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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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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成果呈現指南 



 自2020年起，持續透過審議會議，廣泛蒐集高中學生、老師、家
長與大學教授對於學習歷程檔案製作及審查的經驗。 

 2021年審議討論「課程學習成果」的呈現，彙整出製作課程學習
成果的「六大指引」，出版《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建議》手冊。 

 2025年再版為《學習歷程-課程學習成果呈現指南》廣發各高中一
年級新生! 

作伙學吉祥物－牛蒡。帶著大家把學檔做得更「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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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課程學習成果呈現指南》目標與特色 

 提供 「如何做課程學習成果」的指引。 
 
 透過圖文示例素養、過程、真實與獨特性的呈現。 

 
 這本工具書提供建議方向而不是模版，同學可以參
考做出展現個人獨特性及素養能力的作品。 
 

 整理學生提交作品的優點，透過具體操作步驟，協
助學生、老師更加瞭解與運用。 

 

一起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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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即將開始! 

首先，帶著大家瞭解8個主要章
節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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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 學習歷程檔案的一般性審查原則 p.6-p.11 

統整數據，說明審查教授重視的三重二不審查原則。 

想瞭解「大學教授對於備審資料看重什麼?」、「大學教授如
何審查檔案資料?」的同學。 

5 

我要上傳什麼? 
大學教授喜歡什麼資料呢? 

來看第1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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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 六大指引與理想作品架構 p.12-p.16 

製作課程學習成果的六大主要指引，以及完整的課程學習成果
需要的五大要素，整理出理想的作品架構。 

適合對於製作課程學習成果還沒有方向的同學，從這章開始理
解基本的製作方向。 

         從這一章先看看基本的 
         製作方向，整理作品的架構       

和重點哦! 

第一次製作課程 
學習成果的我， 
完全沒方向><“ 

來看第2章吧! 



Ch3 怎麼呈現學習過程與素養能力 p.18-p.32 

以學生作品整理出較好的「內容」與「寫法」，提供抽象的學
習過程與素養能力具體呈現的方法。 

想瞭解「不知道什麼是學習過程?」、「學習過程要呈現什
麼?」、「領導能力如何在作品中展現?」等問題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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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第3章吧! 



怎麼呈現呢?? 

8 

來看第4章吧! 

Ch4 作品摘要與脈絡該如何撰寫 p.34-p.45 

說明摘要與脈絡撰寫的原則，續以示例提供參考。 
對於作品的摘要撰寫沒有想法，或是不知道放什麼內容在

脈絡說明中的同學，推薦閱讀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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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5 獨特性與真實性 p.46-p.59 

透過實際作品說明獨特性的呈現做法、提升作品真實性的建議。 

若同學的作品已初具雛形，建議閱讀本章找到進一步提升作品
完成度的方法。 

怎麼在作品中強調 
自己與其他人不同呢? 

本章的作品示例讓同學 
瞭解怎麼把想法、興趣 

呈現出來^ ^ 

來看第5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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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第6章吧! 

Ch6 六大作品類型的呈現建議 p.60-p.101 

將課程學習成果分為六類，並說明不同類型的作品在內容與架
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以及呈現建議。 

適合「不確定課程學習成果是否完整」與「想瞭解特定類型的
課程學習成果如何製作」的同學閱讀。 

實驗紀錄不知道 
怎麼呈現? 

我想知道「學習單」 
怎麼製作比較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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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第7章吧! 

Ch7 課程學習成果常見QA p.102-p.117 

 章節重點：整理審議現場參與者經常提出的問題，回答大家的疑問。 

 推薦對象：希望從常見問答中，先初步瞭解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內容與格式
的同學們，可閱讀本章。 

Q6:百字說明要注意什麼? Q4:心得反思怎麼寫? 
Q3:有建議的格式排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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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第8章吧! 

Ch8 高三準備申請入學的書審資料時應注意什麼? p.118-121 

 章節重點：提供高三學生準備書審資料時的提醒，以及學習歷程自述的呈
現重點。 

 推薦對象：建議高三下的同學在勾選歷程檔案前，可先閱讀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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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 
摘錄Ch1~Ch8章節的重點(標註
頁碼)，讓大家搭配手冊閱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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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 學習歷程檔案的一般性審查原則 

 根據作伙學審議會議的會後問卷調查結果，超過90%的大學教授支持「三重二不」原則。 
 填寫問卷的教授來自33所大學、涵蓋18個學群，近350名教授，可以理解為審查教授對於大學審查的共識性原則。 

90%以上大學教授同意 三重二不原則 

素養 

過程 

真實 

導讀第6至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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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第12至14頁 Ch2 六大指引與理想作品架構 

