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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檢測

Ｑ1：哪些課程不會有課程學習成果？
校訂
必修

加深加廣
選修

補強性
選修

部定
必修

多元
選修

團體活動
彈性學習

Ｑ2：幹部經歷是放在？幹部經驗呢？

Ｑ3：修課紀錄能呈現哪些訊息？
成績、學分數、科目屬性、加深加廣的領域別、開課學年學期、

校內分數分佈圖、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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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學校課程計畫平臺，提供教學⼤綱

分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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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

各校系依其專業需求
看重不同的基本學科能⼒

111學年參採「修課紀錄」之統計-108年11⽉29⽇定案



Q：除了成績外，學⽣如何進
⼀步說明⾃⼰的特⾊ ?

Why you?

以⼤學教授的觀點 ?



Q: 如何證明你學到了什麼?

Q: 我們為什麼要錄取你?

Q: 你所說的興趣是真的嗎?

以⼤學教授的觀點 ?



貳、學習歷程檔案的種類

壹、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

參、課程學習成果的呈現

肆、課程教學與學習成果



1 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



Ｑ：學習歷程是108課綱特有的？

1.0

2.0

不，過去就有備審資料。

但過去何時準備？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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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歷程性：課程中逐漸累積所得。

ü 統整性：資料整理⽅式，展現學習

特⾊。

ü ⼯具性：運⽤資訊科技進⾏蒐集、

統計、整理與呈現。

課程學習成果的意義



2 學習歷程檔案的種類



學習歷程檔案蒐集的資料項⽬

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生學籍資料
(含幹部紀錄)

修習科目學分數和學業
成績、課程諮詢紀錄

修習科目(具學分數)
作業作品或書面報告

彈性學習時間、團體
活動時間及其他表現

學校負責登錄 學生自己上傳 學生自己上傳學校負責登錄



學⽣學習歷程檔案蒐集⽅式

提交

上傳

由學校在規定
的時間內提交

勾選課程學習成果
(經任課教師認證)

多元表現
學校在提交前會請同學
勾選要提交的檔案

【註】學習歷程學校平臺可能形式：
n校務⾏政系統+校內學⽣學習

歷程紀錄模組
n直接整合於校務⾏政系統

基本資料

登錄

修課記錄

1

2

3

4

每學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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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然科-必修；社會科-選修。

ü 所有學⽣都得要修習「⾃然」

科的探究與實作。

ü 「實作」不等於過去的「實

驗」；「探究」著重培養發

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

探究與實作：⾃然科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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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學領域：必修，四學分，⾼⼀或⾼⼆
1. 融入⾃然領域七項跨科概念(物質與能量、構造與功

能、系統與尺度、改變與穩定、交互作⽤、科學與

⽣活、資源與永續性)。

2. 探究的四階段

發現問題、規劃與研究、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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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選修，三科各2學分。

Q：有多少科系參採
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成果？



？ 上⾯的說法是對的嗎？



台⼤經濟系？

？

不是只有加深加
廣中的「探究與
實作」
因為社會領域的
部定必修課程中
已經包含「探究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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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部定必修歷史的探究活動

3次/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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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部定必修地理的探究活動
每個⼩主題之後都有⼀個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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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選修的地理探究與實作
更深入的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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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表

現



3 課程學習成果的呈現



課程學習成果的形式

考試卷

習作講義

統整一學期
的學習成果

有特色的作
業或報告

報告投
影片

圖片、照
片、影片學習單

？⾼中跟⼤學對於課程學習成果想像的差異

科學探究
歷程筆記

能展現學習特⾊的課程學習成果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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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學習內容 實作學習內容

◎規劃與研究

根據提出的問題，擬定
研究計畫和進度。辨明
影響結果的變因，選擇
或設計適當的⼯具或儀
器觀測，以獲得有效的
資料數據，或根據預期
⽬標並經由測試結果檢
視最佳化條件。

尋找變因或條
件

ü判定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影響因
素，並分析因素間的關係。

ü合理的預測探究的可能結果。

擬定研究計畫
ü依據所提出的問題，計劃適當

的⽅法、材料、設備與流程。
ü應⽤或組裝合適的器材與儀器。

收集資料數據

ü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器材設備。
ü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並詳實記

