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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推動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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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格樂大學教育管理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本文旨在探究高級中學學校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緣起、意涵，以及相關在

教學現場上所可能面對的問題與限制，分別論述如下。 

一、緣起 

傳統的紙筆測驗雖具有客觀性、績效性、標準化、信度、效度等優點或特性，

但仍有下列的限制（李坤崇，1999），諸如：(1)鼓勵學生從事片段、瑣碎知識的

學習，而非概念的整合、統整，易使評量的方式與內容過於窄化。(2)一次的傳統

標準化測驗不易測量到學生的真正能力，測驗分數所能提供的訊息極為有限，往

往不能說明學生的問題所在。(3)傳統的標準化測驗是一種靜態評量，而非動態評

量，因而無法得知學生在一段時間學習中的改變情形。(4)傳統的學習評量大多只

提供「量」的差異，並未對學生在「質」的變化有所注意（施冠慨，1999）。 

承前，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是指基於教育的目的有系統地收集學生的作品，用

以論述學生在一個或多個學科/學門的努力、進步、和成就。這樣的一個定義所支

持的評量觀點是：評量應該是連續的、能說明學生知道什麼和能做什麼、使用真

實的情境背景脈絡、可與學生或他人溝通所重視的價值、描述所完成作品的過程、

並能與教學相融合（張德銳，2002）。簡言之，檔案是蒐集學生的作品用以呈現

其學習成就（張德銳，2000）。檔案評量除了呈現學生的學習成就外，亦可用以

彰顯學生在時間中進步改善的情形（張美玉，2001）。任何政策的制定與推動都

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或是實務需求之上，除了對其意涵要有明確的界定與

探究之外，同時也要尋求理論支持，以完善整體的教育政策施行之品質。以下就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理論基礎及意涵探究如次。 

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理論基礎與意涵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理論基礎植基於多元智慧（multiple intelligence）理念的成

熟與推廣。Howard Gardner（1993）認為個體的智能應擺脫以往僅從認知層面探

討的侷限，而應從多元的角度來思考及詮釋，他將個體的智能區別為：語言、邏

輯、音樂、運動、空間視覺、個人內在、人際關係七種，帶給教育學者在教學、

輔導及測驗方面的重大突破。讓高中職教學現場不再定紙筆測驗於一尊，而是能

以學習歷程中的習得成果及省思納入參採，也更能從實作、內省的多元視野評量

學生的學習風貌，對於高中職育的生態、心態產生直接與深遠的影響。 

從 108 課綱實施後，自 111 學年度起，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大學甄試入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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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申請）的重要書面審查資料。學習歷程檔案期望透過記錄每位學生在高中職三

年的學習歷程與成果，讓升學制度不再限於傳統紙筆測驗的能力，而是藉由學習

歷程檔案的建置，來呈現每位同學在不同領域的多元能力展現，並反映出每位高

中生不同且獨特的學習軌跡、個人特質與發展潛力（教育部，2022）。 

學習歷程檔案包含四項領域，分別是：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2020）。高中職校方每學期會負責登錄每