作品有重點 

整理後再上傳 

展現 

素養能力 

作品 

需要有摘要 

交代 

作品的脈絡 

凸顯 

個人的獨特性 

作品 

需要有真實性 

六大指引：聚焦課程學習成果的呈現方向 

1 2 3 

6 5 4 



六大指引 五大要素 

標題與姓名 

摘要 作品需要有摘要 

脈絡 交代作品的脈絡 

正文 作品有重點，整理後再上傳 

心得反思 凸顯個人的獨特性 

作品需要有真實性 

展現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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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作品架構-與六大指引的關係 導讀第15至16頁 Ch2 



六大指引 對應章節 

1.作品有重點，整理後再上傳 
Ch2-Ch6 皆有涉及作品的整理 
Ch6  六大作品類型的呈現建議 

2.展現素養能力 Ch3-3 素養能力如何呈現 

3.作品需要有摘要 
Ch4-1  摘要 
Ch4-3  摘要作品示例 

4.交代作品的脈絡 
Ch4-2  脈絡 
Ch4-4  作品脈絡示例 

5.凸顯個人的獨特性 
Ch5-1  自己的興趣或在地關懷 
Ch5-2  自己的想法 
Ch5-3  自主延伸學習的內容 

6.作品需要有真實性 
Ch3-1  學習過程的內容包含哪些 
Ch3-2  學習過程可以怎麼寫？ 
Ch5-5 如何呈現作品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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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指引：對應手冊的章節 

同學可以在不
同的章節看到
六大指引的建
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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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第18至25頁 Ch3 怎麼呈現學習過程與素養能力  

學習過程的內容包含哪些?用示例帶領同學瞭解怎麼呈現! 

事前準備 

執行過程 

事後整理 

1 

2 

3 

將課程內容、自
己找的資料，統
整表格加以說明。
(p.24) 



19 

Ch3 怎麼呈現學習過程與素養能力  

前後文連貫 

有邏輯 
1 

導讀第26至32頁 

善用 

「比較」法 
2 

不只是過程 

收穫也很重要 
3 

學習過程怎麼寫? 

先瞭解申請校系 

重視的素養能力 
1 

具體舉例，展示能力             
加強作品與學習過程的連結 2 

 列點集中型  

 融入內文型 
3 

素養能力如何呈現? 



導讀第34至45頁 

摘要 
 重要元素濃縮，讓審查教授迅速
掌握內容。 

 重點呈現出脈絡、動機、研究方
法、內容與成果等。 

Ch4 作品摘要與脈絡該如何撰寫 

脈絡 
說明動機、如何發想作品的問題意識。 
說明是什麼課程的作品，什麼單元或主
題的延伸，與課程的關聯性。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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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 



導讀第46至52頁 Ch5 獨特性與真實性 

21 

如何展現獨特性?用示例帶領同學瞭解怎麼呈現! 

顯示興趣與在地關懷 具體陳述想法 將延伸學習放入作品 
1 2 3 

(p.51) 



Ch5 獨特性與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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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呈現作品真實性? 

區分老師的指引、自己的操作 

區分自己、同學的差別 

附上資料來源 

1 

2 

3 

列出分工細節與
自己負責的部分。
(p.55) 

導讀第53至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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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六大作品類型的呈現建議  導讀第60至101頁 

六大作品類型 

學習單 
(P.60-67) 

課堂活動成果 
(P.67-80) 

實驗紀錄 
(P.80-83) 

1 2 3 

實作作品(P.84-89) 
專題報告(含小論文)  

(P.90-98) 

綜整式學習紀錄 
(P.98-101) 

4 5 6 

6種類型 
都有建議哦! 

接下來摘述 
各類型的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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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導讀第60至67頁 學習單 

24 

學習單要呈現學習過程 

重新整理，附上標題、摘要與脈絡 

「整齊易讀」的心得反思 

多份學習單需要經過綜整 

列出課程名稱，
摘要、說明脈絡。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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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導讀第67至80頁 課堂活動成果 

25 

課堂活動成果 類型 

活動與作業
練習 

閱讀 /  

參訪心得 
生涯探索作業 課堂筆記 素養訓練課程 

課堂活動成果通常是 
老師規劃課程主題， 

要求學生完成指定的作業。 

除了建議之外，也提醒 
常見的問題和改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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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導讀第80至83頁 實驗紀錄 

26 

呈現建議:包括實驗目的、
原理、器材、步驟、數
據、實驗結果與討論。 

常見的問題:缺少實驗數
據、結果與討論。 

補充:解釋實驗結果、回
答研究問題、加上反思。 

呈現完整數據、簡要推論成果!(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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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導讀第84至89頁 實作作品 

