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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中強調核心素養為主軸，重視不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

限，而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以適應

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教育部，2014）。而我們該如何檢視學生在核心素養

導向課程下的學習？從評量的角度，學習歷程檔案即是很好檢核素養導向課程的

方式（藍偉瑩，2019）。學生透過學習歷程檔案可以呈現在一個或多個領域中的

努力、進步以及成就等過程，而這些內容是由學生自己參與選擇內容、製訂選取

與評估標準的過程，並且提供學生自我反思的證據（岳修平、王郁青，2000）。

學生在準備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將其學習反思、整理，從中篩選核心概念積

累成為長期記憶，培養學習後設思考之過程與方法（戰寶華、侯欣彤，2017），

並且透過學習歷程檔案檢視自己學習過程中各種能力的培養，提供教師課程、教

學與評量之反思，更能幫助學生對於自己的反思自己的優勢（劉桂光，2021）。 

然而，自從學習歷程檔案推動以來，許多文章指出其產生許多挑戰（陳郁仁，

2020；陳逸年、林怡君，2021；黃慧芬，2020；楊汝華，2020；藍偉瑩，2019），

增加學校和學生之間的課程負荷（陳俞含，2022）。在教師端，從任課教師在課

程與教學上的轉變，需對應學習歷程檔案產出轉化課程設計，以及在學習成果認

證上缺乏統一規準等，教師們擔心在大學端如何看待學習歷程檔案和目前升學考

試的關聯性。在行政端，對於學校開課資源和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平台的穩定性產

生問題。當然，對學習者而言，也面對準備資料內容的問題、上傳的方式與選擇，

以及對於未來生涯發展的疑惑（黃慧芬，2020）。為了瞭解學習者上傳的情形，

陳逸年與林怡君（2021）分析個案學校上傳學習歷程檔案的比例中，健康與體育

領域上傳比例較高，其中以健康與護理的上傳件數最多，並且在多元選修的課程

中，健康與護理相關課程也有 1/5 的學生上傳該科的學習成果。因此，同為健康

與體育領域的體育學科屬於實作比例較高的課程，是相當適合推動與建立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只要教師願意在課程設計、教學引導與學習評量的過程中有脈絡的

規劃，即能夠幫助學生建立完整的學習歷程。 

在推動體育學科的學習歷程檔案發展時，面對上述的各種挑戰，要讓課程系

統化與脈絡化，對於常使用「多元活動課程」（mulita-activity curriculum）模式的

體育學科而言，透過課程地圖（curriculum mapping）的理論與行事曆的設計方法，

是能幫助達到十二年國教課課程發展上所使用的重要工具（王嘉陵，2020；甄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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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2019）。透過各校在校本領域內學科課程地圖行事曆的發展，盤整學科內的

課程概念，使學習更有意義，並建立學期課程教學計畫表與對應學校總體課程地

圖的連結，使教師在課程設計上能夠對應出學習歷程檔案的產出，清楚呈現各年

級表現任務之相關評量與收斂學科之表現任務，以利結構性搭建學生學習鷹架

（陳逸年、林怡君，2021）。綜上所述，本文旨在論以校本體育課程地圖行事曆

發展學習歷程檔案，使教學者、行政端、學習者與其他關心教育者，都能透過學

科課程地圖行事曆，一起看見與探索素養導向的學習歷程。 

二、 發展校本體育課程地圖行事曆與學習歷程檔案的關係 

課程地圖的理論與行事曆的設計方法，能有助於教師進行縱向和橫向的課程

檢視工作，在課程本身、學生的學習、評量、對話和反省，不僅有助於知識的組

織與統整，也關照到教學脈絡、學習發展與評量間的系統性，作為教師改進教學

及發展課程的動態機制（黃繼仁，2014；Jacobs, 2004）。高中體育學科中心自新

課綱推動以來，以「校本課程地圖行事曆」的方式推動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甄

曉蘭，2019），讓教師們以「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強調探究為本與問題引導的策略發展符合素養導向的課程目標，其在設計核心素

養的學習目標時包含大概念的掌握和正向價值觀的建構、關鍵的知識和技能的習

得，以及與主題相關值得學習的內容之理解（潘玉龍，2017），並且以「表現評

量」實踐素養導向。校本課程地圖行事曆能建構學校課程計畫，並校準課程、教

學與評量，在每週的課程地圖行事曆規劃中，逐步發展學生必須學的知識與能力，

並從學習歷程檔案中檢核與呈現學習的過程。因此，發展校本課程地圖行事曆能

夠達到以下的目標並解決學習歷程檔案所遇到的挑戰。 

(一) 課程脈絡化地發展校本課程教學和評量 

在臺灣體育教學現場，常見的「多元活動課程」的模式，是以短時間、短單

元及技術內容導向，主要以淺層的知識和能力內容學習為主（掌慶維，2021），

即使此方式雖能讓學生有豐富地體育活動經驗，但卻一再地重複課程內容，無法

深化體育學習（林彥伶、闕月清，2012），也難以選擇學習內容產出符合學生學

習歷程的檔案。因此，透過校本體育課程地圖行事曆的規劃，能盤整體育學科的

知識、概念與能力，使課程更有系統與脈絡的展現學習者的進程，並且再以此進

程研擬符合校本的學習表現評量與學習活動，最後，針對核心問題檢核學習成果，

達到課程校準的目的（甄曉蘭，2019）。 

(二) 建立教師專業社群凝聚學習歷程檔案共識與減輕課程負荷 

素養導向課程改革的關鍵即是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掌慶維，2021），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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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的課程朝向更整合性的課程內容，教師的合作與教師文化議題一直受到學者

