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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07 發行 

＊生涯規劃文章 

寫一份受大學青睞的學習歷程檔案！教授：掌握３不５要                                                                                 
取自:Cheers雜誌 作者: 吳佩旻 

近期讓高中生和家長感到頭痛的關鍵字，當屬「學習歷程檔案」莫屬了，究竟大學如何審查這份資料？ 
《Cheers》採訪有多年適性選才專業經驗的大學教授，帶你一次搞懂準備學習歷程檔案的 5 個重點。 

108 年度課綱上路，為了讓大學有機會看見學生在高中三年的學習軌跡，確保收到最適合就讀該科系的

學生，現行高二生從入學開始就要填寫學生學習歷程檔案。111年度開始，各大學校系在個人申請階段，採

計學習歷程檔案將占總分的 50％，以達到多元選才的教改目標。 

然而，學習歷程實際上路後，卻發生不少亂象，不但坊間湧現訴求幫助高中生製作精美的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的補習班，今年以來，許多演講更出現爆滿的情況，為了能上傳學習歷程檔案，演講結束後，常見高中

生們蜂擁而至、搶著跟講師拍照。 

當高中生如此焦急地準備學習歷程檔案，大學究竟如何看這份資料？《Cheers》雜誌為此採訪全台大學

生數最多（約 3萬人）的台灣大學，以及擁有多元入學招生豐富經驗的清華大學，說明大學如何審查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並告訴高中生們，一份獲認可的學習歷程檔案，該具備哪些元素？ 

大學看重歷程收穫，而非學習檔案 
哪些活動是即使不能當作學習歷程的資料，卻依舊覺得很值得參加的，那就是自己真正的所愛 

「其實一張照片，並不能代表什麼！」針對高中生搶著與講師拍照的情景，台大副教務長詹魁

元肯定地說。他解釋，台大審查學習歷程檔案時，不是看重學生「有什麼檔案」，而是聚焦在「有哪

些收穫」，因此，跟講師的合照，只能說明學生有參加活動，卻看不出來從這場演講中有什麼學習反

思。同樣的道理可以套用在任何校外活動上，他進一步說：「即使有國際志工經歷，但說不出實際學

到什麼，台大也不會加分。」 

「台大的老師不會以學生參加的活動本身來決定加不加分，而是憑學生有沒有轉化成他的學習

反思，來做評分」他奉勸高中生們，別再積點式的參加活動，假如不清楚方向，可以想想看， 

修課紀錄加深動機，興趣轉折交代清楚 
他也鼓勵高中生，平時應花更多時間在探究實作等課程上，因為大學從這些課程修習軌跡，更

能看出學生的興趣所在。另一方面，這些課程鼓勵每個學生端出自己的學習成果，不但更能看出學

生的特殊性，而且又是必修課，每位學生都能修到課，也顯得比較公平。 

既然大學想看到學生的自我探索路徑，那麼，如果學生在大量修完特定領域的課程後，才發現

興趣有了轉變，該怎麼辦？對此，詹魁元笑著說：「我們一點都不會在乎這件事，只要學生能說明心

路歷程的轉折就可以了。」 

他舉例，假如學生一路上修的都是與經濟相關的課程，到高三才發現其實喜歡電機，當他帶著

這些資料來申請台大電機系時，教授並不會因此就不錄取，因為不同領域間都有共同性：「不管是念

經濟系，還是電機系，數學都要夠好。」他也強調，學生只要能清楚陳述自身經驗、交代興趣轉移

的過程，教授反而會感到有趣，也更明確知道學生的申請動機。 

另外，針對坊間大量開課指導高中生寫學習歷程，詹魁元表示：「大學教授想看的是有特色的資

料，絕不要跟別人一樣。」他也強調，絕不要找人代寫學習歷程反思，因為大學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多年，一秒就能辨別這些資料是否出自 17、18歲的高中生之手，若教授發現學生不是自己寫，也會

認為學生不負責任。 

學習反思切忌流水帳，可以隱惡揚善，但一定要如實撰寫 
他呼籲學生在撰寫「學習歷程反思」時，絕不能有錯字，更切忌流水帳式的寫法。學生只要掌

握寫作的基本概念，講完大方向再刻畫細節即可，不必強調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 

另外，一定要寫到修課重點，還有從中獲得的啟發。比如：「我因為對社會領域感興趣而修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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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課，在這門社會課上，與同學探討經濟文化的議題後，才發現原來社會與經濟大有關聯。這讓我

