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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的反思與實踐 
張慶勳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退休教授 

 

一、前言 

基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與優

質銜接的教育理念，成就每一個孩子的願景，與強調全人教育與終身學習的教育

過程，並為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的規定，高級中等學校須建立學習歷程

平臺，蒐集學生在學期間的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等學

習歷程資料，以作為學生申請大學入學審查與大學選才的參考（教育部，2015，

2021，2022）。 

雖然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有其政策性和法源的依據，同時教育部、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和各高級中等學校都積極建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與建

立平臺整合系統，俾協助學生完成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的準備相關事宜。然而家

長與學生、學校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對學習意涵與學習歷程檔案的認知、學習歷

程檔案有何特性和意義、學生如何準備，是否為學生學習的唯一歷程或方式等，

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以理念性的思維切入，以訪談法和文獻評析探討學習的意涵，繼之探

討學習歷程檔案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相關議題。進而提出學習歷程檔案的特性，並

融合「知思行得」內涵的理念與架構（張慶勳，2011），而型塑為學生從學習至

建置學習歷程檔案的反思學習與實踐策略，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為能聚焦於研究主題，與達成研究目的，並能兼具教育現場的實務性

與學術研究價值。因此，除了以文獻針對相關議題予以回顧及評析，作為論述的

基礎外，本研究以二位歷經教師與主任，平常即強調教育哲思基礎與教育理念，

並能提供豐富資料的資深國小校長（他們分別擔任教師 11 年、主任 6 年、校長

20 年，與教師 9 年、主任 14 年、校長 15 年）為訪談個案。 

在訪談之前，研究者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架構與受訪校長互動、討論，

並聚焦於以學習的意涵、學生學習與學習歷程檔案在教育現場的相關議題，以及

「知思行得」內涵的理念與架構的教育哲思等議題，請受訪校長提供教育現場實

務運作與教育理念的觀感。 

在本文撰寫的過程中，研究者不斷與受訪校長互動及討論外，也將本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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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草稿多次請受訪校長閱讀，及提供進一步的觀感和意見。因此，受訪校長

除了對本研究內容提供觀感外，也對文本提供文辭潤飾的意見，而使得本文內容

更具有真實性、可靠性及可閱讀性外，也能貼近教育現場的實際感受。 

此外，為能使受訪校長所提供的資料，除了彰顯教育現場的聲音外，也能具

有學術性研究規範。因此，以資料編碼的方式代表受訪校長的意見。例如，（校

長 1，IN，20230129）表示，第一位校長於 2023 年 1 月 29 日受訪提供的資料；

（校長 2，IN，20230211）表示，第二位校長於 2023 年 2 月 11 日受訪提供的資

料。 

據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以聚焦於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為核心，

並能貼近教育現場的實際運作與符合學術性研究規範與價值，對學習歷程檔案所

進行的反思與實踐之研究。 

三、學習的意涵 

茲從古典制約學習實驗與理論的啟發引伸至家庭與學校教育的經驗談學習，

再分析學習的意涵，與對學習的反思如下。 

(一) 制約與認知的學習 

學習是什麼，學習與行為的改變之間有什麼關係？早期心理學家有關動物實

驗對後世探討人類學習與行為的改變有極大的影響與啟發。例如，Pavlov 的古典

制約刺激反應學習（Tan & Graham, 2010）、Thorndike（1911、1998、1989）從動

物實驗的「刺激-反應」與「嘗試錯誤」學習所建立的效果律、練習率與準備律，

以及 Skinner（1938、1953、1984）的增強理論所強調操作制約學習的實驗與論

述，皆成為行為學派心理學的增強理論在人類學習及行為改變的核心論點，並在

教育心理學與教學心理學奠立深厚的理論基礎。 

隨著認知心理學與強調多元智能的學習，以及對人類大腦研究的發展，對人

類學習與行為改變之間的了解也採取更複雜及多元的觀點。因此，學習是什麼，

已從強調認知的觀點、社會環境、社會互動等多元觀點予以探討。例如，De Houwe

等人（2013）強調學習與個體成長與環境的適應有關，他們認為，學習是透過有

機環境的影響與互動而在行為上產生的改變。此外，Malamed（2021）從不同學

者的觀點歸納學習的定義，可以對學習有更多元的認知。例如，Gagne 認為，學

習是人類性格和能力的長期改變；Mayer 則指出，學習是受到環境與個人新經驗

的影響，而在知識的內容和結構與行為上產生長期的改變。其他如，學習是將經

驗予以內化及融合的轉化歷程（Bingham & Conner），或是獲得知識和經驗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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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Knowles）等不同的觀點。 

