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高中職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說明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孫明峯校長 108.6.24



臺北市學生的銜接經驗

國中數位化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高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



學生的疑問

•

•

大學的心聲

•

•

•

關於現行個人申請的幾個疑問

學生的疑問：
• 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準備資料？
• 如何透過備審資料證明我適合就

讀該學系？
• 大學會認真仔細看我的備審資料

嗎？

大學的心聲：
• 如何挑選適合就讀本系的學生？
• 備審資料相似度高，可信度及真

實度如何？
• 書審及面試時間不足以深入瞭解

考生



現行

備審資料
未來

學習歷程

短時間準備備審資料，
壓力大、品質不佳

除了自傳，不知道還
要（能）準備什麼

每學期上傳課程報
告，逐步累積資料

引領學生發掘志趣，
選擇有利成果上傳

★學習歷程並非新發明，而是針對個人申請中使用的備審資料加以改進

備審資料 vs. 學習歷程



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自傳／讀書計畫

修課紀錄

• 修課成績
• 必選修課紀錄
• 修課成績(課程

分數/班排名/類
組或校排名)

• 學習成果
• 實做作品
• 書面報告
• 專題小論文
• 質性評量

多元表現

• 校內
• 幹部
• 社團
• 競賽

• 校外
• 活動
• 志工服務

• 其他
• 語言
• 技能檢定…..等

部定資料庫提供 學生自主上傳 學生自主上傳

學習歷程強調紙筆測驗看不到的表現



自傳
讀書計畫

• 可上傳數個檔案

修課紀錄

• 學生於每學期課
程結束一定期限
內，得上傳至多
３份（需任課教
師認證）。

• 學生於申請入學

時，各學系得採
計至多３份學習
成果。

多元表現

• 學生於申請入學

時，得上傳代表
性資料至多10項
及字數至多800
字、圖片至多3
張之綜整心得1

份。

學習歷程與大學招生



學生端

• 可依據性向選修課程，每學期完成課程報告即是

準備升學備審資料，節省準備時間

• 多元學習歷程被看見，並補充考試成績無法呈現

的成果

大學端

• 透過每學期上傳之修課紀錄及學習成果，真實反

映學習狀況

• 有統一架構，可依校系取向評量

• 可編輯之量化資料可作為後續校務研究之依據

學習歷程的優點



可以列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檢定項目

可以要求至少必須修過某類加深加廣課程與門檻

資料具公信力 ex：資訊類科－APCS

可以與高中課程結合

學習歷程資料的運用與審查



學系希望招收到怎樣的學生？

學生在高中時有甚麼學習歷程？必修？選修課程？

學生在高中時的學習成果？報告？研究？作品？

學生在高中時是否擔任社團幹部或學生幹部？

學生在高中時的競賽表現？

學生的語文表現？

學生對自我認識？

學生的未來學習計畫？

大學如何審查－淺談評量尺規



評分項目

評分等級

特優
(95分以上)

優

(85-94分)

佳

(75-84分)

可

(65-74分)

不佳
(64分以下)

1.歷年成績證明

(30%)-在校成績及 (95±?分)。

等級。

排名前20%者 排名前20%-40%者排名前40%-60%者 排名前60%-80%者 排名80%以後者

(90±?分)。 (80±?分)。 (70±?分)。 (60±?分)。

2.自傳(學生自述 內容非常具體確實，內容具體確實，文 內容完整，文字表 內容結構鬆散，文 內容非常不完整，

)(30%)-自述表達與 文字表達流暢。 字表達流暢。

寫作、組織能力。

達清楚。 字表達不清。 內容表達無邏輯性。

3.研究計畫書(含 內容與計畫架構具 內容與計畫架構具 內容具備完整性， 內容完整性不足， 內容完整性非常不

申請動機)(20%)-計 備完整性、豐富性，備完整性，符合本 符合本系課程規劃。不符合本系課程規 足，完全不符合本

畫內容之完整性， 申請動機明確、符 系課程規劃。
求學動機與本系課 合本系課程規劃。
程規畫之符合程度。

劃。 系課程規劃。

4.其他(20%)-有利 1.社團參與證明
審查相關資料並檢 2.競賽成果證明

附證明。 3.成果作品
4.檢定合格證明
5.其他證明

資料類別取向(例)



評分項目

評分等級

特優

(95分以上)

優

(85-94分)

佳

(75-84分)

可

(65-74分)

不佳

(64分以下)

