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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大考中心於 1992年提出多元入學方案，1994年試辦推薦甄選入學，2002年正式全面實施

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傳統的大學聯考入學已走入歷史。隨著 108課綱的實施，學生的「綜合學

習表現」已然成為不同入學管道參採資料中，最受重視的部分。而其中的「學習歷程檔案」，

更是討論的焦點，希望突破傳統的「備審資料」所伴隨的缺陷。檢視教育部國教署頒布之「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可以發現課程學習成果和多元表現和學校課程的變

革密切相關。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多元評量方式之一，被認為可以透過真實情境當中的真實表現，

提供紙筆測驗無法提供的學習表現。在新課綱的推動中，搭配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自主學習

等的課程，學習歷程檔案也被視為學生能否進行生涯試探，大專校院能否完成適性選材的重要

參考依據。然而，學習歷程檔案政策也存在許多挑戰以及質疑。從學校端的作法，包含學習歷

程檔案在製作上的硬體需求與上傳期限，學校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協助措施如何完善，學校多

元課程的設計如何表現在學習歷程檔案之中等。從學生面而言，如何在學習歷程中呈現自主學

習成果，和生涯探索的歷程。在大學端，如何調整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觀點，並能夠透過招生

專業化作為，達成適性選材的目的。甚至對於家長來說，如何幫助自己的子女來進行學習歷程

檔案的準備，以及更重要的助其自我探索，成為終身學習的人才。這些議題皆受到各界的關注，

並引起廣泛的討論。 

基於此，本期以「檢討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政策」為主題，廣邀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

賜稿，針對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現況進行分析和檢討，學習歷程檔案的相關問題、實際運作策

略、未來發展之突破方向，徵求相關教育先進提出分析與解方，提出關於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政

策之見解。本期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 12篇，針對「學習歷程檔案」

相關實務進行問題針砭；「自由評論」部分收錄 12 篇，議題範圍相關廣泛，包括生成式 AI的

衝擊與因應、英語教育、本土語言、校長領導、藝術治療等，這些文章從不同面向探析當前國

內的教育議題，並提出精闢的見解與評論，豐富本期內涵。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支持，對於審稿者、執行編輯張淑涵助理、

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助理的付出，在此也一併致謝，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本期方能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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