產生強烈的好奇，決定投入研究社會經濟領域。」這樣的寫法能讓教授看見自己的學習反思能力。 

另外還有個大忌，是絕對不能「唬爛」，就算學習歷程檔案寫得很豐富，但口試時，一旦教授發

現「圖文不符」，就很難補救了。尤其台大教授的人脈很廣，要驗證學生的資料是否造假並不難，學

生若撒謊被識破，反而更無法彌補。因此他建議學生， 

要是有些學生花了高中三年，仍找不到方向，該怎麼辦？ 
詹魁元坦言，要在高中就立定人生志向確實不容易，所以大學審查學習歷程檔案，要看的是學

生的探索軌跡，而不是結果。他強調：「不必急著在高中就把生涯探索這件事做完，只要對自己可以

交代，因此更清楚未來的方向就可以了。」 

至於許多高中生會請教師寫推薦函，對大學教授來說有加分嗎？ 

詹魁元坦言：「教授會打開推薦信來看，但不會加分太多。」原因在於很多學校教師都會幫學生

寫推薦信，有的甚至全班都可以拿到教師的推薦信。因此，他認為附上推薦信並沒有太大的加分效

果，除非這封信可以佐證自己的重要事蹟。比如，當學生說明自己參加科展的作品很優秀，預料會

拿第一名卻落榜時，如果有教師在推薦信上佐證這件事，那麼推薦信就能起作用、幫學生加到分。 

展現成長心態，參與活動忌蜻蜓點水 
清大教務長焦傳金也表示，對學習歷程檔案，大學看重的是「學習歷程」，而不是「檔案」。他

解釋，亮麗的檔案雖然可以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但卻沒辦法讓教授看見自己的個人特質。因此，

他強調，沒必要為了學習歷程去補習，「因為個人特質是補習補不來的，所以學生不必擔心沒補習會

差人一截。」。而清大全校有 6成學生都透過個人申請管道入學，教授有豐富的資料審查經驗，「針

對學習歷程檔案的真偽，馬上能看出操作的痕跡。」 

他進一步表示，清大各系期望招收的學生，要有「成長型心態（growth mindset）」，包括樂於

接受挑戰、不害怕犯錯等，當學生能在學習歷程中展現出這類特質，就有機會受到教授的青睞。 

另外，他也提醒高中生，別再蜻蜓點水、單點式的參加活動，每個活動都要持續參加至少半

年，才有機會加分。撰寫學習反思時，比起洋洋灑灑地列出 5場活動，心得與收穫卻只是輕描淡

寫，還不如針對 1～2件長期投入的活動，撰寫深度的學習收穫。例如，學生擔任社團幹部，就可撰

寫如何排除萬難、辦好一場大型活動的經驗，讓教授看出自己的領導特質。 

焦傳金也說，不少學生因為不曉得怎麼寫自傳跟讀書計畫，導致寫法千篇一律、缺乏特色。 

「像是讀書計畫，幾乎都是上大學之前會加強英文，大二開始規劃出國交換、大三準備考研究

所。」大學教授在審查時，少則需看數十份、多則幾百份的申請資料，如果沒特色，就不會被看

見，因此切忌罐頭式的自傳跟讀書計畫，一定要客製化。 

他進一步說，清大目前已公布引導式自傳的撰寫方向，問題包括： 

1. 對你而言，什麼是有意義的？為什麼？ 

2. 你最專長的能力是甚麼？如何培養及發展這項能力？ 

3.請分享一個你曾正面影響他人、解決衝突或對團體有貢獻的活動或經驗。 

至於讀書計畫的撰寫方向，學生應思考並回答：「若你進入清華就讀，想更深入瞭解大學裡的專

業知識或進行跨領域學習時，如何尋找校內外資源並完成目標？」焦傳金強調，這兩個項目都有字

數限制，學生不需要寫長篇大論，也不需要華麗文藻或包裝排版，只能要將自己的想法說明清楚即

可。建議可多列舉一些自己逆境向上的實際經驗。 

累積學習歷程關鍵：做自己、認真探索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婉琪也建議，高中生準備學習歷程檔案時，應集中心力

在真正感興趣的事物上，如果只是流於表面功夫，不但口試時容易破功，跟認真進行自我探索的學生，放在

一起比較時，也會馬上看出落差。最後，她勉勵高中生：「做自己、態度認真，就是因應學習歷程檔案最好的

方式，同時也是面對未來人生要有的心態。」 

準備學生學習歷程的 5 重點： 
1.親自撰寫並誠實記錄           2.內容客製化、強調與眾不同處 

3.推薦信要能佐證個人能力       4.讀書計畫要結合跨域學習     5.每件成果都有心得感受 

應避免的 3 個大忌： 
1.找人代寫或資料造假 2.流水帳方式撰寫學習歷程反思 3參與活動蜻蜓點水、缺乏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