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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之實踐現況－以新北市清水高中為例 
吳佩欣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賴來展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校長 

 

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推行之 108 課綱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期望透

過學校教育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並將學習主權交還於學生，使其能成為自動自發

的學習者（教育部，2014）。課綱中以「核心素養」連貫各階段的發展目標，此

素養的培養為一終身發展歷程，為了評估其完整性，故以學習歷程檔案進行系統

性的紀錄，透過完整且有架構的紀錄，使親、師、生共同瞭解高中階段所走過的

學習地圖，並藉由學生的自我反思確認各自的興趣、特質與能力，以期能成為將

來生涯選擇時之調整依據。 

從 111 學年度起，「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大學申請入學的書面審查資料，讓

升學時不只是根據學生的基本學力作為標準，亦能透過學習歷程檔案來呈現每位

學生在不同領域的多元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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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學教授的挑選指標（林明國，2020）。 

二、學習歷程檔案之實踐現況 

(一) 學習檔案之內涵 

學習歷程檔案包含：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學習

歷程自述與其他個別校系指定之資料。前兩項資料將由高中校方進行資料登錄，

學生們則需自行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上傳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高中端會開

放較多的上傳數量（各校自行訂定），供學生能上傳更多的成果，並於每學期勾

選至多三樣課程學習成果、每學年至多十項多元學習表現至政府建置的「學習歷

程檔案資料庫」。最後於三年級下學期進行申請入學時，從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

中勾選三項課程學習成果與十項多元表現，並加入自行撰寫之學習歷程自述、多

元綜整心得和其他各校自訂資料，最後交由大學端進行審查與評分。 

除上述之規範外，實際製作學習檔案歷程也須留意以下重點：設定有價值的

結果，能呈現高層次的理解；具有雙向價值性，除了讓學生回顧自身學習狀況亦

讓教師檢視學習成效；採取多元之向度，透過不同策略與方法進行多元呈現；持

續且真實的記錄，進行自發且有系統的記錄歷程與反思；互相交流與分享，讓教

師與同儕都能共同學習（鄭雅云、張奕華，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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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中推行學習歷程檔案之現況 

學習歷程檔案的形成，應是建立在學生高中學習過程的紀錄與省思，為以下

將以筆者之學校為例，藉此分享普通型高中推動學習歷程檔案之歷程，共為三階

段，分述如下： 

1. 說明相關規定與製作要點 

(1) 規劃完整輔導機制：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

要點」，成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並訂定補充規定，透過學

校各處室分工合作，輔導學生完成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 

(2) 優良檔案實作分享：於高一暑假新生訓練時，輔導處便辦理「學長姐學

習歷程分享講座」，讓高一新生得以藉由學長、姐的分享了解實際累積

學習檔案的歷程，同時看見學長、姐具體累積之成果。 

(3) 生涯規劃課程講解：在一年級上學期的生涯規劃課程中說明學習歷程檔

案的內涵與規定，並講解製作的指引，讓學生得以知道如何幫助自己累

積歷程，而在一年級下學期時課程諮詢教師亦會再次提醒各課程成果之

製作指引。 

(4) 輔導講座宣導說明：透過多次的宣導與說明，讓學生得以清楚知悉學習

歷程的規定與製作要點。在三年級時亦會辦理撰寫書審資料的講座及邀

請大學相關科系教授蒞校分享大學選材審查學習歷程檔案的規準，供學

生在做生涯選擇時得以知道如何編輯自身學習歷程，並將此濃縮成學習

歷程自述與多元綜整心得。 

2. 創造適才適所的機會 

(1) 課程學習成果：在課程方面，除校訂必選修課程，可以累積學科相關之

課程學習成果外，還可透過多元選修課程與彈性學習時間累積多元學習

表現，例如：英文導覽員選修課程，讓學生瞭解當地歷史與地理文化並

藉由英文進行介紹，再藉由影音剪輯的方式製成影片，在一份歷程檔案

中同時訓練多種能力。 

(2) 多元學習表現：探索活動方面，各行政處室辦理多項試探性活動，透過

大學參訪、職場參訪、科系介紹講座，讓學生得以探索不同科系，踏出

原班教室以後不再只透過課本學習，而是實地走訪或經由講師的分享與

實作，開拓視野，累積自身多元學習表現，亦有多項社團讓學生增加自

身能力，例如：大眾傳播社讓學生實際在校內大型活動擔任音控與影像

紀錄，藉由實際操作探索自身志向，確認是否與想像相同；新興科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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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練習製作與操作機器人與無人機，在過程中確實認識機械配置與

