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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下簡稱歷程檔案）無疑是臺灣推動 108 課綱當中，對

準各大學端招生選才形式內涵的重大變革。也因此過往的學測、統測等考試成績、比

序等攸關錄取與否的因素，其重要性將大幅降低許多。根據 111 年 5 月 13 日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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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及

第三條所示，責令由國教署建置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學校建置學習歷程學校平臺；

其內容應包括下列表 1 所示項目，後續則由個別專責人員進行蒐集、檢核及上傳流程。 

表 1、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項目 

項目 內容 負責人員 後續流程 

基本資料 

姓名、身分證明號

碼、擔任校級、班

級、社團幹部紀錄及

其他學籍相關資料。 

學校專責人

員蒐集及檢

核 

檢核無誤後，由學校

專責人員提交至學習

歷程中央資料庫 

修課紀錄 

學校報經各該主管機

關備查之課程計畫所

開設各科目課程之學

業成績及課程諮詢紀

錄。 

學校專責人

員蒐集及檢

核 

檢核無誤後，由學校

專責人員提交至學習

歷程中央資料庫（課

程諮詢紀錄不需提

交） 

課程學習成果 
課程作業、實作作

品、書面報告等。 

學生自行負

責蒐集 

經任課教師認證後，

由學生自己上傳至學

習歷程學校平臺 

多元表現 

彈性學習、團體活動

時間，校內外志工服

務、競賽成果、檢定

證照等。 

學生自行負

責蒐集 

學生自己上傳至學習

歷程學校平臺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從上表可以得知，若要完備整體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流程，除學生主體外，尚有學

校專責人員、任課教師等重要關係人，以技高學校現況而言，尤以專業群科教師對各

群科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影響至鉅；因此本研究運用文件分析、訪談等方法進行資料

蒐集，統整各類群教師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構策略；並於後續進行案例學校教師社群



（家政群）共備增能課程方案及案例學校全校學生問卷調查，所採用量表係依據(Pat-

El et al., 2013)等人所開發歷程性評量的學生量表(SAFL-Q)共 28 題作為施測問卷題項，

因疫情因素採線上問卷共回收 857 份，占全校學生 78.3%。問卷資料分析顯示，家政

群學生普遍比非家政群學生表現較好（家政群M＝4.13，SD＝.745；非家政群M＝4.09，

SD＝.700）。單一題項分析，在「老師會讓我思考自己在學校想要學習什麼。」（家

政群 M＝4.27，SD＝.883；非家政群 M＝4.14，SD＝866；P =.040*）及「我有機會在

課堂上展現所學。」（家政群 M＝4.04，SD＝.898；非家政群 M＝3.88，SD＝.919；

P=.017*）此二題發現達顯著差異，顯示經由本研究教師社群共備增能後的家政群教師

所屬學生比非家政群學生更有機會探索自主學習並展現自我優勢。具體來說本研究獲

得以下針對學生自主學習歷程檔案應有思維的結論與建議，提供參考。 

一、學生是歷程檔案的建構者更是主導的關鍵角色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回饋資訊來源，除了來自教師外，也可以來自學生自己以及

同儕，因此在評量就是學習這個取向中，應該關注的面向是「學生是主動且關鍵的評

量者」；而學生及教師都應跳脫過往「學生是被動接受評量」的思維。 

二、學生應設法提升準備歷程檔案的思考層級 

  108 課綱當中所謂的素養導向評量重視學生在真實生活（如學習、未來工作等）

情境下，運用所學（如專業群科學習內容）知識進行「思考」；而思考歷程層級大致

包括知覺、記憶、理解、推理、決策、問題解決及創造力等。舉例而言，若學生只能

「知道」、「辨識」基本專業知識之定義，則屬於思考最基本第一層次。而學習歷程

檔案最初始的工作，包含學生在高中三年中的學習活動中，需要將作業、作品、獎狀、

證照收集並「分類」、「配對」與「比較」等類似的思考成分，則屬第二層次。但是

未來求職、就業甚至是目前最被大眾關注的大學考招中，所要求的思考層次顯然不僅

如此而已。 

三、培養自主學習的理性思維慣性 

  「學習歷程檔案」其最重要的意涵在於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慣性，若能在青少年

時期養成時時面對自我、探索自己和型塑價值等習慣，未來在面向例如升學、求職、

就業等任何時刻，都能從容以對。以下提供學生可以進行以下三層次的理性思維及學



習準備活動： 

（一）面對自我不足 

想要面對自己的不足，首先可以藉由公正客觀的人格特質等測量工具，來檢視自

己擅長或不足的能力。以美國高中生來說，他們會以「生涯興趣量表 Career Interest 

Inventory，簡稱 CII」，作為自己選擇 16 群集課程（Career Cluster，相等於臺灣的專

業群科）的評量基準；而此興趣量表則是由職業興趣理論為基礎所研發出來。 

（二）探索自己潛能 

前述面對自己的時候，常會有忽略自己潛能的盲點產生；這時應積極尋求身旁親

友的協助，畢竟旁觀者清，藉由親友的長期觀察角度，將有助於挖掘出自己的潛在能

力。此外，也應掌握探詢專業人士的任何機會，例如學校的課程諮詢教師、輔導室教

師、導師、各課程任課教師等，都能更加快速而深入地認識自己。 

（三）型塑價值差異 

在全面訴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此時，無疑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最佳註

解。因此在前述面對自我、探索自己層次之後，更應將自己的價值凸顯出來。但是所

謂的「價值」必須是長期不斷觀察、省思及記錄自己思維和行為，才能累積而成。 

  以上三層次的理性思維及學習準備活動，所需花費的時間大約一年，並建議學生

應在高一時期初始就開始進行，這時也應藉由一些手帳（或稱筆記本）、雲端、電腦

或手機等工具才能將所有高中三年期間的學習軌跡、省思、合作紀錄等完整保存，做

為未來統整學習歷程檔案的佐證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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