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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新課綱 學習歷程檔案 大學申請入學

修課記錄
部定必修＋加深加廣
校訂必修＋多元選修

總成績

課程類型
養成基本學力
形塑學校願景
強化適性發展

課程學習成果
書面報告、實作作品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學習方法
專題、跨領域/科目
統整、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多元表現
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社團活動經驗、社會服務經驗
班級幹部、非修課記錄之成果
競賽成績、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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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呈現？
如何審查？



教育部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

計畫主持人：林國明教授

2020 專家諮詢會議



審議論壇

• 全台舉辦共五十場每縣市至少一場。

• 邀請高中教師、大學教授、高中學生家長和高一學生參加。每場

次高中教師16人(文理組各8人)，大學教授4人(文理各2)，學生和

家長各10人。大學教授採邀請制，高中教師、高中生及家長公開

招募。

• 大學教授的邀請：發信給21所大學所有學系系主任，推薦三位最

近三年參與入學審查作業的教師，再詢問意願和可參加的場次，

21所大學涵蓋頂大、非頂大；全科與偏重人社、理工、生醫；公

立與私立，以及不同區域。學系涵蓋不同學群。



參與人數

高中老師 高中學生 高中家長 大學教授 總數

503 343 318 172 1336



課程學習成果如何呈現、
如何審查？



重視過程與一般性的能力

• 接近或超過九成的高中教師和大學教授，高中家長和學生，認為認為大

學校系在審查「課程學習成果」時，「過程紀錄與心得」比「最後產出的成

果」更重要，或「兩者一樣重要」。認為「最後產出的成果」比較重要的比

例極低。

• 超過八成的高中教師、家長、學生和大學教授，認為大學校系在審查

「課程學習成果」時， 「素養性的一般能力態度」比「了解學科知識」更重

要，或「兩者一樣重要」。認為「了解學科知識」比較重要的比例極低。

• 高中教師、家長、學生和大學教授，共同最重視的是「界定問題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其次的能力是「邏輯推理」、「溝通表達」和「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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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
1.重視基本素養
所展現的核心能
力
2.重視校內學習
活動
3.重視資料真實性
及學生自主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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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
1.不是以量取勝，
重視學習過程的
反思
2.不是學系所列
的所有項次都要
具備



高中端提出的問題與政策回應



高中端建議：提供課程學習成果準備建議，

創造高中與大學對話

• 建議教育部未來能透過實例作品，提供課程學習成果的準備建議。
這並非要讓課程學習成果模版化，而是讓老師設計課程和學生生
產作品時，有可以學習、參考的對象。這些準備建議應該考量到
學校的類型、學生的能力和課程的差異，而有多元的型式。

• 建議各個高中可以對課程進行分類，依照不同性質的課程設計不
同類型的課程學習成果，讓型式更加多元豐富。

• 建議教育部能創造大學端與高中端溝通與對話的機會，一起討論
如何做出更好的課程設計，讓同學的產出能符合108課綱的精神，
也能符合大學端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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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實例焦點座談



課程學習成果焦點座談會簡介

● 共試辦五場

○ 北部兩場

○ 中南東各一場

時間 地點

1月9日 台灣大學

1月10日 台灣大學

1月30日 花蓮

2月6日 台中

2月7日 台南



焦點座談會議程

時間 議程

13:00 - 13:30 報到

13:30 - 14:00（30分） 計畫主持人報告

14:00 - 14:30（30分） 語文、社會科高中老師教案報告：3人，一人報告10分鐘

14:30 - 15:30（60分） 第一輪討論

15:30 - 15:45（15分） 休息

15:45 - 16:15（30分） 數學、自然科高中老師教案報告：3人，一人報告10分鐘

16:15 - 17:15（60分） 第二輪討論

17:15 - 17:30（15分） 綜合討論



教師種類 任教科目 人數

高中老師

國文科 2

英文科 4

數學科 3

公民科 4

地理科 4

物理科 4

化學科 2

生物科 5

地球科學科 3

藝能科 1

大學教授
文組 11

理組 9

● 邀請高中教師與大學教授參與，

共計 32 位高中教師與 20 位

大學教授



作品類型 說明

i.    學習單 由授課教師提供結構式問題供學生操作與填答。

ii.   實作作品 作品主要以非報告型式呈現，例如影音檔、手作作品、作文、劇
本、程式設計檔等。

iii.  實驗及活動紀錄 單一實驗及課堂活動之觀察紀錄或學習筆記。

iv.  主題式專題報告 單一主題或領域之研究報告。

v.   小論文專題研究 小論文格式之研究報告，提出研究動機、文獻回顧、研究問題與
結論。

vi.  綜整性學習紀錄 作品綜整一學期各活動或主題的學習紀錄與成果。



作品類型一
學習單：單份或多份



作品類型二
實作作品：

影音檔、手作作品、
作文、劇本、程式設計



作品類型三
實驗記錄與課堂活動



作品類型四
專題式的探究活動



類型五
綜整性學習記錄



作品類型六
小論文



一、優先呈現作品摘要

二、保留作品呈現的完整性

三、強調個人獨特性、真實性

四、其他呈現內容討論



座談會成果及
呈現形式建議



一、優先呈現作品摘要

● 建議可在作品前放一至兩頁作品摘要

(1) 強調重點，刪減不重要的訊息

(2) 說明學習目標及內容

(3) 呈現收穫、心得與反思

(4) 交代個人貢獻



二、保留作品呈現的完整性

(1) 透過作品呈現學習脈絡：動機與收穫

(2) 完整列出引用資料來源

(3) 自然科作品應呈現實驗步驟（可以文字或圖示）



三、具體呈現學科知識與核心素養能力

● 學習的過程與成果，顯示哪些學科和素養性的一般

能力？希望讓教授看到什麼亮點？（解決問題、邏

輯推理、團隊合作…）

● 具體，不要空泛，舉例說明。寫心得，不是寫心情。

○ 「這門課我學到團隊合作和邏輯推理」。

○ 「實作的經驗實在太開心了」

○ 「作出成果時，成就感讓人飄浮在空中」



四、強調獨特性、真實性

● 不論作品中呈現的是學習內容、心得記錄

或反思，大學端期待能夠看到學生能從個

人經驗出發，且言之有物地說明學習的收

穫和省思，則可看出個別學生能力、特質

與熱忱的差異。



四、其他呈現內容討論

● 地方、校園特色化

若作品能展現地方特色或是校園特

色，則讓人印象深刻

例：以校園中的椰子樹作為課程設計的

發想。

例：根據校園所在地理位置，研究當地

的文化歷史、移入族群以及神明信仰。

● 與生活情境連結

作品與生活情境有所連結，也

可以讓作品更為亮眼

例：咖啡牛奶實驗。



未來活動規劃



「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實例」審議論壇

• 全台舉辦共五十場。

• 邀請高中教師和學生，帶著作品來和大學教授討論，也邀請家長
來參與。

• 每場審議分四組進行，每組邀請三名高中老師，兩名高中學生，
兩名高中家長和兩名大學教授參與。

• 透過高中端與大學端的對話，讓高中端瞭解大學端的期待，讓大
學端預先看到高中生的作品實例，以預作審查規劃。

• 針對形式多元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提供呈現形式的建議，避免
模版化，適合不同類型學校學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