1.表達與組織能力 能夠進行非常清楚 能夠清楚及有條理 尚能夠清楚及有條 較不能清楚及有條 無法清楚及有條理

(40%)-談吐清晰與流 及有條理的分析， 分析，具備完整的 理分析，具備適當 理分析，邏輯思考 分析，且不具備邏

暢度，機制與反應 具備完整的邏輯思 邏輯思考與表達能 的邏輯思考與表達 與表達能力尚需加 輯思考與流暢的表

程度、思考之完整 考與表達能力，能 力，時間掌握度佳。 能力，能夠掌握時 強，時間掌握度須 達能力，無法掌握

性與邏輯性、社團 有效掌握時間。

或校內外活動參與

能力與表現。

間。 加強。 時間。

2.發展潛能(30%)-學 能完整說明生涯規 能完整說明生涯規 尚能完整說明生涯 較不能完整說明生 無法完整說明生涯

習目標清楚性、未 劃、學習目標與讀 劃、學習目標與讀 規劃、學習目標與 涯規劃、學習目標 規劃、學習目標與

來生涯規畫能力、 書計畫，充分具備 書計畫，具備入學 讀書計畫，學習興 與讀書計畫，學習 讀書計畫，學習興

自我學習與管理能 入學大學基礎知識， 大學基礎知識，學 趣符合系所發展目 興趣部分符合系所 趣不符合系所發展

力，攻讀決心與進 學習興趣完全符合 習興趣相當符合系 標。

取心。 系所發展目標。 所發展目標。

發展目標。 目標。

3.應對進退與態度 音量適中，字詞音 音量適中，字詞音 音量小，字詞音調 音量小，字詞音調 音量太小、字詞音

(30%)-儀態與禮貌程 調清晰有數，目光 調尚清晰，目光隨 尚清晰，目光有時 稍微模糊不清，目 調模糊不清，目光

度、應對進退。 總是與口試委員保 時與口試委員保持 與口試委員保持接 光極少與口試委員 與口試委員完全隔

持接觸，具備相當 接觸，具備良好的 觸，具備適度的談 保持接觸，談吐儀 絕，談吐儀態與用

良好的談吐儀態與 談吐儀態與用字遣 吐儀態與用字遣詞。 態與用字遣詞應有 字遣詞有很大的改

用字遣詞。 詞。 改善空間。 善空間。

能力取向(例)



•統一的評量標準，減少評審間及組間的評分差異，
且有一致共識的給分規範，並節省評分時間。

•在審查評分上，可彰顯評核的審查面向、評分標準、
及程度得分的要求。

•申請考生清楚了解大學端選才的面向及要求的程度。

•在學學生能依此評量標準，準備相關書面資料及口
試。

審查評量尺規的優點



• 指標：高中校排名 / 班排名 / 類組排名

• 高中階段學習穩定度與大學學習表現呈現正相關
學業成績

• 指標：選修課程是否為學系相關領域，是否有真實興趣，

或具備相關能力

• 例：外文系－應選修英語文、第二外國語之選修課程

修課紀錄

• 指標：是否具備研究潛力

• 重質不重量，應擇定最具相關性及最佳之成果為代表作
學習成果

• 指標：人格特質及未來潛力

• 藉由校內校外多元表現，審查學生人格特質及未來潛力，

並將家庭背景及不同資歷之教育背景納入綜合考量。

多元表現

審查之量化與質化指標



配合高中課綱與學

生學習歷程，發展

訂定各系審查評量

尺規

建立招生專業團隊、

培訓審查人員

結合校務研究（IR）

與招生改進做法

大學招生專業化



參採在校成績 參採學習歷程檔案



















大學校系參採方式提前公告



一、【教育部/各⾼中】⾼中學習歷程資料庫建置計畫

落實⾼
中課綱
精神

確保檔
案資料
正確

提升選
才作業
效率

促進⼤
學適性
選才

本部國教署推動建置「⾼級中等學校學⽣學習歷程資料庫」
計畫，收錄⾼中⽣學業與非學業表現歷程檔案，作為選課
輔導諮詢之參考；在學期間分由學校、學⽣、競賽/檢定
辦理機關定程上傳資料，
並經系統檢誤以提⾼學習
歷程檔案公信⼒，學⽣則
得於⾼三升學時⾃主選擇
資料項⽬並匯出審查檔案，
以減輕準備之負擔。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三申請時上傳】

