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9/22 發行 

※近期重要訊息  

1.【學生綜合資料第二輪上網填寫】：請尚未填寫的同學盡快至系統補填，第二輪開放時間到

9/24(日)23:59 前。路徑：進入本校網頁➜校園資源➜校務系統➜ischool 新校務系統➜選 

G+登入，填寫學生綜合資料。 

2.【高三特殊選才招生】：各校特殊選才簡章近期開始公布(如清大、臺師、中央等)，請有意申

請的高三同學詳見各大學招生網頁，或至「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右側「特殊選才招生訊

息」參閱(https://nsdua.moe.edu.tw/#/)。 

3.【線上講座】：104 人力銀行辦理講座，主題：【104 學習歷程 教戰講座】時間地點：

10/22(日)20:00~21:30 @線上 Teams❤免費報名：https://tw104.pse.is/599xzc 
 
 

\\【愛情自我探索團體】熱烈招募中//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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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輔導文章 

600+面試官調查 近 9成看重學習歷程自述 
作者：2022/09/22 親子天下 潘乃欣 

首屆接受完整 108 課綱的高中畢業生，今年將邁入大學。《親子天下》獨家調查 600 多

名大學入學招生委員，談新課綱生和以往哪裡不同？學習歷程檔案中哪一項最重要？ 

    為預備未來人才，牽動培育「國家未來主人翁」的課程綱要，十年一改。多年來台灣歷

經多次教育改革，三年前，帶著理想推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後俗稱一○八課綱），和

先前多次教改命運雷同，在台灣民主社會中，面臨許多挑戰和質疑的聲浪。 

    「多元表現證明至多傳十件，會不會淪軍備競賽？」「若升上高三轉班群、換志向，高
一上傳的檔案是否瞬間變廢紙？」一○八課綱與牽動升學的「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上路至今
三年，各界擔憂、批評聲浪不斷，也是受關注和討論的焦點。 

    課綱上路三年，一○八課綱首屆高中生，終於帶著他們的心血走到最後一哩路：大學選
才面試官眼前。首度必採計學習歷程檔案的一一一學年申請入學甫落幕，看在大學老師眼
中，它雖不完美，卻真切記錄了高中生成長和進步的軌跡，以及一○八課綱高中教學現場的
變化。 

    《親子天下》今年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三十日，執行「一○八課綱首屆大學選才調查」，
針對全台灣一五○八個大學校系（不含科技大學）發送網路問卷，邀請各系 111 學年申請入
學招生委員填答，最後共回收六○九份參與書審或面試的招生委員有效問卷。 

以下提出重要的調查發現，以及未來值得探討、省思之處。 

發現 1逾四成教師花不到十分鐘看一份書審 
    一○八課綱高中生和舊課綱最大的不同是，高中三年需製作學習歷程檔案，並在限定時
間內循序登錄，且通過高中教師認證，上傳至全國資料庫；到了高三申請入學階段，再從中
勾選指定件數，匯入大學端提供審查。 

    當調查問到，在審查書面資料上「和過去學生自製 PDF 檔相較，您認為新的學習歷程
檔案制度，是否有助選才？」超過半數填答者肯定，主因是學檔提供數值化資料。 



 

    不過，大學教師審閱資料的時間與品質，值得關注。花不到十分鐘
看一份書審資料的比率達四三％。（右圖）「招生委員收到書審資料
後，三天要看完二二○份，才有辦法在後續面試時，逐一對學生提
問。」成功大學教務研究專案辦公室主任、資訊工程系教授蔡孟勳點
出該系審查實況。 

    「若學習歷程檔案真如教育部宣稱的那麼重要，為何不給老師充
足的時間審查？」一名填答問卷的教師感慨，學生不知花多少心血，準備
了超過十幾份的學習反思，但老師只能花不到三分鐘就翻完，「一想到這，就替學生的付出
感到不值。」 

    科技讓審查更便利，但如何判斷書審資料是否找人代寫，仍令大學教師頭痛。根據調查
結果，不到六成填答者有把握能判斷書審資料是由高中生親撰或找人代寫。「所以大學端才
需要辦理面試！」曾多次擔任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面試官的台大副教務長詹魁元分享，當他
在書審資料讀到有疑慮的內容，會加以標註，並透過面試求證，以此綜合判斷一份資料真
偽。 

發現 2展現素養和動機，勝過秀營隊、獎狀 
    在審查時間有限的情況下，高中生該呈現哪些
「亮點」，用最簡潔有效的方式說出自身特色，是全
國高中師生、家長最關注的焦點。 

    問卷問到，申請入學書審資料具備哪些條件，能
讓大學教師給予高分？複選的結果顯示，近五成認為
「書審資料主題符合任教科系專業」最獲青睞，其次
是「呈現高中學到的素養能力」及「呈現強烈的入學
動機」。（右圖） 

    學習歷程檔案上路以來，坊間盛傳要參加各種課
外活動、營隊才有利。這題選項中，占比最低的項目
是：參與豐富的課外活動。「終於破除迷思了！」桃
園市南崁高中歷史教師張瓊方一看到調查結果，第一
時間就說出這句評價。 

 111 學年大學考招新制隨一○八課綱上路，書審資
料種類包括「課程學習成果」、「學習歷程自述」等
項目。《親子天下》調查發現，近九成大學教師認為
「學習歷程自述」非常重要或很重要，占比遠高於其
他書審資料項目。（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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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項目，要求高中生綜整高中三年學習心得，並描述申請某科系的動機和未來計畫。 

發現 3大學端肯定新課綱生更有自主學習力 
    大學端招生、審查方式已與往年不同，那大學
教師們眼中的高中教學現場和學生，又在一○八課
綱下，產生哪些質變與量變？ 

    一○八課綱高中新增每週兩到三小時的「彈性
學習」時間，並鼓勵學生執行自主學習計畫。《親
子天下》調查顯示，和歷屆學生相比，三五％大學
教師認為新課綱生更有自主學習能力；另有二六％
認為新課綱生更能表達自身觀點。（右圖） 

    教育部長潘文忠分享，他曾與大學教師與談，
發現許多大學教師評閱今年書審資料過程中，讀到的不再是千篇一律、大同小異的文件，當
中不乏有呈現個人特色、差異化的作品，「給分也因此拉開了。」他說。 

    「一○八課綱削弱或強化城鄉差距？」也是三年來各界關注的議題。在本次調查問卷開
放題中，有多名大學教師表達不同角度的觀察。一名填答問卷的大學教師樂觀表示，一○八
課綱帶來的正向改變不分城鄉，且打破傳統明星、偏遠高中的藩籬，「許多過往沒聽過的學
校學生，在資料中描述自己從很小的題目，腳踏實地走過科學驗證的旅程，比明星高中更精
采。」 

    但也有大學教師看見更深的城鄉差異。一名填答問卷的教師描述，她所審查的資料中，
最多有二八○頁，最少的則是一個南部鄉下孩子、新住民第二代，整份資料只有二十九頁，
「我可以明顯看出城鄉差距，深深為此制度感到難過。」她寫道。 

    台北市中正高中資訊教師賴和隆則認為，城鄉師資、能開出的選修課堂數本來就有別，
大學端審核學習歷程檔案時，應把各高中差異納入考量。 

    課綱十年一改，一○八課綱至少還會實施七年，如何促進高中端、大學端相互交流、認
識，同時優化大學招生，創造育才與選才雙贏，值得學校、政府與社會一同努力。 

 
 
 
 
 
資料來源摘自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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