從這些對學習的定義可知，不論是古典制約學習理論，或是行為學派心理學

與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人類學習可以基於古典的制約學習刺激反應之間的連結為

基礎，進展至行為學派心理學所強調的增強理論與行為改變的關聯性，再進而從

個體身心成熟發展的階段進程、認知心理學、資訊處理理論、社會環境等多元面

向探討學習的議題。因此，可以說「學習是生命成長的歷程」（校長 1，IN，

20230129）。 

(二) 從教育經驗談學習 

以家庭與學校教育而言，「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本身能幫助自己更好，同時

家長和老師也能幫助學生更有能力實踐共好」（校長 1，IN，20230129）。因此，

「學習是一種喜悅的過程和結果」（校長 1，IN，20230129）。事實上，「『學習』

包含『學』和『習』的階段（校長 2，IN，20230129）。「『學』了以後一定要『習』，

因為『學』了以後需要有精熟度」（校長 2，IN，20230129）。為了展現『學』之

後的精熟度，需要透過『習』的過程，也就是要練習、學習、實習，也就是實作，

將內在心得轉化成知識管理」（校長 2，IN，20230129）。 

因為「學習可以了解我們走過的痕跡，是智慧的累積，是屬於自己內隱知識」

（校長 2，IN，20230129）。「有『學』沒有『習』是沒有用的」（校長 2，IN，

20230129）。「學習不是照抄，若只是 data的資料是沒有意義的」（校長 2，IN，

20230129）。因此，「學習是要習作、寫作、創作、手作的具體操作，才能成為自

己的內隱知識」（校長 2，IN，20230129）。 

此外，「學習也需要思考，就如同『學思達』的理念和做法，懂得藉由學習

歷程檔案，有脈絡性的蒐集學習歷程的資料，並將所思考的心得表達、分享出來」

（校長 2，IN，20230129），這種「內隱知識才有用」（校長 2，IN，20230129）。 

據此，從受訪校長在教育現場的實際經驗與其教育理念可知，學習是學習者

本身、家庭和學校教育共好的過程和結果。且學習經由「學」和「習」二者互為

連結的過程中，學習者將所「學」透過思考、具體操作的練習，將所學習的新知

識與經驗，經由知識管理的過程轉化為內隱知識，而融合反思與實踐，達到真正

的學習。 

(三) 學習的意涵與反思 

依循前述有關學習的脈絡背景與論述，本研究將學習的意涵界定為：學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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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對所學習對象知識與經驗的認知、思考、重構、內化、轉化與應用的過程

和結果。它涉及學習者個人對所學習對象的既有知識和經驗的認知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不僅與學習者個人身心成熟、受教育的過程有關，也受到整體社會和教育

環境的影響。而家長教育子女，教師教學的策略與了解學生起點行為，以及學生

本身對自我的了解及學習式態，都彰顯學習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過程中的重要

性。 

茲從學習的影響因素、學習歷程與學習結果三個面向提出以下對學習的反

思： 

1. 學習的影響因素 

影響學習的因素有學習者個人既有知識和經驗的認知，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學習者個人身心成熟、受教育的過程，與社會和教育環境等。 

2. 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是從「刺激-反應」的制約連結到「頓悟」與「認知」的思維與行動，

並進而從「如何認知」到獲得新知識（尤其是知識內容和結構）與經驗的認知，

思考、重組，內化、轉化與應用的過程和結果。 

3. 學習結果 

學習的結果可歸納為行為的改變、將新知識內化為內隱知識、能獲得多元面

向的學習結果，並能解決問題，以及具有規劃未來的策略與能力等。 

據此，學習不僅是一種歷程也是結果，是思維與行動的融合。不論是家長教

育子女、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如何協助學生將學習歷程與結果予以內

化為內隱知識與經驗，以及記錄存檔，透過「學習如何學習」以發揮學習的功效，

學習歷程檔案是一可以思考的方法。 

四、學習歷程檔案的理想與現實 

茲依序分析學習歷程檔案的本質性與工具性、操作面與現實面分析如下。 

(一) 本質性與工具性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是學生學習軌跡的記錄（歐靜瑜，2022；Piumatti et al., 

