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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下數學相關學習歷程 
製作概念和指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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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是甚麼? 
108新課綱實施的學習歷程和之前的備審資料有甚麼不同? 



學習歷程黃金圈 



以學習歷程說自己的故事 

WHY(動機/目的) 



WHY 

推動學習歷程檔案可以視為鼓勵「自導自演的學習」。學生首先要

瞭解全年或學期將要達到的結果，然後收集整個學期的學習證據，

以完成最終的檔案。學生選擇在特定領域最能證明學生能力的任務
表現，也將被用來評估學生是否具有學習所必需的後設認知能力。
自我評估將成為學習的習慣，因為學生經常選擇或重新評估他們的哪

些作業任務是他們技能的最佳證明，且努力在未來的作業任務中創
造更好的證據。 
#引用自藍偉瑩執行長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C%95%E7%94%A8%E8%87%AA%E8%97%8D%E5%81%89%E7%91%A9%E5%9F%B7%E8%A1%8C%E9%95%B7?__eep__=6&__cft__%5B0%5D=AZV2WJ-kKPNbdKUxnlUJeMasXyMLR5AmB7fOIy7scBnAzjzfKiAOdSj6MHPvjg33cy94XWAivKRTcZSwimQOKRYxf8jjWF-UomD1f1QhtlniaBBN2rhnAnwjScuwd-nLO_8&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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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國教署-學習歷程檔案109學年度高中學校說明版(109.08) 



以學習歷程說自己的故事 

HOW(方法/步驟) 



HOW 

取自高教司-周弘偉專委簡報) 



HOW 

已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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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取自國教署-學習歷程檔案109學年度高中學校說明版(109.08) 



先來說一下 
學習歷程名冊提交是多困難的事? 



學習歷程名冊提交是多困難的事? 

感謝臺南一中郭復齊組長提供 



HOW 針對書審資料與學習歷程檔案，撰寫的方法是一致的。 

 (1) 以事實例證說明學習成果。 

 (2) 可以文、圖來描述對自己的觀察，包含興趣、能力、研究方向。 

 (3) 各式成績單的呈現，要輔以內容說明，包含準備過程、完成度、後續規劃與行動。 

 (4) 國中（含）以前的內容，至多半張A4即可。（以高中內容為重） 

 (5) 讀書計畫要有檢核指標，而非許願式書寫。 

 (6) 主標題文字大小16pt、副標題14pt、內文12pt、圖像與表格說明10pt。 

 (7) 圖像、表格一定要編碼，編碼後整齊排放即可，沒有一定要放在文字旁邊。 
 (8) 頁數多時請加目錄、頁碼。 
 (9) 找一本科學型雜誌來比對圖文版編，花俏一律不需要。 

 (10) 書審資料與學習歷程檔案請以版面直式、文字橫式撰寫。不是做簡報，請勿版面橫式。 



HOW 

幾個不同的思維工具： 
 golden cycle 
 double diamond of design thinking 
 ORID 
 mind map 
 infographic 

老師對於學生的學習歷程成果需要多發些時間

做課程設計才能引導學生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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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歷程說自己的故事 

WHAT(成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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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學習歷程檔案有很多理想，BUT!!仍要經過審查階段。透過不同的評量尺規，同一份

學習歷程檔案可能拿到不同的分數，這個分數，只要不是滿分，就有讓作品被學生自己重新審
視的機會。 
 

(這個現實層面實在很讓人討厭，學習歷程記錄根本就不應該拿來作為入學參照。) 

 
不論多麼討厭這個過程，高中老師們倒是鮮少有使用評量尺規評分的經驗，特別是，使用的尺

規是以『能力為導向』時，在學生的作品中，評定能力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高中學生

們，就更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了。 



WHAT 
班級或同學們可以透過提醒幾個步驟(透過ColleGo網站的資訊練習一下，高二的暑假是個好時機
)來檢視自己的目標校系(以電機工程系為例) 
 
