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九月起（107學年），所有的高一新鮮人也就是目前國中八年級以下的學生，將用

107課綱架構展開學習，110學年開始的大學考招也會有重要變革，關鍵之一，就是要

開始認識什麼是「學習歷程」檔案，因為國中八年級以下的學生未來申請大學時，學

習歷程檔案將占 50%的高比例。學習歷程究竟是什麼？《親子天下 》彙整專家說法，

為你一次說明白。  

今年 107課綱將正式上路，其中重要的改變就是高中選修課程大幅增加，高中課程從

設計到教學實務，這幾年在校園現場有積極的行動。這幾個月關於 107課綱的討論，

漸漸從課程端的改革移轉到大學考招革新的討論。因為大學考招若是維持不變，將成

為高中國中課程翻轉的瓶頸。這也是為什麼前一陣子，有超過兩百位高中校長連署的

行動。 

從高中選修課的安排到大學考招制度，面臨全新的局面。在這樣的變局下，各自代表

不同立場，討論大學考招的幾股關鍵力量有： 

一、以清大為首的大學招生委員聯合會 

二、龍頭大學台大 

三、支持選修課落實的高中校長與教務主任 

四、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他們的訴求中的共識是： 

一、強調尊重課綱精神 

二、維護高中完整學習 

但各方歧見則在於達成目標的手段不同，特別的爭議點在於考招的時程，什麼時候考

和招？分幾次考？考哪些考科？至今還無法達成共識。 

而獲各方肯定可以確保課綱精神、落實選修課制度、改變高中教學現場、扭轉大學招

生分數至上、且能看見學生多元能力的考招工具，就是學習歷程檔案。目前，許多爭

議，也就繞著「如何避免學習歷程被弱化」這個主軸而糾結。 

學習歷程究竟是什麼？如果運作成功，可以發揮哪些功能？如果失敗，又可能帶來哪

些後果？以下為綜整各方看法的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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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佔未來升大學 50%成績，

國中 8年級以下老師家長必讀 

Q：學習歷程包含哪些項目？其中最關鍵的是哪幾項？ 

A：學習歷程包含基本資料、自傳及學習計畫、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及其

他。 

其中最關鍵的是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和多元表現。 

修課紀錄指的是高中生涯六學期內，所有必修和選修課程的學業表現，這可以展現個人

的興趣與能力；課程學習成果要有具體的作品，包括文學創作、實驗過程紀錄或立體雕

塑等都可以列入，經過學校老師認證後上傳至資料庫；多元表現則涵蓋社團、志工服

務、競賽或大學先修課程等，要附上獎狀或修課證明才能採計。 

Q：學習歷程與現行的備審資料有何不同？如何避免再度淪為「軍備競賽」？誰來把關以

避免造假或過度浮濫？ 

A：學習歷程將取代目前的備審資料，每學期結束後上傳資料庫，不必全部集中在高三下

才臨時製作，希望能減少學習干擾及學生負擔。 

但學習成果和多元表現都有採計上限，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有花錢或出國去做的就一

定比較高分，大學端越來越多的教授已有共識，會看重的是學生的潛能和態度。 

上傳的作品除了任課教師認證，目前建置中的資料庫也有檢核機制防弊，會設定電腦程

式自動篩檢，如果班上「並列第一名」的同分人數過多，或幹部數量超過合理範圍，都

會被檢出；學生個人若有造假會取消錄取資格；學校帶頭提供假數據，則會被教育部處

分甚至追究偽造文書法律責任。 

Q：很多人聽到「多元表現」就聯想到城鄉差距，怕對偏鄉不利，這套設計如何顧及不同

家庭背景可能造成的不公平競爭？ 

A：多元表現用於升學採計，要與未來想唸的學系有關連，不是越多越好。例如有志於社

工系的學生，只要在國內收集 10張志工證明，讓審查教授看出用心，效果未必會比花錢

出國做志工差。很多偏鄉的老師比都會區更認真，會帶著學生參加比賽、社區服務或社

團展演，因為學生少，老師甚至可以「客製化」為學生創造舞台，表現的機會更多。 

Q：所有學生資料都上傳，會不會有個資外洩的問題？ 

A：學習歷程的精神是尊重學生自主權，由學生自己進資料庫勾選後，才會上傳大學甄選

會，各大學無法自行進入資料庫中撈選。 

Q：學習歷程如果運作成功，可以發揮哪些功能？如果失敗，又可能帶來哪些後果？ 

A：學習歷程參採六學期，被期待用來解決學生高三下學習不完整的亂象。如果成功，有

利於落實整個高中課程的多元選修、強化校本特色，並鼓勵教師創新教學、學生適性探

索。 

此外如果可以透過學習歷程檔案，做為重要的入學標準，大考的筆試壓力也可望緩解。 

相反的，若是學習歷程被弱化，大學端的審查流於形式，將使高三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被

架空，反而成為大考前的加強複習，各校將從高一起，對開設多元選修課程感到卻步；

當學生考試壓力更大，更無餘力去發展學習歷程，大學考招又將重回以筆試為主導的既

定模式。 

( 諮詢對象：全教總副秘書長黃致誠、清大教務長戴念華、台大教務長郭鴻基 ) 

~引用自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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