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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建構之「三見」 

國立海大附中  許熒純 

壹、前言 

精彩的學習歷程檔案有何特點？臺大林國明教授曾提到「學習歷程」應該具備以下四大重點1： 

一、展現素養能力： 

學生在作品中要提出具體事例，比如詳細記錄學習或作品製作的過程，來呈現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作品要有摘要： 

具備清楚的架構，包含課程進行方式、選課或研究動機、學習過程、學習方法及心得反思。 

三、交代作品脈絡： 

在開頭闡明「這是什麼作品」？「為什麼製作？」具備個人獨特性，並凸顯與其他學生的差異。 

四、作品真實性： 

清楚說明執行過程的操作與收穫。在團體報告中，務必交代自己在團隊分工中的貢獻與個人想 

法。 

而本教案旨在以學習者為主體，以此四大重點為指引，引導高三學生運用「三見」建構學習歷

程檔案，而什麼是「三見」呢？ 

第一見「見自己」，了解自己的渴望與需求，明白何謂學習歷程？為什麼需要學習歷程？如何

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第二見「見天地」，以大學端需求和既有學習歷程資料作檢核，引導學生察覺下一階段的契機，

並擬定學習歷程檔案架構。 

第三見「見眾生」，提供學生製作學習歷程的科技輔助，以及學習歷程反思之作品觀摩，最後

引導製作個人簡歷與高中學習歷程反思。教學時段為高三彈性學習時間，期許學生在課程中，針對

需求展現理解與記錄，以「生涯定錨」、「學習歷程自我檢核」「自述架構」「省思」為核心、並完成

各單元作業。 

 

貳、課程架構 

  〈學習歷程檔案建構之「三見」〉的課程架構如下，課程實施將依次簡述於後。其中，第一單

元實作可讓學生攜回家中操作，其他單元實作，包含課程回饋，皆利用課堂時間，借用學校電腦教

室完成。 

實施時間：高三彈性學習時間 

實施堂數 學習脈絡 表現任務 三見階段 

第一節 單元一：學習歷程定錨 生涯圖像、檔案重點 見自己 

作業：生涯圖像探索＆九宮

 

1 引自《English OK中學英閱誌》，2022年 6月出刊。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7441。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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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目標達成表 

第二節 單元二：學習歷程轉譯統整 自我檢核、架構確立 見自己、見天地 

作業：學習歷程自我檢核表 

第三節 單元三：數位反思實踐 觀摩反思、工具應用 見天地、見眾生 

作業：學習歷程自述架構表 

第四節 實作及指導 回饋單、完成各單元作業 

課程單元一、「見自己」，學習活動著重說明「學習歷程」的重要性建立，他可以做什麼？

與未來的連結為何？又與我的生涯圖像有何關聯？單元二「見天地」，著重透過盤點學習活動，

引導歷程脈絡建立，輔助建立學習歷程檔案架構。單元三「見眾生」，著重透過高中學習歷程自

述實作與資訊融入，從觀摩作品中進行回顧與反思，以林國明教授所言四大重點建構學習歷程檔

案。各單元學習內容與學習歷程對應如下： 

一、單元一：學習歷程定錨 

透過探索各自的生涯圖像、學習歷程檔案各面向說明，並以「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

系統」輔助學生確立生涯走向，透過學習歷程檔案競賽之檢視、「校系分則」表以說明學習歷程檔

案的架構，並協助學生建構雲端資料庫，建立分類系統概念。 

二、單元二：歷程轉譯統整 

    盤點過往學習經歷，以校系為目標進行學習歷程檔案自我檢核，擬定學習歷程檔案之架構，分

項目檢視自我既有檔案各要項，將高中端與大學端連結，進行有架構的實作：如何執行探索的歷程、

解決問題的策略、成果說明等。透過脈絡化歷程，完整呈現學思經驗，凸顯素養能力與亮點。 

三、單元三：數位反思實踐 

    引導學生利用「書面審查準備指引」提取個人經歷進行學習反思；提供動機之構思架構以及範

例，引導學生思考校系與個人未來的連結，將個人性格展望、專長興趣與校系特點整合以書寫個人

觀點，並以小工具輔助檔案建立。課程活動與歷程對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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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圖像：先備知識及任務釐清 