～第01步 認識電機工程學類～ 
～第02步 認識電機工程學類的 高中準備～ 
～第03步 認識電機工程學類的 學生能力特質～ 
～第04步 認識電機工程學系的學系 補充提醒與說明(比較各系所)～ 
～第05步 訂定評量尺規項目～ 
～第06步 訂定評量尺規五等第說明～ 
～第07步 試評與尺規修訂～ 
～第08步 訂定學習歷程檔案製作檢核表～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AB%98%E4%B8%AD%E6%BA%96%E5%82%99?__eep__=6&__cft__%5B0%5D=AZV2WJ-kKPNbdKUxnlUJeMasXyMLR5AmB7fOIy7scBnAzjzfKiAOdSj6MHPvjg33cy94XWAivKRTcZSwimQOKRYxf8jjWF-UomD1f1QhtlniaBBN2rhnAnwjScuwd-nLO_8&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D%B8%E7%94%9F%E8%83%BD%E5%8A%9B%E7%89%B9%E8%B3%AA?__eep__=6&__cft__%5B0%5D=AZV2WJ-kKPNbdKUxnlUJeMasXyMLR5AmB7fOIy7scBnAzjzfKiAOdSj6MHPvjg33cy94XWAivKRTcZSwimQOKRYxf8jjWF-UomD1f1QhtlniaBBN2rhnAnwjScuwd-nLO_8&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3%9C%E5%85%85%E6%8F%90%E9%86%92%E8%88%87%E8%AA%AA%E6%98%8E?__eep__=6&__cft__%5B0%5D=AZV2WJ-kKPNbdKUxnlUJeMasXyMLR5AmB7fOIy7scBnAzjzfKiAOdSj6MHPvjg33cy94XWAivKRTcZSwimQOKRYxf8jjWF-UomD1f1QhtlniaBBN2rhnAnwjScuwd-nLO_8&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8%82%E5%AE%9A%E8%A9%95%E9%87%8F%E5%B0%BA%E8%A6%8F%E4%BA%94%E7%AD%89%E7%AC%AC%E8%AA%AA%E6%98%8E?__eep__=6&__cft__%5B0%5D=AZV2WJ-kKPNbdKUxnlUJeMasXyMLR5AmB7fOIy7scBnAzjzfKiAOdSj6MHPvjg33cy94XWAivKRTcZSwimQOKRYxf8jjWF-UomD1f1QhtlniaBBN2rhnAnwjScuwd-nLO_8&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9%A6%E8%A9%95%E8%88%87%E5%B0%BA%E8%A6%8F%E4%BF%AE%E8%A8%82?__eep__=6&__cft__%5B0%5D=AZV2WJ-kKPNbdKUxnlUJeMasXyMLR5AmB7fOIy7scBnAzjzfKiAOdSj6MHPvjg33cy94XWAivKRTcZSwimQOKRYxf8jjWF-UomD1f1QhtlniaBBN2rhnAnwjScuwd-nLO_8&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8%82%E5%AE%9A%E5%AD%B8%E7%BF%92%E6%AD%B7%E7%A8%8B%E6%AA%94%E6%A1%88%E8%A3%BD%E4%BD%9C%E6%AA%A2%E6%A0%B8%E8%A1%A8?__eep__=6&__cft__%5B0%5D=AZV2WJ-kKPNbdKUxnlUJeMasXyMLR5AmB7fOIy7scBnAzjzfKiAOdSj6MHPvjg33cy94XWAivKRTcZSwimQOKRYxf8jjWF-UomD1f1QhtlniaBBN2rhnAnwjScuwd-nLO_8&__tn__=*NK-R


教師們正在努力協助學生們做好自己人生的紀錄，並且留下一點成長過程的紀錄，這份檔案

不只是讓大學端作為入學使用，某個意義而言，也是對學生自我的人生留下些甚麼，或許在
幾年後，甚至幾十年後再回頭來看這一段青澀歲月的時候，對自我的人生路徑能有另一番體認

也說不定，讓親、師、生一起協助我們的孩子們將自己人生未來的道路做最好的準備，共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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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要看甚麼? 
 



看看別人如何說? 
學科中心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檔案工作坊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檔案之規劃與實施經驗分享(一) 
2021.10.1 線上舉辦     高雄中學 盧政良、李麗偵 
 
主持人好，各位線上的夥伴們大家好 
我們是高雄中學物理科盧政良和化學科李麗偵老師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們關於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的一些想法與做法 
新課綱推動以來學習歷程檔案一直是受到關注的焦點 
初期很多老師以為只有探究與實作要傳課程學習成果 
即便到新課綱已經實施兩年多的當下 
還是有一些老師不知道物理課程 
乃至於國、英、數歷史、地理、美術、音樂...各科也都可以上傳學習成果 
第一張投影片是我們夥伴在臉書分享的一份感想跟反思 
當時的背景是夥伴們開始思考如何引導同學們產出有意義的學習成果 
夥伴們一開始會覺得要有實驗、學習單才有東西上傳  
仔細思考之後 發現教學過程其實有很多值得記錄的脈絡 但是需要老師的引導 
近幾年來南區高中物理共備社群  
每個月邀請教授演講交流 
感謝幾位熱忱的教授長期和高中端合作 
促成去年八月在物理教育年會的這場座談 
現場有台大、中央、師大、中山、中興、東華… 等十幾所大學物理系的教授  
 