錄。
ü有系統性的收集定性或定量的

資料數據或檢視最佳化條件。

學習表現：探究能⼒-問題解決(p)中的

分析與發現(a)：pa-Vc-1 能合理運⽤思考智能、製作圖表、使
⽤資訊及數學等⽅法，有效整理資訊或數據。

計劃與執⾏(e)：pe-Vc-1 能辨明多個⾃變項或應變項並計劃適
當次數的測試、合理地預測活動的可能結果和可能失敗的原因。



Ø 收錄項目規劃內容

Ｑ2. 哪種作品才算是課程學習成果？

Q：如果你是⼤學端的審查委員？

Ｑ3. 怎麼確認是「學⽣」的學習成果？

Ｑ1. 學習成果是否來⾃學校課程？A1:課程代碼與
課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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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請問此課程內容可以有什麼形式的學習成果？

第五週 野外實察
透過野外實地觀察：
1. 觀察灣岬地形，並探討其成因。
2. 觀察⼈⼯建物對於海岸地形的影響

第六週 ⽔波槽基本操作 觀測造波器頻率與⽔深對⽔波產⽣的影響，包含波⻑、頻率/週期等。

第七週
海浪與陸地的交
互作⽤ / ⽔波槽
實作規劃

觀察並討論以下問題：
1.影響⽔波折射的因素有哪些? 如何影響? 
2.影響⽔波繞射的因素有哪些? 如何影響? 
3.⽔流的⽅向在島嶼周圍彎曲，你認為是⽔波的哪⼀種⾏為的表現？並以
CER模式呈現觀點。
4設計上述第3點的實驗。

第八週 實驗探究/⽔波
槽

1.操作上週規劃的實驗，操弄變因：
(1)⽔的深淺、(2)波源振動頻率、(3)振幅、(4)障礙物的⼤⼩、(5)障礙物缺
⼝的寬度…等。
2.各組統整數據後做出結論，檢視與最初假設的適切性。

第九週
論證、表達與分
享/ 海浪與陸地
的交互作⽤

1.各組呈現實驗過程的錄影，講解實驗假設、實驗設計與實驗步驟。
2.呈現實驗結論的論證依據。
3.透過上台發表、分享以及同儕之間的提問，了解探究過程是否正確，並

思考如何改善實驗設計。



30

1. 實驗結果的簡報檔
2. 小論文

3. 專題報告
3. 野外實察報告

4. 水波槽實驗影片
5. 3D列印的消坡塊

6. 解說海報
都可以算是課程學習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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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不管什麼形式的課程學習成果，內容要包含？

1. 主題
2. 作者（若是小組：分工比例與負責事項）
3. 主題說明（目的與概要）
4. 心得或省思
5. 步驟 （動態的成果，建議含步驟分析說明）
6. 結果（含討論）
7. 未來展望（或影響）

說明學習情境與
展現個⼈學習特⾊



4 課程教學與學習成果



⼩組合作的課程學習成果，可以如何呈現個⼈貢獻度？

難題：



報告名稱：地球能量收⽀

14XX  第X組
全體組員座號 姓名 分⼯事項與貢獻比例(%)

內容請勿超過6⾴
（不含封⾯⾴與參考資料）

檔名請設為:14XX第X組-stellarium.ppt



更難題：老師需轉變對教學成果呈現的看法

1. 關鍵在於抱持著新的教學思維來進⾏課程設計
不能像過去⼀樣，把課本與補充知識交代完了，然後
考試，就期待學⽣會產⽣對應的「能⼒」。

2. 思考整學期課程設計時，必須要考量到學⽣
的學習，也就是希望學⽣不僅是學到什麼知
識，還會產⽣什麼樣的能⼒，才是教學⽬標。



老師⾓⾊⼀：課程規劃須考慮課程學習成果

展現的
不只是知識，還有能⼒
不只是結果，還有過程



ü 分析、組織和

呈現結果

ü 分享、溝通與

表達反思

老師⾓⾊⼆：協助課程學習的收斂



探究與實作課程的歷程性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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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筆記本（康乃爾筆記法變形）