位學生的基本資料與修課成績，以高中為例，同學們則必須於每學期末上傳課程

學習成果（每學期至多三項）與多元表現（每學年至多十項）到由教育主管機關

所建置的「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於大學入學申請校系時，學生再從自己的學

習歷程檔案資料庫中，分別勾選三項課程學習成果與十項多元表現，並撰寫學習

歷程自述和其他資料，最後再交付大學端審查與評分（教育部國教署普通型高中

學科資源平台，2019）。綜上所述，學習歷程檔案在立意方面雖然力求可以呈現

學生多元的學習表現，並結合大學或是技專校院的招生選才平台來推動，以求其

實效，但在實務上還有許多需要值得關注的面向與議題，現論述其次。 

三、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限制與展望 

本小節論述有關推動學習歷程檔案的限制，大致有少子化的影響、非所有校

系全面參採、將學習歷程檔案視為備審資料等等因素，而未來的展望則須策重學

生的學習輔導、生涯價值的多元呈現、多元活動的參與與表現等等。 

(一) 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限制 

1.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學習歷程檔案非居於關鍵地位 

少子化的趨勢與浪潮日益加劇，據統計，117 年高三升大一的學生數約 16 萬

7 千餘人（教育部，2021），因此，對學習歷程檔案設定的門檻以及評分標準自然

就不會有太高的期待。對照來看，學習歷程檔案就某種程度上，也就成了前段大

學校院選才的工具或平台，對部分受少子化衝擊的學校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少

子化的趨勢，大學及技專校院所開列的招生名額遠多於高中職學校的畢業生報考

人數，供過於求，以致於部分學生不一定要遵循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平台才能提

升其升學的機會，相對來說也就不會太重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偶與價值。 

2. 僅部分入學管道參採學習歷程檔案，對於生涯已定向的學生影響有限 

無論就大學或是技專校院招生選才管道中，學習歷程檔案主要是應用在個人

申請、申請入學等管道，至於繁星推薦、技優甄選、技優保送、登記分發、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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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獨招等管道則沒有參採學習歷程檔案（林逸棟，2021）。對於生涯定向的

學生來說，學習歷程檔案只是強化其既有定向之性向興趣，對於生涯探索與價值

澄清的教育意義不大。透過紙筆測驗或是技藝競賽，還是可以獲得升學的機會。

此外，彼等學生若無學習歷程檔案，仍舊可憑自我建構的檔案上傳，如此一來也

就相對減少學習歷程檔案的實用性與必要性。 

3. 部分高中職教師將學習歷程檔案簡化為備審資料，形成資料的堆砌 

無可否認地，學習歷程檔案初始上路，有部分教師將其與備審資料畫上等號，

而忽略了學習歷程檔案有關的內省、省思、改變與成長的意義，特別是對於生涯

發展進路的探索與選擇，結合課程諮詢輔導、專題製作、社會服務、自主學習等

輔導作為，達到適性揚才的目標（國立清華大學語文中心，2021）。在教育現場

上，教師對於認證的責任感也相對不足，可能演變成只是各種學習歷程中的資料

收集與整理，走回原來備審資料的老路，只有看到各種的報告、證照、獎狀、證

明，但其背後的省思與蛻變則是無法彰顯。 

(二) 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精進策略 

1. 落實課程諮詢輔導教師的制度與功能 

學習歷程檔案實施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課程諮詢輔導制度的落實，以學生的

角度觀之，對於其學習樣貌有其學習地圖可以概念化、架構化其學習的深度與廣

度；而從教師的維度來看，則是透過課程地圖來進行課程發展、實施與評鑑（顏

國樑、楊郡慈，2023）。綜合前述兩者學習地圖與課程地圖自然與其生涯進路產

生連結，從而對學習的全貌產生意識感與整合感，如此一來，學生始能從學習歷

程檔案的建構過程，以性向、興趣、能力為基礎，透過與課程諮詢輔導老師的對

話與理解，澄清自我探索與價值，從而省思學習的變革與創新，學習歷程檔案的

意義才得以彰顯。 

2. 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拓展學生多元視野 

新課綱的自發、互動、共好的願景，強調的是學生對於知識學習的主動性與

詮釋性，把學習權還給學生，讓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的課程，採取個人或是團體的

模式進行多元展能的學習，無論是認知、情意、技能的呈現向度，或是社會人文

與自然數理的拉扯，抑或是一般科目與技藝學習的分流，學生都得以在自主學習

的過程中，得到尊重及實現（洪詠善、李文旗、柯若萍，2021）。因此，為有效

推動學習歷程檔案，有計劃有目標的自主學習不僅是必要而且也會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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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多元展能的課程與活動，回應學習歷程檔案的期許 

學習歷程檔案，除了基本資料以外，有關修課紀錄、學習成果及多元學習都

與課程、活動有緊密的關係，無可否認地，學校經營策略愈是多元，愈可以讓不

同亮點的學生有被看見的機會，這也是多元智能理論的主要論點。因此，要成功

推動學習歷程檔案，學校勢必要從課程教學、學生訓輔、環境設施、社群關係等

等層面進行必要的規劃，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讓每個孩子的天賦都發光。 

四、結語 

綜上所述，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檔案就其方案意旨觀之，有助於改變高級中等

學校在課程教學、學生輔導、環境設施、以及社群關係方面諸多的改善，並引導

高級中等學校的教學品質優化，同時也可以促進學生的自我理解與探索，落實生

涯進路的輔導教育成效，也為高等教育學府的選才建構不一樣的典範平台。相對

地，也會對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經營管理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例如：教師的教

學與課程專業發展、學生自我生涯發展的探索能力、大學及技專校校院招生的制

度調整等等，也會影響這個政策的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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