2021），不僅可以從學習檔案了解學生的特徵和蒐集資料的方法（Liao et al., 

2022），更可以觀察到學習檔案受到學生所學習課程的性質和學習動機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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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融合學習「反思與實踐」的過程與結果（Botejara-Antúnez et al., 2022）。事實

上，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已超越學校考試成績之外，以學生成為一個個體與學習者

的角度，從學校、教師和其他人所能蒐集的資料建構成為他們未來所想像的成功

圖像（Avallone, 2022）。此外，教師不僅可以藉由學生歷程檔案了解學生的學習

進程，以及是否達成預定目標，進而幫助學生學習，協助學生成長（Kaffenberger, 

2019；Kanaan, 2019），同時也是教師了解學生學習與解決學習困難的重要工具

（Spivack, 2020）。 

據此，學習歷程檔案的內涵是：學習者基於先驗知識的基礎，融合與他人、

社會、環境的互動，對新知識與經驗予以認知、思考、重構、內化、轉化與應用

後，將所獲得的新知識和經驗透過反思與實踐的融合過程，以自己所規劃及想像

的圖像，以合乎自己的方法或方式記錄的學習歷程和階段性結果。在此同時，學

習者也將學習的過程和結果分享他人，也藉以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策略。 

(二) 操作面與現實面 

從學生升學角度的操作面予以分析，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是臺灣（教育部，

2022；麥芃芃、呂潔樺與陳琬晴等人，2022），和其他如美國、韓國、日本等國

家大學選才審查資料的一部分，且各國皆有規定學習檔案所蒐集記錄的學習重點

內容（蔡明學，2022）。如前所述，臺灣和其他國家的教育行政機構與學校也以

行政和課程教學協助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案。從學校教學現場實務而言，教師則

從不同課程與教學過程中協助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案（Botejara-Antúnez et al., 

2022；Liao et al., 2022）。而 Trisnayanti 等人（2020）指出，透過科學學科課程的

教學協助學生如何建立創造思考的學習檔案，不僅對培養中學生創造思考解決問

題的能力助益甚大，也具有深遠的意義，值得深思。 

雖然如此，臺灣的高中教育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實務運作上仍有其現實的

一面。例如，從學校教師、行政人員與學生如何實施的實務層面分析，為能兼顧

政策發展的需求和減輕學生學習的負擔，仍須思考如何重新規劃高中課程（陳俞

含，2022）。此外，雖然學習歷程檔案是學生必備的大學入學備審資料，但是， 

「從一些現實的經驗可以看出，學習的過程和結果對優勢階級的孩子較有

利」（校長 1，IN，20230129）。 

「因為家長有較高的社經地位，與較為富裕的經濟資源，有較好的教育方式

和文化資本，較能協助孩子學習。因此，能協助孩子做出所想要的學習歷程

檔案」（校長 1，IN，202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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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處於較為弱勢家庭的孩子，一開始他們的起始點就不同，較缺少

學科主題的投入，也缺少倫理關懷，若能引導至人格發展與多元智能和興趣

的學習，不必具有太強的學術性，從操作性和互動學習切入，這樣就能符合

學生適性發展，這也是我們所談到的十二年國教有關適性揚才的理念和評

量」（校長 1，IN，20230129）。如此，「就銜接高中階段的學習而言，也符合

大學端選才的多元化需求」（校長 1，IN，20230129）。 

從相關的研究也得知，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以及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的測驗中顯示，發展中國家的學童於早期