以及來自台灣各地的十多位高中老師 
現場大家暢所欲言 提出各自的疑問與想法 
當天我最深刻的感受是 
大學教授的想法都很不一樣 
有的教授認為科展、奧林匹亞成績才有公信力 
有的教授認為學生應該把所有的東西彙整成一頁資料呈現出來 
也有教授想看到的是學生能很認真做筆記，重點是要寫出自己的想法 
今年的二、三月 
台灣物理學會邀集了中華化學會、地球科學會、探究與實作學會等相
關學會 舉行了兩場記者會 
感謝幾位教授在會前非常用心了解高中端的狀況 



大學端的建議 

提出了大學端的一些建議： 
學習歷程檔案的撰寫： 

I. 強調邏輯性論述與流暢的故事表達，能呈現組織素材、思辨
分析、論述能力及學習成果的檔案 

II.應以平時正常累積的軌跡來說明無法紙筆測驗呈現的學習潛力,

不一定要是小論文或科展 
建議的類型: 

I. 平時的課堂學習成果就是很好的學習歷程檔案：加上自己的彙
整與反思的筆記 

II. 若要以影片呈現，建議呈現自己的特色與學習成果：可展現出

基礎學科、實驗能力、原創力、語言能力(表達)、學習與研究態度 



溫馨提醒 

最近聽到一位夥伴的提醒 非常有感： 
老師不要把自己當成評分的教授 

出於善意要求學生修改學生成果  
教授其實不一定買單 

許多教授表示看到很制式的成果資料(模板?)覺得反感 
教授有很多種 
學校老師也很多種 
學生也很多種 

我們要引導 教方法 
勝過事後幫忙修改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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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以威(數感實驗室)(2019) 

2018 PISA調查結果：台灣學生最害怕失敗 
親子天下－翻轉教育2019-12-06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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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如何指導學生處理 
數學相關之學習歷程? 







BLOOM(1956)認知目標分類系統 

創造 

評估 

分析 

應用 

理解 

記憶 低階 

高階 



探究式數學探索與實作 

以設計思考思維為例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zhuanlan.zhihu.com%2Fp
%2F60774962&psig=AOvVaw0ubzf1gIxfXpg_HZ4ygdBD&ust=1625453179813000&s
ource=images&cd=vfe&ved=0CAoQjRxqFwoTCLi28o6zyPECFQAAAAAdAAAAABAf 



流程 

從覺察開始 

•課程的How 

•學生的Why 

•問題是如何登場
的? 

•投入解決的動力
夠強嗎? 

•需要那些知識? 

•需要哪些能力? 

•需要那些態度? 

理解與定義問
題 

•學生需要處理的
What 

•問題是如何被決
定的? 

•問題涉及的背景
是否被理解了? 

發想解方 

•學生的How 

•解決方法是如何
被產生的? 

•解決方法是如何
被評估的? 

測試反思 

•學生的Do? 

•想法是如何被呈
現? 

•效益是如何被評
估? 

設計思考
的流程檢

視 

開放或是封閉? 



階段一 發現問題 階段二 解讀發現 階段三 發想解方 階段四 測試原型 階段五 調整原型 

探究式數學過程 



階段一 
發現問
題 

階段二 
解讀發
現 

階段三 
發想解
方 

階段四 
測試原
型 

階段五 
調整原
型 

探究式數學過程 

階段一 發現問題 
看到
問題
的全
貌 

審視問題 

分享情報 

描述對象族群 

探究
前準
備 

蒐集可用資料 

選擇測試對象 

準備測試說明 

實地訪查前的準備 

蒐集
靈感 

投入情境中 

在相似的情境找靈感 

向專家請益 

向使用者請益 



階段一 
發現問
題 

階段二 
解讀發
現 

階段三 
發想解
方 

階段四 
測試原
型 

階段五 
調整原
型 

探究式數學過程 

階段二 解讀發現 
 

說故
事階
段 

紀錄發現 

分享具啟發性的故事或
感想 

找出
獨特
性的
發現 

尋找可用主題 

將發現賦予意義 

定義洞見(獨特發現) 

