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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8 課綱可說是我國近年來重要的教育改革，而學習歷程檔案的實施更受到

學生、家長、教師、校長及社會各界人士高度關注；基於此，本文主要在探討我

國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實施後所產生的困境以及因應的前瞻作為。本文作者們的背

景多元，包括曾任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的學者，以及負責學習歷程檔案的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學校資深主任等等，這將有助於使本文內容的探討更加周延。 

本文主要分成四大部分，首先扼要敘述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脈絡，其次則針

對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實施加以評析，再者針對學習歷程檔案實施的困境嘗試研

提因應作為，最後則提出召開全國性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檢討會議，期能作為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參考。 

二、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脈絡分析 

有鑑於國內過去大學的升學制度普遍存在一試定終身的現象而遭受詬病，教

育部乃積極推動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期能使學生展現個人特色和適性的學習軌

跡，並展現個人的學習成果。學習歷程檔案歷經三年的催生期，從 105 年通過草

案到 108 年正式實施，強調以性向測驗和興趣測驗為適性基礎，讓學生展現特色

與能力（陳逸年、林怡君，2021），進而達到適性揚才、多元展能的目標。 

有關學習歷程檔案的論述很多（如：林海清，2022；藍偉瑩，2019）。然綜

合言之，主要係指藉由學習歷程檔案讓學生展現單一或跨領域中的努力與成果，

並進行較具系統性的記錄。具體來說，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包含四部分（教

育部，2019）： 

1. 基本資料：包括學生的學籍資料與班級及社團幹部紀錄。 

2. 修課紀錄：包括學生學業成績，學習評估及課程諮詢教師輔導紀錄。 

3. 課程學習成果：包括修習課程科目產出之作業及其評量或成果。學生每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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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規定時間內上傳至學習歷程學校平臺，經任課教師認證，件數由學校

自訂；每學年結束後，經學生勾選全學年至多六件，於國教署規定時間內，

由學校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高三提交時間另訂） 

4. 多元表現：包括學生的多元學習紀錄，如彈性學習、團體活動、幹部經歷、

檢定證照、參賽經歷等等。學生每學年於學校規定時間內上傳至學習歷程學

校平臺，件數由學校自訂；每學年結束後，經學生勾選全學年至多十件，於

國教署規定時間內，由學校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高三提交時間另訂） 

以上係針對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脈絡進行簡要分析，由於實施至今已逾三

年，以下將進行評析。 

三、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評析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強調透過教師的認證以及學生上傳課程學習與各項多元

表現的成果，藉以有效提升學生表現的亮點並激發學生潛力。以下將分別從學習

歷程檔案的優點與困境加以分析： 

(一) 實施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優點 

1. 激發學生重視學習過程的反思：透過學習歷程檔案期待學生享受解決問題的

過程，重視學習過程的感想與反思，即使是失敗的結果，也因為有反思與記

錄而使學習更有意義。 

2. 改進過去高三生在學測/統測後匆忙製作備審資料的現象：鼓勵學生從高一開

始就能於平時學習過程中記錄並整理自己的學習表現，改善了以往在高三下

學期，繳交備審資料的時間急迫性與壓力感。 

3. 提供學生展現個人特色的機會：藉由學習歷程檔案展現每位學生獨一無二的

學習軌跡，亦可呈現學生個人特色，突顯個人與所欲申請校系的適性程度及

契合度。 

(二) 實施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所遇到的困境 

1. 多數學生可能因性向不明確而上傳制式化的歷程檔案 

在實務上除非學生個人性向非常明確，否則一般高中學生其實很茫然，上傳

的資料可能很制式化（如套用老師所提供的標準樣板），或為尚未聚焦的課程學

習成果。具體而言，如果學生未來升學明確是以資訊科系為目標，將會以取得相

關證照或參加相關競賽為三年的任務，進而可以呈現較為完整且性向、目標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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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歷程檔案。 