  由於學習歷程檔案需要先備經驗，如課程學習成果，報告、實作成果，抑或是多元表現，自主

學習或其他個人學習經歷之積累等，故此次課程實施以高三學生作為對象，也因為學生自一年級初

始已經熟悉平板設備操作，且已經有前兩年課程的學習，相較於一年級或二年級學生．擁有更為清

晰的自我圖像，基於此，從認知、情意以及技能上賦予學習任務，更可以引導學生獲取學習歷程檔

案更多面向與面向實際的理解。 

實施對象 先備經驗 學習目標及任務 

普通高中 

三年級 

理組班學生 

1. 能使用平板 

2. 做過九宮格作品分析、廣播

劇、心智圖等 

3. 亦熟悉雲端操作，使用過

Google教育軟體、Canva。 

1、認知： 能瞭解學習歷程檔案呈現的重點，與

統整資料以連結校系需求。 

2、情意： 能知道生涯規劃的方向，以及須著眼

之項目，進行有意義的觀摩與發表。 

3、技能：能操作平板，執行各類型資料彙整，

完成歷程檢核與學習反思。 

 

肆、課程設計 

  課程實施依循以下流程：首先進行課程設計理念及內容說明、課堂學習單及教學範例示意、

最後是學生實作成果和單元課程之回饋。各單元課程概況依序為：學生定位自我圖像、九宮格探

索目標可實踐的能力；其次，依循大學端需求，協助學生盤點過往學習檔案；復次，依照給予之

架構，進行高中學習歷程反思實作。 

 

單元一：學習歷程定錨 

一、生涯圖像 

以大谷翔平的「九宮格目標達成表」為範例

2，接著請同學登入「Collego 大學選才與高中育

才輔助系統」，先行探索自己適合的學群—學類—

學系，以之為目標，檢視自己當前所需要的能

力，以及未來階段必須具備的多元能力。 

建議首先先探索自己有興趣的學群，其次學

類，復次學系，將自己探索完的結果，複製貼在

學習單之上，並以之為目標，完成「生涯圖像」

和「目標達成表」上傳 Padlet。 

（右圖 1-1：生涯圖像） 

 

 

2引用出自：松田充弘、松村剛志著；許郁文譯：《大谷翔平也在用的曼陀羅思考法：實現夢想、達成目標的九宮格計

畫表》，（臺北：經濟新潮社，2024年），頁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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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九宮格目標達成表示例 

身體的保

養 

喝營養補

充食品 

頸前深蹲 

90kg 

改善內踏

步 

核心肌群

強化 

軸心不晃

動 
做出角度 

從上面把

球 

敲下去 

加強手腕 

柔軟性 體格 
傳統深蹲 

130kg 

放球點穩

定 
控球 消除不安 放鬆 球勁 

下半身 

主導 

體力 
關節 

活動範圍 

吃飯 

早三碗 

晚七碗 

強化下盤 
身體 

不要開掉 

控制自己

的心理 

球在 

前面釋放 

提升 

球的轉數 

關節 

活動範圍 

設定明確 

目標 

保持平常

心 

冷靜的頭

腦 

熾熱的心 

體格 控球 球勁 
以軸心 

來旋轉 
強化下盤 增重 

危機中堅

強 
心理 

不受時勢 

影響 
心理 

八球團 

第一指名 
球速 

 160km/h 

核心肌群

強化 

球速 

 160km/h 

強化 

肩膀周圍 

肌肉 

不造成紛

爭 

對於勝利

的 

執著 

同伴的 

同理心 
人格 運氣 變化球 

關節 

活動範圍 

平飛傳接

球 

增加用球

數 

感性 被愛的人 計畫性 打招呼 撿垃圾 打掃房間 

增加拿好

球 

數的球 

完成指叉

球 

滑球的品

質 

愛心 人格 感謝 

珍惜的使

用 

球具 

運氣 
對主審的 

態度 

慢且有落

差的曲球 
變化球 

對左打者

的決勝球 

禮儀 
值得信賴 

的人 
堅持 正面思考 

成為被支

持 

的人 

讀書 

跟直球同

樣 

的姿勢去

投 

讓球從好

球跑到壞

球的控球

能力 

以深度做

為想像 

二、學習歷程檔案重點 

（一）要素篇 

什麼是學習歷程檔案呢？學習歷程檔案是新課綱實施後，希望學生在探究實作過程中，培養

自主探索、和跨領域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讓學生透過記錄高中三年學習成果，展現各自不同的

學習軌跡、特質與潛力，作為大學入學的憑據。 

我們為什麼要記錄學習歷程呢？除了希望透過課堂紀實，獲取真實的課堂風景，更於此過程

中，搭配生涯的探索，讓學生更適切地發展志趣。以校內外學習歷程檔案競賽之格式及作品進行

觀察，第一階段讓學生自行統整出學習歷程檔案的格式內容。以「金質歷程獎」為例，3其「評選

標準」為： 

 

3 此處參考 https://twpea.org/gapc_3/，參閱網站目的在於讓同學自行檢索出學習歷程檔案的基本樣貌。 

https://twpea.org/gapc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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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架構完整度：封面包含清楚資訊（標題、學校科系、姓名、指導老師姓名）：百字簡

述、目錄頁。 

2、學習歷程及心得省思（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具體描述動機、目標、具體描述學習過