學習有落後於富裕國的情形。諸如改進教育系統方案（Research on Improving 

Systems Education Program, RISE）團隊即結合多國學者與企業家組成協作團體，

提出教育政策性與系統性的方案，以協助解決這些國家學童的學習遲滯現象

（Research on Improving Systems Education Program, 2023；Spivack, 2020）。 

五、學習與建置檔案的反思實踐 

茲融合學習的意涵，以及學習歷程檔案本質性與工具性、操作面與現實面的

分析，提出學習歷程檔案所蘊含的特性，作為反思學習與實踐策略的基礎。 

(一) 以學習歷程檔案的內涵與特性反思學習 

基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內涵與本質所述，提出學習歷程檔案的特性如下： 

1. 本質性：(1)學習者學習動態發展的進程。(2)學習者生命成長的歷程。 

2. 個人化：(1)能彰顯學習者個人的身心發展與人格特質。(2)具有獨特的個人特

色；能展現個人蒐集與整理資料的方法與策略。(3)能彰顯個人現在與未來發

展的圖像。(4)能呈現個人學習動機、學習進程與是否達成學習目標。 

3. 工具性：(1)個人的學習歷程與結果的紀錄。(2)升學的審查資料。(3)有助於教

師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的參考，並協助學生學習。(4)有助於家長了解子女的

學習並給予協助。 

4. 認知性：(1)是學習如何認知與方法的呈現。(2)知識結構與經驗的轉化與應用。 

5. 思考性：(1)能學習如何反思學習。(2)是反思與實踐的融合。(3)能以系統性與

策略性思考彰顯學習者現在與未來發展的圖像。 

6. 行動力：能展現規劃力與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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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性：(1)能與教育政策、學校行政、課程與教學相連結。(2)是家庭教育的

一環。 

據此，從學習歷程檔案所具有的本質性、個人化、工具性、認知性、思考性、

行動力與教育性可知，學習歷程檔案與學習者的生命成長歷程息息相關。學習者

透過反思學習與實踐，將其成長歷程展現在學習歷程檔案上。而此一學習歷程檔

案不僅是學習者與其受教教育過程、社會環境，及與他人的互動相互關聯，同時

也展現學習者的身心發展與人格特質，而能彰顯出學習者的個人化與獨特性、認

知能力、思考力、行動力。誠如一位校長再次指出： 

「『學習』的促動最主要的目標是引領學習者能『自我學習』；而『學習檔案』

的主要目標是引領學習者能了解、探究、發展、成就自己的生命故事」（校

長 2，IN，20230211）。學習檔案「不僅是認知、技能，最重要的是生活實踐

的情意、意義與價值！」（校長 2，IN，20230211）。 

(二) 融合「知思行得」理念架構為實踐策略 

從學習的意涵、學習歷程檔案的特性，與反思學習的思維及行動可知，學習

歷程檔案的實踐策略與校長反思領導與學習所強調的「知思行得」理念與架構（張

慶勳，2011），是可以相互轉化與融合的。茲將學習歷程檔案的反思及實踐與「知

思行得」架構（參見圖 1）的融合說明如下： 

1. 以「反思學習」及循環回饋、同時並進，為實踐學習歷程與結果的核心策略。 

2. 對教育與學習觀點的「哲思」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引導學習的方向。 

3. 在「人性」的基礎上，彰顯學習者的人格特質，展現學習歷程檔案的個人化

和獨特性。 

4. 在「策略」的運用上，呈現出學習者如何運用策略蒐集、整理、運用資料，

與規劃未來的學習方向。 

5. 在「藝術」的層面上，已超越呈現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的操作技術與工具性層

面。 

6. 在「知」的層面上，展現學習者認知能力，能將新知識與經驗予以重構、內

化、轉化和應用。 

7. 在「思」的層面上，能展現系統性、策略性、學習性的思考。 

8. 在「行」的層面上，能展現思考力、規劃力、執行力與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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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得」的層面上，能將學習歷程與結果呈現於學習歷程檔案上，並能達成

自我實現，以及將他人與自己的回饋作為精進自我的參考。 

據此，以反思學習的「知思行得」理念與架構，及其與學習的意涵與學習歷

程檔案的本質與特性之間的融合性得知，學生得以從反思學習中實踐「學習如何

學習」與建置學習歷程檔案。校長、教師與家長能協助學生有效學習，並協助學

生建置學習歷程檔案的策略，而使學生成就學習歷程的軌跡。 

 

圖 1 校長領導的反思學習循環回饋圖 
資料來源：張慶勳（2011）。頁 21。 

六、結論 

依循本研究的相關論述脈絡與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的結論： 

(一) 學習是基於刺激反應連結的認知歷程與結果 

從早期古典制約「刺激-反應」的動物實驗與行為學派的增強理論，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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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教學心理學基礎，至認知心理學、資訊處理理論，所強調學習係學