2. 由於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有關，導致現實與理想終究有落差 

在教學現場，教師表示往往為了給學生有高品質的學習成果藉以呈現優質的

學習歷程，難免使教師在原本已屬繁重的教學上更添加備課的壓力；此外，在課

程學習成果的認證上，雖期待教師僅要證明該成果是屬於所任教課程的學習產出

且是為學生本人所完成，即使學校行政人員大力宣導政策，但部分教師還是常會

期望作業品質而退件要求學生重作重新上傳，無形中也增加學生壓力與挫敗感。 

3. 學習歷程檔案是否存在城鄉差距以及其真實性值得重視 

自實施學習歷程檔案以來，各界仍高度關注是否存在城鄉差距?對於社經地

位高的家庭是否較具優勢?例如偏鄉地區是否會因學校位處偏僻，師資、課程與

資源較不足，無法適時提供學生協助。另外，有關學習歷程檔案的真實性如何辨

別也是一大挑戰，以大學端進行參採為例，恐怕也非易事。尤其隨著 ChatGPT 技

術的產生，將使得學習歷程檔案的辨識更加困難。 

四、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困境的因應策略 

以下針對上述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困境嘗試提出因應策略，期能作為中央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參考。 

(一) 在多數學生可能因性向不明確而上傳制式化的歷程檔案方面 

1. 學校持續宣導，鼓勵學生在學校規定的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件數以內，

儘量上傳。同時在持續準備的過程中慢慢確認個人的生涯定向，並可避免日

後需用到學習歷程檔案時，產生無資料可採用的窘境。 

2. 學校應開設多元選修課程，並強化班級課程諮詢教師功能，引導學生認識課

程內容，並落實適性選課機制。學生能選擇個人喜愛的選修課程，才能展現

個人特色的課程學習成果。 

3. 鼓勵學生參與或賞析校內外辦理的學習歷程檔案分享活動或資料，激勵學生

對於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的想法與創意思維。 

4. 藉由校內高二高三學長姐的學習歷程檔案靜態展覽、動態展演，以及簡報分

享說明活動，激勵高一學生對於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的憧憬與思維，發揮楷模

學習的功能。 

(二) 在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有關，導致現實與理想終究有落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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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需持續於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等等會議場合，

公開大力宣導課程學習成果認證機制的用意，避免教師不當的退件。 

2.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非評量平台，學校應請教師於不違背認證機制的原則下，

向任教班級學生清楚說明退件的原則，避免學生耗費心力及增加挫折感。學

校亦應訂定合理的上傳及認證期間，避免退件後，學生無寬裕時間處理及再

次上傳。 

3. 聘足教師員額豐沛教學動能：讓老師得以正常授課，不會因課程鐘點負擔過

重影響學習歷程檔案的審查與意見回覆，也讓教師有能量可以進行課程的修

正與推動。同時，提供教師成長營，在課程發展上持續有跟成長團體進行專

業對話的機會，提升教師效能。 

(三) 在學習歷程檔案是否存在城鄉差距以及其真實性方面 

1. 學校校長應鼓勵教師並爭取相關資源提供學生各項輔導機制，適時回應學生

製作或上傳學習歷程檔案的相關問題。 

2. 學校應持續宣導學習歷程檔案真實性的重要，而在大學端方面，不論是個人

申請或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建議仍應有面試、實作或

筆試等項目，以杜絕代寫歪風。 

五、召開全國性學習歷程檔案檢討會議－代結語 

臺大前校長陳維昭曾在 2023 年 2 月 25 日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會與比

較教育協會舉辦的高等教育改革論壇上指出：臺灣高教有四大危機，包含：缺

乏穩定一貫的教育政策與明確目標；多元入學背離社會公平正義；高教資源嚴

重不足、質量失衡；國際競爭力衰退，且其中以缺乏穩定一貫的教育政策的問

題最大。 

就學習歷程檔案而言，其實施已逾三年，不僅影響國內高中教育的發展，也

攸關大學的入學選才，可說是近年來十分重大的教育政策與教育改革。儘管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在政策制定前曾進行規劃與研議，值得肯定；然實施至今，難免存

在許多問題與質疑，尤有甚者，亦曾遭遇逾 8,000 位民眾聯署廢除。有鑑於此，

不論是從教育政策的規劃、試辦、執行、檢討而論，或是從變革理論的 RDDA

（Research, Development, Diffusion, Adoption）模式來看，允宜針對學習歷程檔案

實施的成效與相關問題，召開全國性的檢討會議，邀集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首長、專家學者、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等等，進行深入對話，對

於相關的意見或修正建議，都可作為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參考。如果在政策

上有較大的修正或變動，則可進一部召開公聽會，廣泛聽取各方意見，使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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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與實施更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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