戰，這

選擇，也算違背那努力爭取最佳成績的原則。 

完成在職進修後，享受了一段全時生留美讀研究所的時光。在美國的考驗，與在香

港的挑戰不同，包括外文閱讀及寫作，撰寫畢業論文時一波三折，執筆一半面臨停擺(因

Baby 出生)，隨後又得面對舉家遷至台灣（因為孩子的爹應聘往中山大學服務）。幸好

親友大力支持，加上我選擇堅持個人目標：這位新移民及新手媽媽排除萬難，提起勇氣，

努力完成了原以為這一輩子都寫不完的博士論文，再往美國考口試取得博士學位。接著

還必須一一突破害怕演講的心防及找工作的困難，一切的辛勞在得知錄取的剎那得到了

報償，心情就像一位辛勞的農夫摘收耕耘已久的果實，這滋味格外甜美。 

現在，有幸能於大學裡當一位愉快的教師，是因為當初加入了經得起考驗的一群。

由於過去種種的考驗，才能有現在這個自信、堅強的梁老師。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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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及學員們，無論遇到那一方面的挑戰，請以健全的身心面對種種考驗。

若有困難，不妨與長者或同儕討論，也許會發現別人也曾遇到同樣的困難，或得到一些

意外的提示，從而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相信您們一定能面對考驗，盡力完成各階段的

要求(修課、實習、資格考、教甄)，而更能有自信的當一位自己滿意而別人又肯定的老

師。 

最後，請記得感謝本中心的師長、助理、學會，以及實習學校的培訓團隊，在這難

忘的人生歷程中温馨的陪伴。於期末祝大家身體健康、與大家共勉！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0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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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主題徵文：美麗的相遇 
外文系 李慧如

 

二年了，猶記得那道從社科院斜灑在中庭的光線，彷彿是太陽在對我們和

煦的微笑著。直到大三，我才頻繁的修習教程學分，也才在這個學期當中

感受到中山教程師生及同儕間的溫暖。我曾經想過，如果沒有加入教程，

我的生活與認知會有什麼不同？固然本科系的課業壓力已經過度負荷了，但是在這個教

程大家庭中，我漸漸地認識自己，也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原來可以像家人一般親密

與自在。  

隨著畢業年限的逼近，修習小學教程的我只好咬緊牙根爭取機會聽演講與工讀；因

緣際會之下，一次工讀機會的接觸，乃華姐與陳姐瞬間從期初或期末大會高高在上的報

告者，轉變成教程辦公室內親切可愛的服務人員。和我一起服務的學生也分擔了自己的

辛勞，更重要的是，分享了我在教程生活的點點滴滴。不論是修課心得分享，亦或各種

考試資訊等，每個人都不吝惜提供最新消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外乎是教程無形中

連結並加強了各科系間的網絡，也提供了各種出乎意料的方便。前陣子宿舍室友的挑選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由於修課而與教程同學相熟，剛好我有位系上同學那寢缺一名

室友，通過我的關係，很快地湊齊人數，登記成為室友，真是奇妙的緣份！  

頃時，鳳凰花樹飄下的花瓣將堆砌成一片片難以忘懷的歲月刻痕；或許人事物將逐

一從記憶裡遺失、淡忘，慶幸的是，唯有在個人面對大小不一挑戰時所經歷的成長，才

能完整填補所曾失去的美麗回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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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教甄教檢之路 
 

（一）師長叮嚀 

玉霜校長(圖右)特應

教程中心之請，提醒

我們注意在參加教甄

試時，如何開創自己的有效條件，

分別為以下幾個方面： 

１、面試時，須注意： 

（１）衣著：樸實、簡單、大

方、端莊、不花俏、不時髦、不作怪、太涼快不行、太俏麗不行、太休閒不

行、太隨性不行。 

（２）坐姿：不靠背，約坐三分之一，看起來較有精神。 

（３）眼神：莊重，不亂瞟。 

（４）善用關鍵字：運用關鍵字來回答面試者的問題。 

（５）時間的掌握：不宜超過預定時間。 

２、試教時，須注意： 

（１）說話速度 

（２）口齒清晰 

（３）時間掌握 

（４）教具呈現 

（５）班級經營技巧 

（６）危機處理融入 

（７）重要議題融入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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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教學重點掌握 

（９）師生互動 

（１０）善用鼓勵、多元評量、個別差異的尊重 

３、筆試時，須注意答題的基本向度： 

（１）質量並重 

（２）理論、實務並重 

（３）教學、行政兼顧 

（４）內容、表面兼顧 

（５）掌握答題時間 

 
（二）學長經驗分享 

很高興教育學程中心能邀請孫育智學長，來和我們交流教師甄選的寶貴經驗。學長

分享了幾個重要的準備方向： 

一、要懂得憑藉自己的優勢秣馬厲兵 

（一）考試科目、題型、計分比重不一，因此必須分析自己的優勢何在，像是教育

科目、國語文、專門科目、筆試、口試、試教、地緣等差異。 

二、擬定讀書計劃（含教學檔案），按部就班 

（一）沒讀書之前，不要急著做題目，以免打擊自信。 

（二）教學檔案：利用實習時，蒐集資料並擬好架構再完成。 

三、隨時吸收新知，自己就是教甄的風向球 

（一）新聞、報紙（文教版、社論）方面，如：國語日報電子報、教育部電子報。 

（二）網站、論壇方面，如： 

１全國教師會選聘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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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台灣師大就業輔導組：教師甄選機會 