確認
關鍵
問題 

製作視覺化的圖表 

讓洞見轉變成腦力激盪
的問題 



階段一 
發現問
題 

階段二 
解讀發
現 

階段三 
發想解
方 

階段四 
測試原
型 

階段五 
調整原
型 

探究式數學過程 

階段三 發想解方 
腦力
激盪 

說明腦力激盪規則 

進行腦力激盪活動 

選擇具有潛力的點子 

畫出想法(點子展開細節) 

收斂
點子 

現實可行評估 

總結想法 

https://reurl.cc/EnQ4l1 



階段一 
發現問
題 

階段二 
解讀發
現 

階段三 
發想解
方 

階段四 
測試原
型 

階段五 
調整原
型 

探究式數學過程 

階段四 測試原型 
製作
原型 

產出基本原型 

進行使用者測試 

蒐集
使用
者回
饋 

確認回饋蒐集管道 

篩選回饋者 

回饋訪談 

紀錄回饋者的學習 

紀錄回饋者經驗 

確認核心要素 

https://reurl.cc/YO3Vax 



階段一 
發現問
題 

階段二 
解讀發
現 

階段三 
發想解
方 

階段四 
測試原
型 

階段五 
調整原
型 

探究式數學過程 

階段五 調整原型 
評估
影響
性 

定義成功標準 

記錄過程 

為使用者調整 

持續
精進 

規劃下一步 

持續與他人交換意見 

建立可靠團隊和夥伴 

滾動式修正 



4 
PART  FOUR 

學習歷程的樣態 



高中數學可以完成學習歷程的 
•

部
定
必
修 

•
加
深
加
廣
選
修 

•
彈
性
學
習
時
間
全
學
期
授
課 

•

彈
性
學
習
時
間
非
全
學
期
授
課 

•

多
元
選
修 

•

科
展 

•

專
題 

•

小
論
文 

•

研
究
計
畫 

•

自
主
學
習 





利用 numpy 及基礎數學式子來畫動漫人臉 
 
這是教 numpy 的範例，練習從圖片中發現直線、圓、拋物線等基本代數式元素並拆
解、重組。 因為教學目的，所以 
* 不用 skimage, scipy, opencv 這些，單純用 numpy 來練習。 
* 不用三角函數，因為之後的魔法陣會涵蓋這個範圍。 
* 臉上的紅暈避開了高斯函數及 exp 
* 不用 Bezier Curve, 因為需要解釋原理，會模糊了焦點。 
先土法煉鋼硬幹，之後會更感謝上面這些工具。 
 
因為製作的時候已經有點累了，裡面有一堆字拼錯，請多包涵。 
 
完整的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D0N7k6pYw8 
 
ipynb 
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drive/1CwUqxn_dsstcZ8QURTzRYp_gSrZZrc4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D0N7k6pYw8
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drive/1CwUqxn_dsstcZ8QURTzRYp_gSrZZrc4d


1.艾雪 

張惟淳老師提供 



2.粽子 

張惟淳老師提供 



3.正四邊形
變正八邊形 

張惟淳老師提供 

1 2 

3 4 



3.正四邊形
變正八邊形 

張惟淳老師提供 

5 6 

7 8 



3.正四邊形
變正八邊形 

張惟淳老師提供 

9 10 

11 



4.直線變正
四面體 

張惟淳老師提供 



5.長方形變
正四面體 

張惟淳老師提供 



6.碎形風箏 

張惟淳老師提供 



7.圓 

洪進益老師提供 



8.圓 

洪進益老師提供 



9.圓 

洪進益老師提供 



10.圓錐曲線-拋物線 
String Art（摺紙法做出拋物線)  
取一矩形紙片，一個長邊的中點為F，
對邊長a．將點F分別折到對邊a的不
同點上，每折一次就得到一條摺痕，
當折的次數足夠多，摺痕足夠密時，
紙上就顯現出一條拋物線的輪廓(見
圖6)，該拋物線以定點A為其焦點，
定直線a為其準線．它與每一條摺痕
都相切．所有的摺痕直線組成該拋物
線的切線族． 