程、結果，並掌握正確知識、學習過程中的發現與收穫、具體描述學習心得，展現反思

能力、具體描述未來如何應用所學、提出建議。 

3、呈現亮點特色及個人優勢（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可從作品中看見學生的個人興趣和

發展、可從作品中看出學生個人特質、具體展現出習得的核心能力。 

4、排版架構與版面設計：排版清晰易閱讀，文字大小和間距適中、圖案大小搭配得宜，能具

體展示成果。 

5、佐證資料完整：檢附圖片、相關文件獎狀、檢附學習參考資料。 

（二）觀念篇 

  學習歷程檔案有六個部分：基本資料、修課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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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錄自己學習歷程的過程中，學生必須確實檢視自己參與課程及

活動的深度與動機，展現對於科系的熱情與動能。 

 

表 1-2：學習歷程檔案項目 

學習歷程檔案項目 項目內容 

基本資料 學籍資料 

修課記錄 A、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B、書面報告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

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

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G、社團活動經驗 

H、擔任幹部經驗 

I、服務學習經驗 

J、競賽表現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L、檢定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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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其他個別校系指定之資料 -- 

資料來源：https://www.cac.edu.tw/apply113/query.php（113 申請入學校系分則查詢）。實際上會

依據每年大學端公告調整，學生必須留意每年簡章公告的內容。 

表 1-3：單元一作業成果與回饋「生涯圖像探索＆九宮格目標達成表示例」 

  

見自己：利用Collego搜尋感興趣及有志從事領

域，確認生涯目標，並探索相關性格與能力，為

第三單元撰寫學習歷程省思之準備。 

見自己：課堂講解後發下「九宮格目標達成表」

讓學生回家完成，利用Collego搜尋，設想達成

目標所需要的能力。目標、能力要具可實踐度。 

  

【回饋】：學生對於使用「Collego」在瞭解自己

的「性格與能力」的回饋。 

【回饋】：學生對於使用「九宮格目標達成表」

在瞭解自己「實踐目標所需具備能力」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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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在正式進行學習歷程檔案製作之前，透過單元一讓學生瞭解學習歷程檔案應有的架構

內容後，讓學生針對目前自己的現況和理解，提供一些回饋，「省思」和「個人特點」，仍是學

生最感困惑，需要教師引導的地方。 

 

單元二：歷程轉譯統整 

一、資料盤點及自我檢核 

  如何進行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首先必須先盤點過往的學習經歷，透過脈絡化的整理，將學

習動機、課程理解、表現任務先進行釐清。教師以課堂的學習活動製作表單，輔助學生進行學習

活動的盤點，從活動內容回溯經驗、表現任務以及從課程中理解的知識，並對應學習歷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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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課堂學習活動盤點示例 

學習 

活動 

活動 

內容 

表現 

任務 

學習歷程 

脈絡對應 

紙條 （一）情節歸納、腳色目

標、事件重要性、人物之難

題、解決方法及行動。 

（二）按照分幕，先讓同學

寫紙條後投入箱子，每次

演員必須抽 3 張紙條，並

且想方設法在維持情節的

狀況下，講出抽到的紙條

臺詞，且依照情節推進。 

（一）理解文本腳色

與伏筆敘事。 

（二）腳色扮演與詮

釋分析。 

（三）以分工與小組

討論方式進行。 

一、動機：說明如何準備。 

二、執行：說明執行步驟、方法、 

         行動。 

三、評估：說明結果與發現。 

為使學生對於製作檔案有更具體的認知，進一步綜合整理科系對於學生能力與實質的學習歷

程檔案要求，整理成如下方的表格以協助學生進行自我檢核。 

（一）校系與自我檢核： 

    灰底色部分，由學生利用 Collego 鎖定自己升學意向後，填入「校系」，並檢核自己歷年的課

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等是否有與該科系相應的資料，條列及說明於「自我檢核」處。 

（二）校系分則： 

    參考當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於申請入學網站所公告之「校系分則」內容，依據各校不同

書面指定審核項目，勾選大學端要參考的項目。 

（三）書面審查重點： 

    檢視 Collego 或該校系於當年度網頁公告的「書面資料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依據審核項目

填入指引說明。 

 

表 2-2：學習歷程檔案自我檢核表 

舉例科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校系分則 

（ https://www.cac.edu.tw/appl

y113/query.php） 

書面審查重點 

（Collego＆學校網站之「書面

資料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自我檢核 

修課記錄 A、修課紀錄 一、學業總成績。 

二、語文領域、自然科

學領域、科技領域、綜

合活動領域等課程成

績。 

多加強國、英文、自然

領域之學習。 

課程學習成果 B、書面報告 

C、實作作品 

至多 3 件，本系據以綜

合評量。 

英文、生物、化學課程

學習成果、探究實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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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自然科學領域探