Credit：⽵東⾼中韓中梅老師



科學筆記本

不只是上課筆記，

更可作為學習成果的

歷程佐證資料。



吸管笛：學到了什麼？有什麼反思？
實際步驟 內容說明

現象觀察

尋找變因

確認問題、提出假設

尋找器材、量測⼯具

實驗操作

改善器材與步驟

數據分析、討論

結果之解釋與推論

討論與發現問題

⾃我評價省思 -



Ｑ：課程學習成果能有幾個？

階段性與總結性之區別

ü 階段性：單⼀主題性報告、作品，⼩⽽美

ü 總結性：學期性的課程報告，結構完整。「繳

交紀錄與評分」亦可作為歷程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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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傳聲筒實驗
作者：1507     01王宥姍、12謝欣惠、16朱致遠

17吳振宇、19汪煒杰、22侯鈞元

階段性的課程學習成果-以「研究⽅法」為例-1



44

階段性的課程學習成果-以「研究⽅法」為例-4

總討論-誤差來源

1.    背景噪音與原始音量相差過小→相對誤差變大

2.    背景噪音質沒有每個實驗分別測量

3.    人為操作誤差

個別討論-假設二

1.杯身長效果較佳

       推測： 長杯身反射聲波，使所收到的音較大聲

2.   討論：傳送後的聲音比原始音量大聲

       推測：背景音量干擾

                  長杯身確實有較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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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的課程學習成果-以「研究⽅法」為例-5

心得

不同於其他科目，這是一門重視思考與實際操作的
課。老師透過傳聲筒實驗延伸，讓我們自己規劃實驗，
探討不同變因對傳聲效果的影響。除了學習規劃好的
實驗以外，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優化材料，使結果更加
精確。課本所教的公式，絕大多數都是理想狀態下才能
應用，在真實生活中，還有許多因素要考慮，這些都是
我值得學習的。

在探究過程與報告製作上
學⽣還展現了使⽤資訊科技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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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的課程學習成果-以「多元選修」為例

「辨識問題的能⼒」

「⾯對問題的勇氣」

「解決問題的步驟」



主題一  紙筒傳聲實驗 

   1.科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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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的課程學習成果-以「多元選修」為例
   2.照片 

 

 

 

 

 

 

 

 

 

我正在把網球罐穿洞 

 

 

 

 

 

 

 

 

 

我和組員正在把線組裝到傳聲筒上 



課堂筆記

學⽣的上課筆記
對於

其課程學習成果
有何意義？

Ｑ3. 怎麼確認是「學⽣」的學習成果？



多元選修-波動與震動的測量
1516-02方巧昕

請問：課程學習成果有負⾯⽰例嗎？

老師⾓⾊三：對課程學習成果的檢視



請問：課程學習成果有反⾯的⽰例嗎？

多元選修-波動與震動的測量
1516-02方巧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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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這份作品的問題在哪裡？

缺乏對
脈絡歷程
學習⼼得
的描述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SA授權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oto_Emoji_Oreo_1f632.sv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Ｑ：學校的整體課程規劃、

教師的課程/教學設計、

學⽣的學習歷程檔案，

三者間可以建立什麼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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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需轉變對教學成果呈現的看法

1. 關鍵在於抱持著新的教學思維來進⾏課程設計
不能像過去⼀樣，把課本與補充知識交代完了，然後
考試，就期待學⽣會產⽣對應的「能⼒」。

2. 整學期的課程設計，必須考量學⽣學習的⽬
標，也就是希望學⽣不僅是學到什麼知識，還
會產⽣什麼樣的能⼒，才是教學⽬標。



學校需轉變對教學與學習的看法

1. 整體課程安排不能沿⽤「考科最⼤化」概念
過去所有時間儘可能都安排給考科，包含選修課程，
現在必須考量到「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

2. 藉由對學習歷程檔案的後設分析，協助學科/
跨科教師社群找出可再精進調整的⽅向，以減
輕教師與學⽣的壓⼒。



Ｑ：
學校要有什麼推動課程學

習成果的策略？



Ｑ：
老師要如何設計可以展現
課程學習成果的作業？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