10.圓錐曲線-拋物線 



11.圓錐曲線-橢圓 
取一個圓紙片，圓心為O．在圓內取定一
點A．將圓片的邊緣向圓內折疊，使圓片
的邊緣通過定點A，或者說使圓片邊緣上
的一點P與定點A重合．每取一點P折一次
就得一摺痕．當點P在圓周上取得足夠多
且密時，所得的眾多摺痕就顯現出一個橢
圓的輪廓．它和所有的摺痕直線都相切。 
（其中點O表示圓心，F點表示圓內除F點
以外的任意一點。）將圓紙片翻折，使翻
折上去的圓弧通過F點，將摺痕用筆劃上
顏色。繼續上述過程，繞圓心一周。觀察
看到了什麼？想一想為什麼？ 



12.圓錐曲線-雙曲線 
String Art（摺紙法做出雙曲線） 
 
在紙上畫一個圓( 圓心為O) ，在圓外取
一定點A ，把點A 分別折到圓周的不同
點上，每折一次即在紙上得一摺痕．當
折疊的次數足夠多．摺痕足夠密時，紙
上就顯現出一個雙曲線的輪廓．該雙曲
線以圓心O 和定點A 為其焦點，其頭軸
長為已知圓O 的半徑．該雙曲線與每一
條摺痕都相切．所有的摺痕直線組成了
雙曲線的切線族 



13.三視圖 

請看簡報檔 



14.全息投影-水母 

請看簡報檔 



15.撲克牌機率 

請看簡報檔 



【轉知活動訊息】各位師長好，Google for Education 團
隊首次推出「高中職學習歷程募集計畫」，鼓勵學生投稿
活用 Google 各式工具協助製作的學習歷程檔案，不管是
用 Google 文件紀錄上課心得、Google 協作平台設計專題
網站等。投稿學生更有機會受邀在 11/28（日）科技教育
展Google for Education 專場上以影片分享製作過程與反
思，歡迎師長們邀請學生踴躍投稿參加，謝謝。 
投稿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ccfYBDyonhHBMfGY8 



看些目前學生的例子吧 

牽涉到學生學習歷程尚未使用完畢 
請提供線上參與! 
請觀賞就好 
勿側錄或截圖 



某學生的省思 



5 
PART  F IVE 

指導學生學習歷程製作者 
的心態和概念分析 
感謝臺北市林春煌課督提供 



如何讓學生創造 

1.經歷多次具有深度學習活動 

+有深度的專題研究報告 

2.能反思的學習心得 



活動1:找一個課程計畫練習 
調整最後的任務 



找一門多元選修課-從課程計畫中找出這門課
最重要的核心目標(知識、技能與態度-用A5紙
寫下來) 
 

STEP-1 



 

https://www.facebook.com/gzeduinsight/posts/670208013430283/ 



STEP-2 設定大多數學生課程結束後 
可能達成的目標 

知識- 
餐飲科學 

能力- 
設計思考 

態度- 
合作 

知道大多數
烹飪時的科
學原理 

設計一個符
合某些需求
的菜單 

能將工作適
當分配並協
助他人 



STEP-3 用點點貼出大學教授 
需要的學生能力 

知識- 
餐飲科學 

能力- 
設計思考 

態度- 
合作 

知道大多數
烹飪時的科
學原理 

設計一個符
合某些需求
的菜單 

能將工作適
當分配並協
助他人 



STEP-4 寫出大多數學生課程前 
可能的能力 

能力- 
設計思考 

態度- 
合作 

設計一個符
合某些需求
的菜單 

能將工作適
當分配並協
助他人 

會分配工作
但不一定公
平 

會抄寫菜單
但無法同理
對方的需求 



STEP-5 寫出學習過程中需要的 
學習經歷與佐證資料 

能力- 
設計思考 

態度- 
合作 

設計一個符
合某些需求
的菜單 

能將工作適
當分配並協
助他人 

會分配工作
但不一定公
平 

會抄寫菜單
但無法同理
對方的需求 

設計思考學習 

同理過程與設計過程 

討論分工與反思合作 

討論的紀錄與分工表 



6 
P A R T   S I X 

學習歷程互評與反思 



學習評量的引導重點 

• 素養導向課程的評量多是 
「作為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as Learning)」與 
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g)」。 
• 關鍵是讓學生發展出素養，不是評斷學生間素養的差異。教學過

程必須有意識地引導學生產生學習。這也是我們數學老師最需要教
學生的，把我們自己認知的過程，如何用合適的方法傳遞給學生，
讓學習者產生學習，並且可以把它學會後產生學習遷移才是最重
要的。 

