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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的理想如何實踐？ 
藍偉瑩 

均一師資培育中心執行長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審議及推動專案辦公室規劃委員 

 
    學習歷程檔案一詞在教育現場並不陌生，無論是另類評量或多元評量，它都

名列其中。在臺灣教育現場，學習歷程檔案常被老師們用來累積學生的學習過程

與成果，但僅僅是累積，能稱為學習歷程檔案嗎？隨著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上路，

這個詞不再只是學習評量上的一個項目，而是和大學多元入學產生連結。高中現

場推動學習歷程檔案由國教署主政，以公部門資源建置全國高中學生的資料庫平

台，還沒上路，就有支持與反對的聲音。支持者認為這可能是解決長期只以成績

決定學生的方法，反對者認為這會不會擴大城鄉差距。學習歷程檔案的理想是否

能取得共識與落實呢？ 

一、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 

    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是「針對可展示出學生在一個或多個領域中的努力、進

步以及成就等作品之有目的地蒐集。這些蒐集必須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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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flection)的證據」 （岳

修平、王郁青，2000）。換言之，學習歷程檔案必須包含學生自己選擇要放入歷

程的內容，學生必須有自己選擇的評估方式，並在選擇之後提出這些歷程對於自

己學習的意義。檢視教育部國教署於 108 年 7 月 15 日頒布的「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9），便可發現除了基

本資料與修課紀錄由學校協助上傳與維護外，未來高中生可以自己選擇課程學習

成果與多元表現，每學年或學期上傳學習歷程學校平台。並於每學年結束時，從

已上傳至學習歷程學校平台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分別選出六件與十件上

傳至國教署建置的學習歷程檔案中央資料庫。這樣的設計與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

是相符的，但卻未見其中有自我反思的證據，這部分難道不被重視嗎？ 

二、學習歷程檔案的誤解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自 91 學年度起實施，其基本理念在於「考招分離─考試

專業化、招生多元化」，為了促進「招生」方式多元化，期望透過提供學生更多

突顯個人特質與潛力的機會，能夠依據自己的優勢，適性地選擇升學管道。實施

至今，申請入學的備審資料審查，常被人詬病之處是被懷疑內容的真偽，以及擴

大了城鄉差距或貧富差異對於升學結果的影響，有錢的就能擁有更多的校外經

歷，能夠做出較為精美的資料。而高中現場看見的真正問題是，學生常在高中三

年級學測考試後才開始著手備審資料的製作，匆忙製作的結果，常常只是資料的

堆砌，或甚至有少部分學生這時才緊急趕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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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決備審資料真偽與來源的疑慮，學習歷程檔案的出現確實提供了一個

解方。其成果以校內課程與活動為主，課程學習成果僅能上傳修課之課程作品，

並須經由任課教師認證，確認作品的確是課程中完成的。這樣的設計大大降低社

會大眾對於真偽這件事的疑慮。學習歷程檔案必須在發生的學期或學年完成上

傳，這也使得資料的真實性提高，更能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選擇能夠代表自己特質

或學習歷程的成果，也為下一個學期或學年的學習做好規劃，這樣的設計更貼近

了學習歷程檔案的學理。學習歷程檔案中所缺乏的反思，在新的考招規劃中被納

入升學備審資料中。未來的學生可從中央資料庫所累積的資料中，勾選符合申請

大學學系所需的資料，上傳大學甄選會平台。但也由於學習歷程檔案可運用於升

學備審資料，讓許多人誤以為學習歷程檔案就等於升學備審資料，恐慌就此產生。 

三、學習歷程檔案的困境 

    多數人誤以為學習歷程檔案就等於升學備審資料，這引起部分團體激烈的討

論。如果學校無法幫助學生產出學習歷程檔案的作品，那學生的升學就會受到影

響。這樣的想法造成了家長的恐慌，誤以為如果學生無法及早定向就無法累積有

利的資料，或是以為要完成難度很高的作品才是有利的，這樣的恐慌也因為補教

業或是少數私校招生策略而擴大。不僅是家長在乎，也有部分學校或教師為了幫

助學生累積更多優質的學習歷程，結果可能給了學生更多需要完成的報告或甚至

小論文。學生變成在校成績要很認真，連每份作業都得很用心，這大大誤解了學

習歷程檔案的意義。另一種情形則是高中端現場希望大學承諾一定會看學習歷

程，承諾一定會重視校訂必修或多元選修這類課程，這才能讓他們安心放心去規

劃課程，以免影響學生升學。這些也成為學習歷程檔案推動上的挑戰。 

    教學現場長期重學生升學，卻輕學生學習。諷刺的是，升學到底是約束了學

生，還是綑綁了教師？當學校教育理想模糊，學校教師自覺不足，學生家長干涉

過度，真正被犧牲的便是學生，這也是教育現場學生學習動機與成就越來越低落

的原因。當學習被等同於升學，大家都需要花更多的力氣來扭轉學生已經崩壞的

學習態度。少子化的衝擊也可能影響學習歷程檔案的推動，造成大學擔心如果參

採太多備審資料項目可能會讓高中學生卻步，造成學生流失。當學校錄取了不適

合學系的學生，對於學系內容沒有興趣的學生將無法投入學習，不理想的學習態

度也影響到大學教師的教學，最終雙輸的局面，不斷地惡性循環。 

    對於大學來說，認真思考學系要透過何種資料與規準來選才才是增加競爭力

的最好方式，這也同時鼓勵高中現場與家長放手讓學生好好試探性向與發展特

質。當入學的學生是充滿興趣的，學習投入自然較為良好，未來在職場的表現也

更好，大學的評價也才可能提升。如果只追求短視的報考人數，那就得要面對未

來必然萎縮或停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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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教育改革的關鍵 

    學習歷程檔案明明是設計來幫助學生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學習過程，也藉由

上傳資料的過程再次回顧自己的半年或一年的學習，能更清楚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何在，有助於學生適性探索與規劃學習。升學主義與名校迷思的社會氛圍，每一

件可能與升學有關聯的事情，都會被扭曲了規劃的初衷。學習歷程檔案推動的困

境正反映了社會上對於制度的不信任，或該說的是社會上缺乏對於人的信任。就

如同在推動高中新課綱之初，學校總會擔心如果只有自己做真的，其他學校做

假，自己不就吃虧了。或甚至在推動考招的過程中，高中端擔心如果自己玩真的，

但大學卻沒有如考招設計那樣認真看學生的學習歷程，那是不是就白做了？大學

端同樣也擔心這套課綱高中真的會做嗎？如果高中沒有做，那所列出相關的申請

入學條件會不會反而讓自己的學系招不到學生？ 

    如果教育現場與社會大眾都能以參與其中者會認真實踐來思考，這樣的想法

真的會造成任何損失嗎？為了促進學生適性探索與深耕學習的作為怎麼可能會

讓學校、教師與學生有損！當教育回到最初的目的思考時，只要有利於學生適性

發展的事情，都應該是不同學習階段的教育工作者應當努力的。信任是這個社會

最應當找回的，從教育做起，從信任新課綱的相關變革開始。別讓解決問題的學

習歷程檔案，因為被誤解而被汙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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