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

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

習成果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

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

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題作業。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

與成果 

G、社團活動經驗 

H、擔任幹部經驗 

I、服務學習經驗 

J、競賽表現 

K、非修課紀錄之成

果作品 

L、檢定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

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

得 

一、高中（職）期間參加

競賽等級與成績證明。 

二、語文能力或技能檢

定證明。 

三、擔任社團幹部證明

及參加社團活動之具體

收獲，辦理活動相關經

驗說明。 

四、其他有利審查資料。 

社團、競賽及證照；關

注與養殖、生技產業之

相關議題及報導、前往

水族館或養殖等相關場

域來瞭解學系專業。 

學習歷程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

思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

生涯規劃 

一、請具體說明求學經

過與得失（含高中／職

學習歷程反思）。 

二、請具體說明為什麼

想要申請養殖系？（因

為什麼背景，或事件等） 

三、請說明你未來大學

四年學習規劃為何？ 

四、你的生涯規劃與人

生期望為何？（論述中

可以融入你的人格特

質、興趣或強項，透過

對養殖系、養殖產業的

認識來連結你對未來的

生涯規劃。） 

結合個人課程與活動表

現，說明與所興趣之科

系的連結。 

生涯規劃：現場養殖、

水族公司、海洋博物館、

飼料研發、水產品檢驗

或行銷、生物技術相關

產業等；農委會、漁業

署、水試所、各縣市政

府漁業課、各區漁會，

相關教育或研究機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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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個別校系 

指定之資料 

R、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S、（校系自行輸入限

10 字） 

T、（校系自行輸入限

10 字） 

無。 無。 

能力與特質 

（Collego＆學校網站） 

 

註：表單參考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中洪逸文老師講授，再依據課堂需求微調 

（四）能力與特質： 

  自 Collego 檢索學系頁面，「學系特色→課程資訊→生涯進路→能力特質」，截圖「能力特質」

下的圖像，不必全部，前三大項指標即可，貼在欄位中。 

此時，利用表單協助學生盤點其參與之課程內容並統整學習重點，藉此檢視自己在參與課程

中所習得的知識與學習歷程，有脈絡、有次第地連結個人校系之需求。而在進行盤點時，可以引

導學生建構相關之雲端資料，如手邊擁有之相關：活動圖片、實驗數據、課程資料、影像資料

（照片、影片或網站）等，以增加學習歷程的「真實性」。參照《作伙學》第二版4之指引，課程

學習成果有六大作品類型：學習單、課堂活動成果、實驗記錄、實作作品、專題報告（含小論

文）、綜整式學習記錄。多元表現除表單所列，尚有「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學生可依需求建立資

料夾。 

 

4 可參照此處說明：https://www.108epo.com。以上分類提供參考，學生以其實際情形作調配。 

https://www.108e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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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學習歷程檔案雲端資料建構 

 

二、有架構的實作 

  在進行課程成果或多元表現等說明時，以筆者自己在國文課堂的學習成果為例，提供學生進

行實作時參考。撰寫時基本結構有：百字簡述、封面基本資訊（此處略，可參考範例）、摘要及作

品說明、課程反思，另外再搭配一些圖表及相關證明。 

（一）百字簡述 

  說明成果概要，和檔案中的「摘要」相輔相成，故撰寫時，必須要能扼要地概括自己從事課

程活動時的整個歷程。可從以下方向著手。 

1、WHAT（具體事件＋成果） 

  敘述自己所參與的活動或課程。例如：我在高一參與中學生閱讀心得寫作比賽並獲得特優。 

2、WHY（轉折省察＋方法） 

  敘述自己的發現，正面與挫折的體驗都可以提出來。例如運用閱讀及摘要重點，以書籍探討

的「霸凌」議題為主題，延伸探究台灣當前社會問題。（正面）。又或者在參與競賽的歷程中，遭

遇撰寫不出個人觀點的問題，於是我請教師長，關於撰寫心得的建議（挫折）。 

3、HOW（展望影響＋能力） 

  敘述自己的收穫與啟發。例如除增進新知，在請益師長指點寫作過程中，學習到藉引證事例

輔助觀點的書寫能力。 

（二）摘要及作品說明 

依據先前活動盤點後的成果，引導學生思索如何架構學習過程的敘事。首先摘要，簡介這份

作品的背景脈絡，如動機，對於自我起點腳色的定位、立場說明，作品與課程關聯性，以及作品

當中的重點與亮點所在。 

進入作品說明後，說明執行狀況。分成三個部分，供學生撰寫執行情況可參考之面向，協助

學生釐清其學習的歷程。「學習任務」部分，宜說明產生目標的背景脈絡、說明目標的重要性及預

設之成果想像。「學習挑戰」部分，可舉出 1-2 項難題，實現目標過程中，遇到哪些棘手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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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提出想法或構思；描述自己在行動上實際執行的作為？「學習後續」部分，實現目標過程中，