們的關注（Burn et al., 2010）。陳俞含（2022）指出在學習歷程發展上減少教師課

程負荷的方式，即是凝聚校內教師成長共識，並且重視學校教師專業社群，幫助

教師共創共識。因此，透過發展的過程中，以教師合作共備的方式，除了能凝聚

教師共識，也可以減輕教師個人要負擔學習歷程檔案開發的負荷。建立架構幫助

校定課程教學和評量的發展，解決在目前學習歷程檔案中對於教師認證課程學習

成果採取所角度不同等問題。 

(三) 幫助不同需求者面對學習歷程檔案與達到自主學習 

課程地圖行事曆可以提供不同角色者的需求，除了教師端可以檢視課程、教

學與評量的校準外，對於行政端針對開課情形等，能夠提供一個完整的課程架構

與課程願景。當然，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主題－學生而言，課程地圖行事曆能夠

幫助學生了解課程的脈絡，也能夠透過學習歷程檔案的產出，達到自主學習力的

養成（王智弘、卓冠維，2020）。 

三、 以體育課程地圖行事曆發展學習歷程檔案的策略與實例 

本文以體育課程地圖行事曆作為發展學習歷程檔案，能協助師生在產出學習

歷程檔案時更能具有系統性，同時檢視教師在各體育學習內容間的課程、評量與

教學指導方針，進而展現學生多元學習表現（甄曉蘭，2019）。為此，以下提供

規劃發展體育學習歷程檔案策略與實例： 

(一) 規劃體育學科課程教學計畫表，清楚呈現各年級表現任務學習評量 

由於健體領綱未有固定的學習內容進度，多數藉由教師的豐富教學經驗與學

生的發展特質安排課程內涵。因此，從盤整各校間的校本體育課程教學計畫作為

第一步，教師間相互討論適合體育學習內容與表現評量，搭配校內體育賽事，並

「以終為始」的視角規劃高中三年學生學習藍圖。換言之，學生能清楚知道各年

級的學習進程並展現每學期的學習成果。 

(二) 透過學習評量地圖以收斂體育學習表現任務，以利結構性搭建學生學習鷹架 

發展時可依據高中體育學科中心發展的示例為參考，規劃符合校本課程地圖

行事曆的形式，聚焦教學單元的核心問題，利於建構學生的自我學習歷程。於此，

當每學期將核心問題設計成學習表現任務，讓學生在真實情境的脈絡中得以完

成、搭建運動項目之學習鷹架的同時引導概念遷移，在任務過程中學會應用，進

而達到評量即是學習的目標。與此同時，教師能依照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與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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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圖行事曆做雙向檢核指標，評估學習成果，以利規劃新年度的課程與教學設

計，讓體育學習內涵更具有意義。 

(三) 透過課程地圖規劃引導學生完成學習歷程檔案之實例 

課程地圖行事曆的規劃能夠清楚呈現課程的核心概念、重要能力、核心問題、

學習評量與學習任務，能夠幫助學生更清楚知道該課程的整體樣貌與歷程，使學

生更有方向的蒐集學習歷程中的資料，並配合每週的行事曆期程，逐步完成學習

檔案成果。高中體育學科中心為引導教師在課程地圖行事曆的發展，共同研發體

適能模組課程地圖行事曆範例（如圖 1）（高中體育學科中心，2021）。首要探究

體適能的重要概念與能力，透過核心問題收斂體適能重要學習重點以及預期的學

習成果。其次，學習評量以發展表現評量任務，結合生活情境讓學生作為體適能

指導員等角色，嘗試將體適能課程所學習到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應用學習活動任

務，產生學習的意義性。 

 
圖 1 高中體適能模組課程地圖行事曆示例 

透過課程地圖的規劃，能讓學生清楚知道學習表現需要達成的目標，在課堂

中利用小組的方式實際執行體適能指導員之校園情境脈絡探索學習任務。最終，

學生之學習成果檔案可依課堂中的學習表現任務表格（圖 2）與評量規準做檢核

（圖 3）（高中體育學科中心，2021），提供學生可預期的成功學習圖像，促使執

行高層次思考或問題解決的能力，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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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生互評表格示例 

 
圖 3 學習表現任務規準部分示例 

最後，在以課程地圖行事曆的方式引導學習歷程的產出時，由於其評量規準

偏向質性，教師應在評量前先與學生說明各項次的內涵與評量要點，並可以利用

資訊科技的裝置，引導學生建置數位化的資料成果，有利後續學習歷程檔案的產

出，以及幫助教師在彙整資料的工作能更有效率。 

四、結語 

學習歷程檔案是檢核素養導向課程的方式之一，學生透過學習歷程檔案可以

呈現在學習領域中的努力、進步以及成就等過程。而教師在發展素養導向的體育

課程上，透過課程地圖行事曆的規劃，除了能夠脈絡化與系統化課程的設計，也

能讓教師們在共備合作時，建立共同的素養導向目標，發展適合該校學生學習與

評量的歷程。課程地圖行事曆同時能夠讓不同需求者獲得需要的資訊，在發展的

過程中除了幫助教師課程發展與課程校準外，也能促進學生更有系統與脈絡的探

究、反思與學習歷程的紀錄，本文以校本體育課程地圖行事曆發展學習歷程檔案，

提出具體的策略與發展實例，期望能夠幫助學生朝向自主學習與全人教育的實踐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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