• ⾃傳（可含學習計畫）

• 其他
學⽣

⼤學甄選會
技專甄選會

各⼤專校院

國教署

⾼中學習歷程資料庫

國教署

⾼中校務⾏政系統

• 校外檢定證照
• 校外競賽成果

授權

競賽/檢定主辦機構
學⽣

• 課程學習成果
（經授課教師認證）

• 校外多元表現

（未經主辦機構上傳）

⾼級中等學校

定期上傳

學⽣

• 基本資料
• 修課紀錄
• 校內多元表現

各處室 ⾼級中等學校

定期上傳

國教署

⾼中課程資訊平臺

• ⾼中課程資訊
修課條件
教材⼤綱與進度
評量⽅式

填報

⾼級中等學校授課教師

圖例說明

考⽣⾃主選擇傳
送之項⽬與內容

使⽤國教署「⾼
中校務⾏政系
統」收存/傳送學
習歷程資料

使⽤⾼中校內系
統 (模組)保存/傳
送學習歷程資料

使⽤「⾼中課程
資訊平臺」傳送
課程相關資訊

使⽤甄選會系統
傳送⾃傳與其他

⼆、【教育部/各⾼中】⾼中學習歷程資料庫建置計畫



提升審查資料公信⼒

重質不重量，避免社

經落差造成的影響

真實反映學習狀況

避免急就章
造成學習⼲擾

審查選才更加專業化

現⾏備審資料 學習歷程檔案

各校科系⾃訂繳交
類別，項⽬不統⼀

統⼀分類上傳項⽬
並新增教師認證機制

內容

無 限制參採數⽬
項⽬
數量

學⽣⾃⾏排版
與統整資料

上傳後由資料庫

系統彙整格式

⾼三下申請/甄選 繳交 課程學習成果(各學期/

入學的第⼆階段 年) 其他項⽬(規定時間)時間

無 逐步建置
⼤學

專業化審查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教育部/各⾼中】⾼中學習歷程資料庫建置計畫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三、【教育部/各⼤學】⼤學招⽣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未來育才選才⾯臨變⾰

111學年度《⼤學多元入學⽅案》以「申請入學」為主要管道，
除統⼀入學考試成績外，學⽣在⾼中之修課歷程及多元學習表現
都將成為⼤學選才重要參據。

（⼆）現⾏選才機制必須優化

Ø ⽬前「個⼈申請」⾼中學⽣送審之資料缺乏結構性與系統性，
⼤學審查作業隨近年名額比率漸增已⾯臨品質與效率的壓⼒。

Ø 未來審閱學習歷程檔案的挑戰將更形嚴峻，亟需推動⼤學建立
更系統化的審查機制、友善有效率的審查介⾯，以協助審查者
在有限時間內進⾏⾼品質審查。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 追蹤分析學⽣學習表現
與職涯發展，以反饋精
進⼤學招⽣選才、課程
教學，並促進學⽤合⼀

• 學系招⽣與學校辦學⽬標、
學⽣學習、產業⼈⼒需求、

社會發展期待及國家⼈才
需求緊密連結

• ⼤學朝「多資料參採、
重視學習歷程」⽅式選

才，未來除入學考試成

績外，更重視考⽣在校
之修課歷程及多元表現

• 建置招⽣管道規劃機制與
作業流程、協助學系培訓

選才專業⼈⼒，精進招⽣
規劃並統籌考⽣之資料核
對與審查作業

促進⼤學招
⽣系統化與
效率化

落實⼗⼆年
國教新課綱

落實國家⼈ 促進選才及
培創新政策 育才之結合

三、【教育部/各⼤學】⼤學招⽣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三、【教育部/各⼤學】⼤學招⽣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Ø 審查評量尺規架構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不佳(-59)

⾯向⼀
⾯向⼆

定義及標準

⾯向三

…

綜合評語
(Optional)

1.能⼒取向評量尺規：如語⾔能⼒、學習探索能⼒、合作領導能⼒、溝通互動
能⼒、學系專業取向能⼒等。

2.資料取向評量尺規：如修課表現、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傳與學習計
畫等。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Ø 傳統學系為審查主體的招⽣模式

⼤學甄選會

⼤考中⼼ 統⼀入學考試成績

考⽣

在校成績單（PDF）

多元表現（PDF）

各⼤學

統⼀入學考試成績

招⽣組

核算甄選總成績

校招⽣委員會

確認錄取並
公告榜單

各學系

在校成績單（PDF） 多元表現（PDF）

審查成績

三、【教育部/各⼤學】⼤學招⽣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Ø ⼤學招⽣專業化機制搭配學習歷程的招⽣審查模式

⼤學甄選會

學習歷程
資料庫

⼤考中⼼ 統⼀入學考試成績

校務研究(IR)