為解決問題，運用了哪些知識以突破現有框架，是否產生全新角度以解決問題？哪些是之後還可

以延伸探討的議題？或在過程中沒有順利完成的部分。 

 
 

 

 

 

見天地：以校內學長姐之作品為範例，說明實作

之封面資訊與摘要。 

見天地：作品說明的過程中，帶入課程活動之記

錄，提供具真實性的課堂學習單。 

 

見天地：在進行作品說明時，宜針對作品說明「學習挑戰」以及「學習後續」，尤其以既有知識

的運用之中，再延伸探究的議題，以凸顯作品之亮點。 

（三）課程反思 

  進行課程評估，說明結果與發現。可就過程、成果與自我三方面觀察，尤其以觀察自我在學

習過程中的改變，說明在學習過程中新知識的獲取與應用，見聞差異，以及素養能力的展現。 

 



13  

  

見天地：學習成果展示，圖片和文字的直接呈

現，至於影片，可以用截圖呈現。 

見天地：以列點、對比方式說明自己在參與歷程

中的收穫與見聞差異。 

檔案的呈現可因作者鋪排的方式不同，而有多元的呈現方式，上述範例，僅為一種呈現方式，更

重要的是，學生必須清楚自己要撰寫之目的，以及所欲凸顯的亮點所在。 

 

表 2-3：單元二作業成果與回饋「學習歷程自我檢核表」 

  

見自己、見天地：實際以檢核表確認當前擁有的項目，現有的材料、不足的部分、尚須努力的項

目，乃至於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更為明確清楚知道自己未來的意向，將有助於下個部分，撰寫

「高中學習歷程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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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學生對於

使用「檢

核表」在

「學習歷

程檔案」

的意見。 

 

【回饋】：從回饋可以看到學生對於自己高中所學，與大學端期待看見的部分，有少部分學生發

現自己表現和大學端產生落差，故可以作為即時輔助學生建構檔案與完備歷程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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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數位反思實踐 

一、工具應用 

提供學生幾項工具，作為製作學習歷程檔案時的輔助。底下以幾種筆者常使用，也覺得不錯的

工具，提供參考。如以作業系統常見有以下三種，其中Canva可以在不同介面中使用，桌機、平板

或手機，都可以迅速加入製作，至於作業系統為iOS者，可使用pages或keynote內建模板進行編輯。 

（一）資料文書 

在形塑歷程檔案的過程中，可透過一些小工具，協助蒐集相關資料，將蒐集到的資料，按照資

料的類型加以分門別類，並且建置在雲端之上，以利進行電子化的過程中，能隨時取用，避免找尋

資料時的忙亂，而致使編輯產生錯亂。Padlet是近筆者在進行資料彙整、線上作業時最常使用的軟

體，所提供的資料類型很多，也通用於手機、平板和電腦三種介面。學生可以運用Padlet進行學習

歷程資料的分類。 

   

    透過文書編輯，將要陳列的資訊，以有目的的方式組織起來，適度地運用文書工具，也是一

種學習歷程的呈現。至於排版部分，除運用既有模板，亦可運用圖表輔助，圖像化更吸睛。 

                    

（二）視覺優化 

    掃描自己課程參與的學習單，或者獎狀等，以製作成電子檔案

匯入到檔案，除了使用拍照功能透過濾鏡調整影像資料，也可以透

過app輔助，如office lens，將影像拍照之後，可以透過將畫面平整

化、除去雜訊等動作，調整掃描後的資料，增進版面的美觀。 

二、學習歷程自述 

  學習歷程自述包含：高中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

習計畫與生涯規劃。可就審查指引資料之提示，按大學校系提供

之學習歷程自述需求，構思在檔案中所要呈現的內容。本次僅操作「高中學習歷程反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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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簡歷 

製作一張個人的三年簡歷，有：個人簡介（興趣、專長）、相關技能（科系相關之證照）、

獲獎紀錄（校內外比賽）、特殊事蹟（多元表現）；呈現方式可採取「列點」、「圖表」方式： 

圖 3-1：個人簡歷及特質 

 

（二）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學習歷程反思」重點在於彰顯學生在課程參與過程中的經歷、發現、學習收穫，以及影

響，寫作時可針對申請之科系，提取學習成績、已被認證的相關課程成果、多元表現、個人特質

部分，加強彰顯個人亮點，以及與科系的連結性（灰底部分為學生要操作的部分）： 

表 3-1：單元三作業「學習歷程自述架構表」 

校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學系書面審查指引 
一、請具體說明求學經過與得失（含高中／職學習歷程反思）。 