27 

有些同學將專題以網頁的
形式呈現。 

呈現建議:仍要符合完整
作品的架構，描述課程脈
絡、作業或專題的製作過
程以及心得反思。 

常見問題:只呈現連結，
過於簡單、沒有重點，建
議加上說明。 

提供網站連結，也補充說明脈絡(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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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導讀第90至98頁 專題報告(含小論文) 

28 

常見問題:容易遺漏作品
與課程的關聯性。 

補充:作品摘要補充課程
簡介，加強說明。 

呈現建議:說明作品
與課程的關聯性、製
作作品的心路歷程、
心得收穫。 

(p.96-97) 



Ch6 導讀第98至101頁 綜整式學習紀錄 

綜整式學習紀錄:將「多主題、
多單元」作品，併在同一份
檔案，可能包含兩種以上的
作品類型。 

常見問題:缺乏不同單元之間
的關聯性。 

補充:在摘要和作品說明講解
作品的主軸，透過完整敘述
將各個單元串起來。 

以總心得反思回應各單元所學，連結不同議題面
向，說明延伸學習如何進行!(p.1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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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第102至117頁 Ch7 課程學習成果常見QA 

學習筆記可以上傳嗎?怎麼寫? 1 

內 

篇 

容 

2 

3 

4 

5 

6 

7 

心得收穫怎麼寫才具體? 

怎麼寫反思心得比較好? 

學習過程與成果的比例該如何拿捏? 

擺放在架構中不同位置的心得反思，
在寫法上有什麼建議? 

上傳作品時填寫的百字說明要注意
什麼? 

如何將高中三年的學習歷程在單份
作品展現出來? 

課堂報告整理成課程學習成果的重
要原則? 1 

格 

篇 

式 

2 

3 

4 

5 

理想的課程學習成果，頁數要有幾
頁? 

照片圖片怎麼放才好? 

有建議的格式排版嗎? 

影片、網站連結教授會看嗎?放
QRCORD適當嗎? 

常見問答12Q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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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第118至121頁 

Ch8 高三準備申請入學的書審資料時應注意什麼? 

3 
2 

1 

 提交書審資料三步驟 

最後在「學習歷程自述」中，綜整說明
高中學習經驗與目標校系的關聯。 

再根據校系重視的能力特質，勾選課程學習
成果與多元表現項目。 

 先充分瞭解目標校系重視的特質與能力。            
             

 在自述中展現學系重視的能力特質 

 書審資料準備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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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即將結束…… 
同學可以概覽目錄、翻閱自己想看的章節。 
老師可以參考規劃課程、輔導學生運用，
讓學生更瞭解製作課程學習成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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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最後 您可能還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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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1：要如何撰寫「反思與心得」呢？ 

 反思心得不只是抒發個人的心得感想，更應藉由說明
「學習收穫」、「遇到的困難與解方」及「對自己的
具體影響與轉變」等大學所看重的基本項目，來撰寫
反思心得。 

 進一步可加入「個人的分析或見解」與「延伸學習或
未來發展」，藉以展現個人的獨特性與所具備的素養
能力。 

 教師可利用制式表格作為引導架構，讓學生尋找出自
我習慣的形式；學生也可製作自我檢核表格。 

導讀第10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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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2：要如何撰寫「百字簡述」呢？ 

 百字心得是要吸引教授想要更了解這份作品，甚至能
夠幫助教授更認識你自己。 

 百字心得可以想像成摘要的更精簡版，由於字數的限
制，建議應先寫出作品的主題或是課程單元，再放上
想讓教授瞭解的重點，例如：探究的發現、自己的想
法或是增進了哪些素養能力等。 

 至於比較細節的，例如：主題的過程、遭遇的困難與
解方、學習收穫的細節等，則可以放在作品的摘要或
心得反思中說明。 

導讀第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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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3：學習的過程與成果的撰寫比例，要如何拿捏呢？ 

 許多同學在製作學習成果時，只展示了最後的結果，
例如：報告、簡報或學習單，卻忘了要呈現完成這些
作品的過程中，遭遇了哪些問題，自己又使用了哪些
方法來解決、克服這些問題，而這個過程可以展現個
人的獨特性與所具備的素養能力。最後的成果就是佐
證資料，兩者皆不可偏廢。 

導讀第104頁 

旅程中的風景也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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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4：除了升學之外，製作課程學習成果還有什麼幫助？ 

 多元能力的提升：同學在製作課程
學習成果的過程中，有效培養多元
能力，包括:資料整理、問題解決、
溝通表達等多方面的能力。 

 這些能力將成為同學未來升學、就
業與生活中的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