程式撰寫，同時組隊參與競賽，累積團隊合作與科技領域相關經驗。 

(3) 自主學習反思：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強調「呈現每位學生在不同領域的多

元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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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校規劃自主學習課程，讓學生多元試探與展現個人發展

潛能，並於每學年辦理自主學習成果分享與反思回饋，並呈現在個人的

學習歷程記錄。我們鼓勵學生勇於冒險嘗試，自主學習是自我探索的過

程，不管是成功或失敗、缺失，學生只要能呈現對問題的敏感度、洞察

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是一段彌足珍貴的學習。 

3. 鼓勵反思與提供回饋 

除了各項課程與活動以外，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做記錄，在每次辦理課程或

探索活動時，皆提醒學生互相幫彼此做影像紀錄，並在當天寫下自身反思檢核。

在實際製成學習歷程檔案後，可與教師進行討論，而教師除了給予自主性完成自

身歷程紀錄的學生正向肯定外，亦提供排版、專業內容的回饋，讓學生得以在第

三方回饋中，進行調整，並增進自身視野。 

(三) 高中推行學習歷程檔案之困境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在推動的過程中，常見的困境是學生未能及時備份資料、

不知道如何製作及呈現檔案以及缺乏學動機與學習方向。 

1. 未及時建置備份資料：首先，學生曾反應在各項課程與活動的當下，有時候

需團體共同進行，不一定有人幫忙從旁拍照或記錄過程，因此教師們也鼓勵

學生自主留存當下成果作品，並且即時歸檔及備份，避免於學期末時找不到

資料及整理上傳。 

2. 缺乏學習動機與方向：在學生學習歷程檔準備過程中，最大的困境是缺乏學

習動機或學習方向，學習歷程檔案為「自主」產出之成果，故學生之「學習

動機」與「學習方向」為兩大重要元素，當學生缺乏其中一項皆對於累積自

身檔案產生一定的阻礙，而到高三時為了升學才開始著手製作，實屬可惜。 

3. 無法有效善用資源：此外，還有一困難之處在於學生之生涯發展面向多元，

若學校未提供對應之資源，則需仰賴學生自主學習，此又與自身資源息息相

關；或者在提供相對應資源之下，學生未能有效善用整合資源，在此一現況

下，學習歷程檔案是否成為階級複製的的工具？而學習歷程檔案的選材制度，

是否間接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價值觀？為了避免此一情況發生，許多教育

工作者也才致力發展出更多面向的課程與活動，以期能提供莘莘學子們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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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機會，並藉由學校端提供之各項探索機會，消弭因階級差異而產生的

落差，並推廣各大專院校提供之開放式課程，使學生能把握免費資源，為自

己創造多元的經歷。同時本校也協助審查學生之自主學習計畫，確認計畫內

容並給予回饋，讓資源能有效發揮。 

三、結論與建議 

在推行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能看見許多學生自發性參與自身有興趣的活

動與課程，並將此編製成自身檔案，在學生產出的成品中，可以看見他們身上散

發著自信，同時更可以確定他們已經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並且有實際探索自身

想從事的方向，實屬珍貴。另一方面，對於自身未來發展方向尚未清晰或缺乏自

主性的學生，則相對難以累積自身學習歷程檔案，同時師長們則需花更多心力去

協助引導，然而學習歷程檔案的本質僅是真實與獨特真實地記錄學習和探究活動

的過程（陳俞含，2022），因此儘管方向不明確，但只要學生能說明該作品與課

程或活動的關聯性，並且說明自身動機、學到哪些素養能力，並且呈現自身的特

質與能力，就是好的作品，因此推行學習歷程檔案之重點應回歸於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便能讓學生自主地善用學習資源，累積自身學習成果。 

因此，筆者提出幾點淺見，希望有助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與呈現。 

1. 激發學習動機與找到學習方向：大學選材要的是學生具有良好的學習動機與

學習方向，而不一定是成績最好的學生。所以鼓勵學生在高中階段多方嘗試

探索，建立「好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熱忱」，並找到適性的學習方向。 

2. 掌握個人特質與運用既有資源：要破除「以量取勝」、「精美完備」的迷思，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不是打資料軍備賽，而是學生能掌握個人特質，有效運

用有限的資源，展現個人的學習潛能。 

3. 師長學會放手並鼓勵學生嘗試：在海姆·吉納特 1969 年的暢銷書《父母和青

少年》中提到「直升機父母」，過多的介入小孩生活，保護或是干預其生活，

十二年國教強調「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師長要適時「斷捨離」，要相

信現在的高中生，知道自己要什麼的，師長可以不要太過擔心，放手並鼓勵

學生去冒險、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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