二、請具體說明為什麼想要申請養殖系？（因為什麼背景，或事件等） 

三、請說明你未來大學四年學習規劃為何？ 

四、你的生涯規劃與人生期望為何？（論述中可以融入你的人格特質、興

趣或強項，透過對養殖系、養殖產業的認識來連結你對未來的生涯規劃。） 

系所 X 個人特質 

（小標題） 

本系係屬於理論與

實務相互應用的科

系，需要做中學，所

以需要保有對生物

的熱情及實務操作

的積極度，且需要

提取具體事件、成果 撰寫脈絡及內容 

一、動機：說明如何準備。 

二、執行：說明執行步驟、方法、行動。 

三、評估：說明結果與發現。 

（列點＋內容） 



17  

具備觀察力、發現

問題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可透過參加

科學專題來加強這

些 能 力 。（ 來 自

Collego「高中階段

可以準備的學習方

法或方向」） 

耐心與縝密心思的

訓練（小標題） 

小論文 

高二於「自主學習課程

中」撰寫「認識魚菜共

生」，獲得「全國小論文

寫作比賽」特優的殊榮。 

⚫ 由於期末要發表相關研究，我自願擔任小組

的組長，擔任起每天觀察與記錄的工作，為

充實背景，我們首先閱讀了相關資料，從網

站上找尋相關資料，並和老師討論，確認小

論文架構。（說明如何準備） 

⚫ 然而由於相關資料非常龐雜，我們應用了資

料整合以及歸納的能力，兩個人分工合作，

每週進行線上討論，完成資料統整、圖表歸

納，及「魚菜共生類型之影響」的結論。（說

明執行步驟、方法、行動） 

⚫ 在實驗過程中，我們分析出「何謂魚菜共生？

魚菜共生歷史、魚菜共生類型」。就水產養殖

領域而言，保有對生物熱情、觀察與分析，

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我在這份小論文的收穫。

（說明結果與發現） 

系所 X 個人特質二 （提取具體事件、成果） 撰寫脈絡及內容 

一、動機：說明如何準備。 

二、執行：說明執行步驟、方法、行動。 

三、評估：說明結果與發現。 

（列點＋內容） 

系所 X 個人特質三 （提取具體事件、成果） 撰寫脈絡及內容 

一、動機：說明如何準備。 

二、執行：說明執行步驟、方法、行動。 

三、評估：說明結果與發現。 

（列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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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單元三作業成果與回饋 

  

見眾生：透過Collego和書面審查指引，讓學生實際來執行「高中學習歷程反思」，讓學生撰寫以

往覺得較為抽象的「個人特質」，具備更為明晰的自我圖像；而各學系的書面審查指引，除作為

引領學生撰寫反思的思考，提供學生撰寫架構，亦有助於其將個人學習歷程的重點，以列點方式

簡明扼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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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就課堂所介紹的幾種數位工具，瞭

解班級在數位工具使用的狀況。 

【回饋】：針對課堂上所運作之「學習歷程反思」

實作，提供個人想法，大部分同學在寫反思時，

仍然需要多搭建學習的鷹架。 

 

【回饋】：學生普遍對於架構持正向的肯定，並且有感於觀摩他人的作品時，自己能得到撰寫學

習歷程反思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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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讀動機、生涯規劃示例 

就讀動機、生涯規劃依照不同校系，而有不同的背景事件，學生應展現自己對於就讀該校系

的熱情與瞭解。在引導學生寫作的歷程中，筆者以希臘修辭學人格（ethos）、情感（pathos）、邏

輯（logos）作為架構引導學生分別從三方面構思。 

人格（ethos） 

具備何種特質與就

讀科系的發展連

結。 

 

情感（pathos） 

個人學習背景與經

歷，從過程中展現

的能力與自我實現

的追求。 

 

邏輯（logos） 

校系的特點與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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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部分，涉及個人目標追求與校系特色，課堂上提供範例，供學生們觀摩： 

 

見眾生：以「心智圖」方式呈現未來的生涯規劃圖像。 

 

見眾生：以「表格」方式呈現生涯規劃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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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反思與展望 