習者與他人互動、受教育過程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對新知識與經驗經由認知、思

考、重構、內化、轉化與應用，而在知識與行為產生長期改變的過程與結果。在

此一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透過反思學習、不斷的實作與實踐，而將所學習的結

果經由知識管理，內化為內隱知識。因此，學習是奠基於刺激反應的連結至複雜

的認知歷程與結果，是學習者生命成長的歷程。 

(二) 學習歷程檔案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落差 

從學習歷程檔案的本質性與工具性、操作面與現實面分析可知，學習歷程檔

案係學習者將所獲得的新知識和經驗透過反思與實踐，將學習的歷程與結果予以

記錄的檔案與工具。此一檔案內容已超越學科成績的訴求，而是學習者以自己所

規劃及想像的圖像，運用自己的策略或方式記錄的學習歷程和階段性結果。因此，

從學習歷程檔案中可見到學習者的反思與實踐，以及個人化、規劃力與行動力的

樣貌。 

雖然如此，學習者受到家庭社經地位、教育過程、文化資源與刺激貧乏、社

會環境，與教育政策走向的影響，而產生操作面與現實面的落差，亟待協助解決。 

(三) 學習歷程檔案具多元特性須適性且整合運用 

就學習歷程檔案所具有的本質性、個人化、工具性、認知性、思考性、行動

力與教育性可知，學習歷程檔案具有多元的特性。為能使學生得以適性揚才，彰

顯學習者的個別化與獨特性、認知能力、思考力與行動實踐力，確實發揮學習歷

程檔案的功能，家長、教師與教育行政機構須從多面向共同協作，依學生的個別

差異背景和需求予以整合性的協助，讓學生更有信心和方向地進入下一個學習階

段，並在高等教育階段得以受到更積極適性的引導與支持，進而追求自我實現、

成就更好的自己。 

(四) 融合「知思行得」能彰顯反思學習的實踐力 

從本研究可知，學習者融合「知思行得」理念與架構，實踐「學習如何學習」

與建置學習歷程檔案，是反思學習的具體有效實踐策略。因此，學習者在反思學

習的過程中，融合「知思行得」，以教育哲思激發學習動機，符應了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所強調核心素養之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並在學習的歷程展現個人正向

的人格特質，且能運用各種學習策略規劃學習，拓展自我學識，更深層理解生命

意義和價值。此一實踐力行終身學習的理念，讓完備建置學習歷程檔案不只是認

知、技能，更是反思學習與實踐，成就生命成長歷程的獨特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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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議 

依循本研究的論述與結論，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協助學生反思學習與實踐以發揮學習的功效 

學習是奠基於刺激反應的連結至複雜的認知歷程與結果，是學習者生命成長

的歷程。而學習歷程檔案則是學習者學習的進程與軌跡，且在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的過程中，不僅是呈現學習者的認知與技能，更強調反思學習與實踐，成就學習

者生命故事的意義、情意和價值。因此，不論是家長、學校校長與教師，以及教

育行政決策者，皆須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學習」，並以反思學習與實踐發揮學習的

功效，彰顯生命成長歷程的力道。 

(二) 以適性教育協助學生建置個人化的學習檔案 

學生學到的不僅是在建置學習歷程檔案過程中，如何蒐集與整理資料，與認

知及技能，更重要的是，如何以適性教育培養學生具有反思學習與實踐力的核心

素養，使學生認識自己、發展自己，擴展多元興趣。學生藉由「學習如何學習」

與建置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經由知識管理，將其個人現在與未來的圖像有一

系統性、策略性的思考及規劃。因此，基於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以適性教

育協助學生建置個人化的學習檔案是成就學生生命成長的重要教育歷程。 

(三) 以融合「知思行得」為反思學習的實踐策略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學習」與建置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

中，融合「知思行得」的理念與架構，是反思學習的實踐策略。此一策略以「反

思學習」為核心，從教育「哲思」激發學習動機，引導學習的方向；展現學生的

人格特質，與學習歷程檔案的個人化和獨特性；超越工具性的技術層面，與呈現

如何運用「策略」展現學生「認知」能力，將新知識與經驗予以重構、內化、轉

化和應用。同時也能展現系統性、策略性、學習型的「思考」，發揮思考力、規

劃力、執行力與行動力，達成自我實現。因此，融合「知思行得」是反思學習的

實踐策略，能彰顯反思學習的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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