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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回歸初衷吧 
張堯卿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教師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08 課綱的第一屆學生已於 111 學年度進入大學就讀，這些學生有哪一些是

因為學習歷程檔案寫得很得體的關係而進入了相關的學系，又有哪一些是因為學

測成績優良而被學校所錄取，相信是社會大眾很想去了解的一個秘密，而這個秘

密也是不被知道的黑箱，事關升學選擇，沒有人可以保證其中的過程的客觀性與

公平性，這樣的升學制度改變，到底滿足了哪一些族群的人呢？ 

從過去的申請入學，學生必須做足了備審資料，也帶進來了另一波補習業者

的新生意，為了讓學生的升學壓力減小，又設計了學習歷程檔案這個玩意，想將

升學壓力分散到每個學期，讓學生能如實的紀錄自己的學習過程，這個美意確實

很好，但是只要關係到升學，它就會慢慢變調。學校都有其因應之道，補習業者

也開啟了另一個大灶，努力幫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甚至大學端還有收費的課

程也因應發展出來，這都是當初史料未及的事情，然而在臺灣的升學體制下，這

樣發展的過程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又何奈！ 

二、學習歷程的發展與本意 

從社會新聞來看，2020 年 10 月初，一位自稱高中生的網友在國發會公共政

策網路參與平台匿名提案，希望教育部「廢除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不到 3 天，

該份提議就通過 5 千個附議門檻，累計至今，已經突破 8 千人附議，成為該平台

創立以來最多人附議的教育提案之一（商周，2020）。這是實施 108 課綱後，學

生的第一步反彈，在一個新制度一切都不明朗之下，確實會引起學生們的緊張與

不悅。 

再來教育部 2020 年 9 月底因作業疏失，導致攸關學生升學權益學習歷程檔

案遺失 2 萬 5,210 件，共 81 校、7,854 位學生受害，監察院糾正國教署（聯合新

聞網，2022）。行政上的疏失，也讓家長、學生都進入另一個恐慌，甚至在學測

前，還是充滿質疑，學習歷程檔案是否能發揮效果，帶動臺灣教育適性發展，考

驗的不只是學生、老師以及大學端的配合度，臺灣社會是否能突破「學歷至上」

思維，也是關鍵（商周，2020）， 

在 110 學年的學測後，《親子天下》針對 600+大學端的學習歷程審查委員，

發佈調查報告。結果之一顯示：33.8%填答的大學教授，只花上 6~10 分鐘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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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審資料；20 分鐘以上有 20.4%；15~20 分鐘有 19.9%；11~15 分鐘有 11.8%；

最後有 8.8%花不到 5 分鐘看一份備審資料（獨立評論，2022）。學生花三年時間

所做的學習歷程，教授們所花的時間是否合乎情理，學習歷程到底是幫助了誰，

為難了誰。 

經過一年的混亂後，111 學年度學測前，學生不再關切學習歷程了？今年許

多考生不太擔心學習歷程檔案，因為至少可以拚分科測驗參加分發入學。一些考

生，決定將學測考試當成試驗，如果考不好，連申請入學都不參加，這樣就不用

煩惱學習歷程檔案，而有更多時間準備 7 月的分科測驗以參加分發入學，學習歷

程根本就不需要做了（中國時報，2023）。這樣的發展，會讓學習歷程會變成一

個可有可無的選項。 

那麼當學習歷程不被學生們重視且當成升學成績評比的資料時，那它就不需

要存在嗎？這就要回到當初為何要設立學習歷程檔案的初衷了。教育部發布「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明

列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應建置於數位平台，須包括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

學習成果、多元表現、自傳（得包含學習計畫）、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

料項目（教育部，2019），這些資料是希望真實記錄學生在校的學習狀況，以便

學生能清楚自己未來可能走的學習方向，其立意確實是可以幫助學生去了解自

己，也建議大學端在招生管道採用，因而訂立大學考招規劃三原則，其中第二項，

招生管道以個人申請入學為主，尊重大學校系自訂不同管道招生條件，並重視學

習歷程，參考學生高中階段修習特定領域／科目之必修或選修課程表現，藉由檢

視多種類資料，激勵學生適性發展，並能落實高中領域學習的完整性，讓學生於

高中所學得以銜接大學教育（大學招生聯合委員會，2017）。其中以落實學習完

整性與銜接大學為其重要精神， 

李文富（2021）指出學習歷程檔案在教育上有多重意義與價值，學習歷程檔

案最一般性的意義在於協助學生探索及記錄學習軌跡，從中深化對自我的認識，

潛能的理解及尋找未來的定向。陳逸年、林怡君（2021）說明教師若能更重視課

程學習表現之設計與評量，學生則更易於學習歷程中培養能力與發覺特質，再結

合學校適性課程選擇規劃作為學生課程探索興趣，那麼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學生記

錄與探索的工具，便能協助學生發覺真正屬於自己的學習興趣、特質性向與能力

專長。學習歷程檔案，並不僅是為了升學而存在，更重要的內涵，是為教育而存

在，亦能作為學生生涯探索、定期收錄個人學習檔案的功能（郭義汶，2022）。

這些相關的論述，都說明了學習歷程檔案對於學生學習的價值，也有其存在的必

要，那麼要如何來解開這個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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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當立意良善的學習檔案碰到升學關卡時，這些良善都會變成機關算盡，這是

因為現在的社會已失去了「信任」的價值，當政府官員都能出賣、抄襲論文時，

誰會去相信「公平、公正、公開」這件事情，更何況是關係到學生的未來。我們

在推動一個新的教育改變時，其立意都是出至於善，為了學生好，但是遇到有利

益關係的時候，就會忘記前面的良善，忘記了讓學生學習所產生的基本價值，而

當大學生滿街都是的時候，我們曾經問過這是我們要的教育價值嗎？我們的社會

有更良善、更進步嗎？ 

讓學習歷程檔案回歸初衷吧！，它既然是為了讓學生知道自己學習過程的紀

錄，能讓老師從旁協助學生成長，就不要跟升學掛勾在一起，它可以成為一個申

請入學的參考資料，讓大學端教授有與學生聊天的基礎，但不要落入了學生的升

學積分之一，不要為難教授在短時間去評量這樣多的資料，也不要讓學生很刻意

的產生資料，讓教育回歸正常，我們要培養的是有素養的公民，而不是趨利違善

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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