• 教師是學生學習產生的引導者。 

121 



學習評量理論 

122 



評量設計的意義 

• 課程設計自我檢核的方式 
• 課程發展的一部分 
• 有清楚的評量規劃才有 
可能真正實踐課程 

 

123 

 



哪些能力是學生應具備的？ 

哪些證據需要被收集？ 

評量者需要什麼訓練？ 

學生如何相信自己已具備能力？ 

學生會得到什麼評量結果？ 
124 



 
評量 

課程 

目標 

教學 

設計 

期望 

結果 

125 



評量的類型 

126 

學習成果的評量 
Assessment of Learning  

促進學習的評量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作為學習的評量  
Assessment as Learning 



學習成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  

• 學習成果的評量有助於教師根據結果與標準，運用學生學習的證
據來評估成就。 

• 學習成果的評量有時被稱為「總結性評量」，它通常發生在工
作單元中或單元、學期或學期結束時的確定關鍵點，可用于對學
生進行排名或評分。 

• 學習成果的評量，其評分或排名的有效性取決於活動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 

• 學習成果的評量是否能用來作為有效的學習機會，取決於回饋的
性質和品質。 

• 比如定期考試，或是檢定考試。 

127 



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 促進學習的評量是尋求與解決學生學習證據的過程，以用來決定
學習者的理解，以及現況，還有如何能更好。(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s the process of seeking and interpreting 
evidence for use by learners and their teachers to 
decide where the learners are in their learning, where 
they need to go and how best to get there.) 

• 促進學習的評量就是形成性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s also known as formative assessment) 

• 比如上課的學習單，小考，甚至是作業。 

128 

https://www.assessmentforlearning.edu.au/professional_learning/intro_to_afl/introduction_key_questions.html 

https://www.assessmentforlearning.edu.au/professional_learning/intro_to_afl/introduction_key_questions.html


作為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as Learning) 

• 當學生是自己或他人的評量者時，評量便同時是學習。 
• 學生監控自己的學習，提出問題，並使用一系列策略來決定他們

瞭解和能夠做什麼，以及如何將評估用於新的學習。 
• 鼓勵學生對於自己的學習負責任。 
• 要求學生對於自己的學習提出問題。 
• 學習目標的訂定是師生共構，鼓勵成長與發展。 
• 提供學生方法，可以使用正式、非正式或自我評估，幫助學生

瞭解下階段所需的學習。 
• 鼓勵同儕互評、自我評量與反思。 

129 



評量的目的與時機 

確認準備度 

(診斷性) 

確認現況 

(形成性) 

確認成果 

(總結性) 

130 

決定學習活
動的起點 

產生學習 
(概念、能力) 

成果檢核 
(課程評鑑) 



131 

評量的差異 

• 形成性評量 
• 目的：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

老師和學生用於收集證據，為
學習的下一階段提供訊息。 

• 結果： 
• 教師調整教學方式的回饋 

• 學生自我學習回饋 

• 教師決定差異化教學或調整
下一階段教學 

• 總結性評量 
• 目的：為判定學生的能力或是

課程效果提供證據的評量 
• 結果 

• 確認學生的成就或學習等第 

• 比較班級、學校或地區的差
異 



評量的尺度 

132 

•群體 

•相對標
準 

•階段成
效 

總結性
評量 

•個人 

•差異標
準 

•歷程演
進 

形成性
評量 



合適的課程設計和評量規準長怎樣? 
 
以嘉義女中社會科教學團隊 
城市探索心視力課程為例 

感謝國立嘉義女中提供 133 



城市探索心視力 
City Exploration: Passion and Wonder 

探索城市從好奇心展開，引領拓展自主、視野、關懷。 

嘉義女中社會科 
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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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實施情形 

課程評鑑與學習成果 



課程定位 
與社群協力 

PART 01 



因為發現--嘉女的孩子   
 

從小被關注，多數只聚焦學業，對於區域發展、

外在世界的  關心不夠…對於人更是…… 
 

如果無法在高中，引導他們與社會、與世界關聯，
真心覺得有愧於區域第一女中的社會責任 
 

因為我們不只是要讓學生上大學， 

更要讓學生產生同理關懷的情操 



所以努力--嘉女社會科老師們 
研創了一門校訂必修「城市探索」課程   

 