一、見自己：追本溯源 

  構思教案初始，為使學生更有感於製作的檔案，故而採取

「生涯圖像」探索，使學生對於自己未來的圖像有感，再進行

「九宮格目標達成表」的撰寫。執行難處有二： 

    其一，由於尚未參與大考，加之以學生對自己的未來無定

向，更有甚者直截表明：「吾乃分科戰士是也。」故教案以「模

擬」方式執行，除予以引導亦鼓勵學生嘗試。 

    其二，撰寫目標達成表時，部分學生列點籠統亦未聚焦，須

引導其以具體可實踐之角度撰寫。所幸不少學生因過去檔案「乏

善可陳」，有警惕之心，留心起當前學習表現，思忖彌補方案。 

  右上表為教師之「九宮格目標達成表」，由左上順時針說明教案實施之準備歷程。由左至右順

時針而下，第一步是「計畫」；然後在實施之前，必須建立引導的「簡報」；除了說明之外，尚需要

「範例」和「學習單」，其中範例的部分，除了校內學生作品，網路上亦有資源，然教師在取用時，

須注意版權和隱私的問題；「設備」如電腦，建議是利用電腦教室；最後是教師在實施前中後的「心

理建設」，突發狀況的應變，想像和實際的落差等，課程立意、引導，所有的設計皆於本於學生，

能讓學生見到真實的自己，才是課程根源的所在。 

  這次經驗讓我思考到關於學生未來生涯圖像的探索，是否可以再更早地進行？或者在課程配

置上，能否搭配一些理論的學習，讓學生的探索更為深入？例如在高一或高二班級實施，甚至可以

結合既有的課程，發展為一個學期的課程，更縝密地規劃課程，表單的填寫只是表面的認識，固然

此次教案在高三階段實施，可讓學生更加有感，但是對於一些不太清楚自己意向的同學而言，在探

索完個人生涯之後，要進行檔案彙整時，卻發現沒辦法對應上大學端的需求，感覺是較為沮喪的。

未來課程再實施時，希望是以更大的目標，來建構學生對於學習歷程與個人生涯發展的認知，讓學

生的個人圖像更為豐厚。 

二、見天地：照見真實 

  實行第二單元，為搭建架構與內容，以「自我檢核表」填寫形塑概念，執行時必須拆解步驟，

藉由 Google 表單逐步引導，搭配網站進行解說；而不同校系給予資料繁簡不一，必須預留時間瞭

解學生迷航狀況。其次進展到整個學習歷程架構實作，此處除給予學習歷程架構，如：百字簡述、

摘要作品說明、課程反思，亦須範例提供學生參考，如提供校內學長姐製作國文課程的學習成果作

為範本。執行難處亦有二：其一，部分課程成果、多元表現因已上傳，未能及時修正呈現內容，殊

為可惜；其次，少數學生累積歷程資料不足，無米可炊，僅能引導學生就當前之課程再行製作。當

面對學生赤裸裸的樣態時，其根本來自於對於自己的學習動機的疑惑，各科教師可以怎樣進行引導？

或者在設計課程時，可依據不同狀況，給予相應的引導，比完成一份檔案作業，都還來得重要，畢

竟每個學生有其不同的格局與想法，都應予以尊重。 

  檔案盤點的部分，高三雖然可以更明確知道自己的發展目標，但是要進行補強為時已晚，若再

計畫 簡報 範例 

反思 

引導學生

學習 

撰寫學習

歷程檔案 

學習單 

心理 應變力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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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課程進行第二次的實作，會將課程放置在高二階段，特別是上學期，如果高一是懵懂無知，高二