學長最後並勉勵我們：當你對目標有強烈的渴望時，全世界都會傾全力來幫助你。

並預祝大家都能金榜題名！ 

 

四、教育新聞 
教師資格考放榜 通過率大降 不到六成 

【2006-05-03/中廣新聞網】 

今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和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今天放榜，總計共有 4596 人

通過考試，及格率是 59.4%，和去年九成通過率相比，大幅降低許多，一般認為和師

資過剩，必須緊縮師資來源有關。 

今年度教師資格考四月一號舉行，各科平均到考率相當高，達到 98.52%，根據考

試規定，要通過這項檢定考試，所有應考成績總平均必須滿六十分，而且不能有任何一

科成績零分、如果其中兩科成績不滿五十分也不能通過，經過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議確

認，今年到考 7742 位考生，總共有 4596 人通過考試，將由教育部核發及格教師證書，

之後可以憑證書進一步參加教師甄試。 

對於今年教師檢定考試通過率不滿六成，教育部表示，較嚴謹的制度是為了提供更

好專業師資保證，試題的難易度以適中、合理分配為原則。 

學生語文程度差 作文閱讀都重要 

記者羅皓恩報導 

今天是五四，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也熱烈討論學生語文能力問題。立委提出台北

市老師和學生調查，98.6%老師都認為現在的中學生國語文能力比過往下降，沒有任何

一位老師認為學生語文程度提升。也有立委實際拿教學現場老師提供的學生作文和造

句，當中錯字滿天飛、亂用成語、上文不接下文情形，要求教育部必須正視問題，提升

國語文教學時數。不過教育部認為，增加語文時數會壓縮其他領域，還是請現場自行斟

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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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學生國語文程度下滑，早就不是新聞，教學現場，學生作文「在操場烤肉風

塵僕僕」、「回到家，小狗對我突飛猛進」...等也時有所聞，立委洪秀柱星期四在立法院

教育委員會就很痛心，今年大學學測作文，就算亂寫也有一點點分數，但竟然還有 2771

人因為空白、只抄題目或自己另訂題目而拿零分；立委李慶安也舉台北市教育局日前調

查，高達九成八以上老師，憂心現在中學生國語文能力下降，追究原因，課程時數減少、

升學考試大多只考選擇題、教材減量、文言文比例降低、閱讀量太少等都是問題，要求

教育部必須全面檢討語文教學狀況，不能光只是要學生加考作文而已。 

對此，教育部長杜正勝回應，考作文不光只是寫作文，平常也會注意各層面教學。

除了透過考作文喚起學生老師對語文的重視，杜正勝表示，教育部也會持續推動閱讀運

動，從小培養學生對語文的興趣。 

【2006-05-04/中廣新聞網】 

杜正勝：不適任教師 針對個案依法行政 

記者劉嘉韻／台北報導 

人本教育基金會等團體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呼籲儘速修法，讓不適任教

師離開校園；教育部長杜正勝對此表示，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必須針對個案依法行政。 

屏東縣家長協會、人本教育基金會等團體，上午由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林育生 

(屏東縣) 陪同，在立法院召開「請立法院讓不適任教師離開校園」記者會。他們表示，

現行教師法有弊端，教評會成員大多都是學校老師，在「師師相護」情況下，解聘不適

任教師相當困難，立法院應儘速修法，解決不適任教師繼續在學校任教的問題。 

杜正勝被媒體詢問相關問題時表示，聘任、解聘教師的決定權在學校，而教師若有

過失，移送教評會處理，教評會的決議不能抵觸法律，如果教評會處理不當，才由教育

局或教育部依法處理。 

杜正勝強調，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必須針對個案依法行政，並考量如何改善教學

現場所發生的問題。 

【2006-05-04/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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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部：違規資優班 將報請解散 

記者張錦弘／台北報導 

教育部昨天指出，各縣市教育局若放任國中資優班淪為升學特別班，將報請行政院

解散資優班；地方資源有限，不能只顧優勢家長的需求，更應把資源優先用於照顧弱勢

學生。 

教育部次長吳財順指出，依現行法規，各縣市開辦資優教育，可集中設專班，也可

採分散教育；資優班招生可各校單招，也可聯招，教育部無法設限。 

將要求資優班分散教學 

但今年各縣市資優班數量大增，且部分縣市採聯招方式，可能助長補習歪風，吳財

順說，教育部將請資優教育專家組成小組，本周討論是否強制要求資優班採分散教育，

以徹底解決問題。 

國教司長潘文忠說，有教育局長說，廣設資優班是因家長的壓力太大，這根本不成

理由。 

所謂的「家長」，往往只是孩子成績居前百分之十，且社經地位偏高、有發言權的

優勢家長，其他九成的家長，有人聽他們的聲音嗎？誰說他們的孩子就該被擺在其次？ 

北縣人多 只設 13 資優班 

潘文忠指出，資優教育必須投入大量資源，不能廣設，所以他擔任台北縣教育局長

三年，嚴格管控全縣，只設十三個資優班，並非校校都有能力設班，學生數最多的台北

縣都這樣，其他人口數少的縣市談什麼廣設資優班？ 

違規縣市 將查失職責任 

潘文忠說，今年各縣市資優班招生結束後，教育部將評鑑其師資、課程，若無異以

前的升學班，將視同能力編班，依地方自治法，教育部可報請行政院，解散這些違規資

優班，重新編班；還可移請監察院調查縣市官員的失職責任。 

【2006-05-15/聯合新聞網】 

※其他相關新聞請上教育部網站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