資料庫

招⽣專業化機制

各⼤學

統⼀入學考試成績

招⽣組

核算甄選總成績

校招⽣委員會

確認錄取並
公告榜單

各學系

審查成績

評量尺規 + 評分輔助系統

三、【教育部/各⼤學】⼤學招⽣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四、【教育部／暨大】⾼中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評分輔助系統

•協助⼤學校系在有限時間內進⾏⾼品質審查。
•兼顧⾼中課程改⾰與⼤學選才需求，建立更友善且有效率的審查系統介⾯。

系統⽬標

•呈現⾼中辦學特⾊與⼤學校務研究(IR)分析建議。
•針對校系選才關鍵項⽬（評量尺規）設定初步篩選條件、排序清單或評分權重。
•分層分類分項評核學⽣量化/質性資料、綜整評定審查成績。

系統功能

•作為⼤學審查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公版系統，提供全國⼤學彈性運⽤。
•各校可依發展需求另⾏建置進階系統導入更多IR分析資料或銜接校系招⽣評量尺
規。

彈性擴充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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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考量
調整分數

四、【教育部／暨大】⾼中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評分輔助系統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呈現申請考⽣
於各部定選修
課程修讀情形

綜整多元表現
各類項⽬情形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呈現申請考⽣
於各校訂課程
修讀情形

四、【教育部／暨大】⾼中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評分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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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連結供參

四、【教育部／暨大】⾼中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評分輔助系統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四、【教育部／暨大】⾼中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評分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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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部／暨大】⾼中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評分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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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成果

審查多元表現綜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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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於評閱

分階段過渡銜接配套
四、【教育部／暨大】⾼中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評分輔助系統



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跨平臺作業流程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建置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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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格式

• 非學業表現上傳資料欄位說明文件

• 學業表現上傳資料欄位說明文件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

國教署公版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臺北市前導學校團隊 (工作小組會議)



國教署公版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資料庫收錄項目

資料來源：國教署簡報



國教署公版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國教署簡報



國教署公版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填報及上傳流程

資料來源：國教署簡報

目前規劃勾選件數：
課程學習成果*3

多元學習表現*10

大學
校務
研究
系統



國教署公版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學生歷程檔案上傳
國教署資料庫之管道

資料來源：國教署簡報



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跨平臺作業流程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國立、公私立高中職
使用本系統之特色

專家團隊規劃與統籌 結合生涯輔導與諮詢

加入自主學習計畫審查 各項預警機制之設計

• 教育局中教科、資教科指導
• 大直高中、中山女中、中崙高中、

永春高中、建國中學、萬芳高中、
景美女中、內湖高工、士林高商
輔導、學務、教務、圖書館主任
及組長參與

• 配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將學生
自主學習計畫填寫與審核之功能
放入本市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 提供大學申請入學校系分則彙整、
學群介紹、營隊資訊等服務。

• 專業化親師生諮詢服務
• 學習經驗傳承分享

• 學生繳交學習成果之提醒
• 學生勾選學習成果之提醒
• 學生勾選多元表現之提醒
• 教師學習成果未認證提醒
• 教師查看學生學習檔案之提醒

（↑除登入後之系統提示外，另以e-mail通知）



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跨平臺作業流程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校務行政系統同步資料

個人資料

修課資料

出缺勤紀錄

幹部經歷

服務學習資料

心理測驗資料

學生

個人資料

班級資料

教師

校務行政系統



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跨平臺作業流程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學生功能

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多元表現 其他

個人簡歷

出缺勤紀錄

課程諮詢
紀錄

上傳
學習成果

學習成果
認證

勾選
學習成果

幹部經歷

競賽參與

檢定證照

志工服務

自主學習

作品成果

自傳

學習計畫

心理測驗

健康狀況

體適能

小論文

大學端需求

勾選
多元表現

其他表現

臺北市系統特色

申請校系分則

分享歷程檔案



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跨平臺作業流程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學生介面

收集豐富的學習歷程資料，
供未來升學使用

臺北市特有之輔導功能

自臺北市高中職校務行政系統同步資料

儀錶板功能







如何準備學習歷程檔案？

• 學業成績：在校整體表現

• 選修課程：個人性向、興趣與學習表現。

• 幹部經歷：領導與服務表現。

• 課程學習成果：作業或專題成果表現。

• 多元學習表現：校內外競賽、活動與服務學習、自主學習。

• 每學期紀錄、認證與上傳，申請階段勾選最後作品。



參考資料與資源

https://12basic.tp.edu.tw/
http://www.jbcr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