階段能理解自己的現況與未來目標的距離，以敝校目前的課程計畫安排，還可以在高二階段讓學生

針對自己與大學端產生落差的部分，進行學習反思的補強，例如課程學習成果的反思修正，可以再

針對自己的科系，多強調個人的特質與表現，而不只是被動地讓所有科目老師引導，以學生的需求

部分，提出修正，才能更為契合自己的學系目標。建議老師們參酌自己學校的課程計畫調整，也能

檢視自己當前的課程設計，能否與學生的需求相應，但因為其中牽涉個人不同的興趣動向，固然科

際屬性不同，也應保有屬於自己科目的特色，讓學生擁有彈性的選擇權。 

三、見眾生：因材施教 

  進行學習歷程省思部分，採取個人特質加上學系要求為方向，搭配既有作業成果，請同學就

自己三年的學習歷程，撰寫歷程脈絡，收穫頗豐。其一，往年學生因為不清楚自己的定向，或者

待成績出來之後，方行歷程檔案內容之整理，教師往往收到極雜蕪之作品，往返修正耗時極多，

此次藉由分項引導，可以事前觀察到學生組織檔案時的難點，可說是一大發現；同時，因為切割

為不同部分進行解說和操作，增進學生對於每個環節實作概念的理解，雖然最後並未呈交出完整

的學習歷程檔案，有待未來學生在未來更為確實地實踐。其二，因為實作學生年級為高三，除了

讓學生對於製作學習歷程更為有感，也讓學生更為清楚自己未來尚可精進的部分；因為實施的時

間恰逢模擬考，更有課堂進度在即，故未及針對學生的作業，進行第二度乃至更為細部的修正，

甚至呈現最終的結果。 

  這次教案實施最大的收穫是，在撰寫反思時，提供學生撰寫思考架構是相當有助益的，尤其

這次加上大學書面審查指引，變得更為具體，很多學生反映原先自己在寫各科作業時，老師們都

要求反思，但沒有像這次給予的架構如此清楚，尤其在撰寫特質的時候，敝校大部分學生在參考

大學校系所給予的指引後，可以清楚理解特質為何？並對自己個人特質進行檢視，是否與大學端

的需求吻合，也可以避免學生自己寫自己的，但是並未跟校系對應，呈現雞同鴨講的狀態，故整

體來說是相當不錯的嘗試。又，此次在「高中學習歷程反思」處，僅讓學生練習條列一點特質，

並針對此闡述自己的經驗反思，未來再次實施課程時，可以讓學生提交更為完整的內容，甚至加

入版面編排和影像資料的內容，讓檔案更為細膩；至於「就讀動機」和「生涯規劃」部分，此次

僅在課堂上提點，主要原因在於待高三下學期第一階段審核過後，學生的迫切需求會較為強烈，

此時再補實施，以此次課程作為引導學生的契機，會較能究於真實，讓學生提交出更為切合於需

求的內容。 

  希望未來在實施時，可以針對不同年級，除有不同側重的重點外，亦可再深入，使學生能提

交更為完整的學習歷程樣貌，此番實施除茲為課程實施歷程記錄，更可以作為未來課程設計時，

報告、學習單設計時的參考，使教與學、學與思，乃至於教學與歷程，可以更契理契機。課程實

施之前會有很多想像，但是哪些是「可預期的結果」？哪些是「不切實際的想像」？行為的背後

有很多期待與渴望，過程中的應變，不斷對自己提出疑問，檢驗自我的期待是否具體？甚至評估

修正的項目，以及找出更為務實的方法，來滿足與實現自己對於教案的期待，這也是教師一次教

學的學習歷程檔案，我在建構、整理檔案的成果中，務實地作自己教學的反思，以期能給予其他

同樣具有相同困境或疑惑的老師一點小小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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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評分規準 

向度 A 傑出 

（80-） 

B 優秀 

（70-79） 

C 尚可 

（60-69） 

D 待改善 

（-59） 

生涯圖像探索

＆九宮格目標

達成表 

1. 能 確 實 操 作

Collego，進行個

人生涯探索，並找

到與科系相應之

能力與特質對應

表，完成截圖。 

2.能確實撰寫目

標達成表，每個能

力項目都能對應

到個人目標，並且

具備可實行的具

體作法。 

1.能操作Collego，

進行個人生涯探

索，並找到與科系

相應之能力與特

質對應表，完成截

圖。 

2.能撰寫目標達

成表，部分能力項

目能對應個人目

標，部分具備可實

行的具體作法。 

1.能操作Collego，

進行個人生涯探

索，需在指引下完

成截圖與能力探

索。 

2.能撰寫目標達

成表，能力項目未

能皆對應個人目

標，部分不具備可

實行的具體作法。 

1.未能確實操作

Collego，進行個

人生涯探索、完成

截圖與能力探索。 

2.未能確實撰寫

目標達成表，且不

具備可實行的具

體作法。 

學習歷程檔案

自我檢核表 

1.能從「審查資料

指引」找到科系的

要求，完整彙整資

料至表單，並確實

勾選所需求的部

分。 

2.能確實核對自

己當前所擁有的

檔案材料，針對需

求進行檢核分類。 

1.能從「審查資料

指引」找到科系的

要求，彙整資料至

表單及勾選。 

2.能核對自己當

前所擁有的檔案

材料，針對需求進

行檢核分類。 

1.需在指引下從

「審查資料指引」

找到科系的要求，

資料或表單勾選

不全。 

2.能核對自己當

前所擁有的檔案

材料，未能針對需

求進行檢核分類。 

1.未能執行「審查

資料指引」找到科

系的要求，資料或

表單勾選不全。 

2.未能核對自己

當前所擁有的檔

案材料，未能針對

需求進行檢核分

類。 

學習歷程自述

架構表 

1.能確實檢視個

人特質與校系相

關的部分，並能立

下有趣且能概括

特質之標題。 

2.能確實依照「學

習歷程反思」架構

以列點方式，撰述

自己的學思歷程，

具備動機說明、執

1.能確實檢視個

人特質與校系相

關的部分，並能立

下標題。 

2.能依照「學習歷

程反思」架構，撰

述自己的學思歷

程，具備動機說

明、執行過程分

析，以及個人省思

1.能檢視個人特

質與校系相關的

部分，立下標題。 

2.能依照「學習歷

程反思」架構，撰

述自己的學思歷

程，動機說明、執

行過程分析，以及

個人省思收穫說

明不足。 

1.能檢視個人特

質與校系相關的

部分，標題未確。 

2.未能依照「學習

歷程反思」架構，

撰述自己的學思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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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過程分析，以及

個人省思收穫部

分的說明，文辭練

達。 

收穫部分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