 期望引導孩子從覺察、探索開始--提升對地方
的認識、認同、觀察、關心、關懷… 

 透過小組夥伴擴散討論與聚斂思考，找出探究
焦點，規劃自導式踏查，進行主題探究發現、
展現公民關懷。 

 透過課程「學知識」也「學能力」。 



Company name-Presentation 

1 2 3 
校訂 
必修 

社會跨科 
專題 

社會跨科 
協同 

城市探索這門課因此誕生 

於高一實施  一學期  2學分  的課程 



教學團隊成員 
社會領域跨科    歷史×地理×公民     
每班由兩位跨科教師協同教學   
全學期固定授課 
 

結合三科學科特色 
磨合協力共好前行 



歷史  黃文榮、陳宏昌、何郁欣、王琳鏗 
城市發展底蘊、軌跡脈絡，依時間軸線，整理比對文獻 
城事關懷、城市書寫、城市文化意象的感知； 
 
地理  連珮瑩、鄧淑珍、戴淑尼、江美瑤、楊淑卿 
在「城市」空間中，實察與紀錄，俯瞰城市配置 
及探詢背後意義；真實體會城市風土交織要素 
 
公民  林佳鴻、徐致鈞、徐瑞霙、梅靜宇 
「公民參與」從心出發了解城市中 
人際交互、法律典章制度成形的歷程及 
引領學生探索議題的精神。 



課程實施至109-2 
至8.0版 

每週仍維持共備討論 
採PDCA循環滾動修正 
精緻提升課程  從不停歇~~ 



105-2 1.0版 

106-2 2.0版 

107-1 3.0版 

107-2 4.0版 

社會跨科 
拼盤 

專題研究
導向 

主軸調整
引導 

素養課程
精緻 

之後持續共備、微調，至本學期進入8.0版課程 

從103-104學年度踏查活動中奠基養分 
自105學年度起轉型課程與試行 
 



PART 02 
課程設計 
與實施情形 



01 主題發想 

課程名稱 城市探索 

單元 
討論法(ORID、PBL、政策辯論)、探索城市觀點、
城市指標、探索城市方法論、城市生活地圖、版面
美學、拍攝技巧、地理實察、PPT報告製作 

課程地圖 
定位 高一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設計 



02 引出想法 

學生先備
情形 

國小國中階段已學習過下列課程主題條目--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從學生生活經驗所及的空間範圍，探討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及其形塑的人文景
觀。 

 城市風貌的改變與新媒體的出現。 
 若干地區如何從鄉村成為新興城市的歷程及民眾在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改變
 區域發展、都市發展與都市化。 

對於學生
的重要性 

1.提升環境敏感度。 
2.啟發探索城市的勇氣與動能。 



03 大概念選擇 

大概念 互動與關聯 

闡釋說明 

透過城市探索 
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 
凝聚與關注焦點議題 



04 素養選擇與擷取 

核心素養 
U-C2 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

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校本素養 自學探索力、創客美感力 

素養擷取 

1. 發展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
精神與行動。 

2. 促使學生主動發現並了解所處環境的特徵，並探
索個人不熟悉領域，有勇氣面對未知世界。 

3. 願意建構、分享與賞析創新、創意、美善之人事
物作品。 



05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 

學生能透過實察活動，覺察城市的人事物，
了解這些人事物的形式與意義，分析這些人
事物與城市生活的關係，歸納出城市生活的
共同元素(指標)，並藉由小組合作、協調分工
得出小組對城市特色的觀察焦點報告，並確
切地發表成果，以協助他人能深度探索「城
市」之美、「城事」之心。 



06 表現任務與尺規訂定 

於全學期設計三種表現任務 
再依著表現任務不同的目的與檢核能力，訂
定個別尺規，並持續調整精進。 

1. 個人生活地圖(觀察組織力) 
2. 課程反思札記321(反思回饋力) 
3. 城市的N種表情--新市政簡介報告 

(合作探究力) 
 



課程反思札記321 評量項目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課堂紀錄 
(依據詳實、完整紀錄、列
寫所見所聞、以數據或其
他相關資料輔佐)  

                    

課堂感受與反思 
(能反思學習，抒發學習心
得、檢討學習歷程)  

                    

請紀錄課程學習內容3點 
請記錄課後延伸學習應用或資訊蒐集

2點 
請記錄本堂課學習心得1篇(須完整陳
述，至少100字)   



指標 特優(A++) 優(A+) 良(A+) 可(B+) 

環境 
資源 

資料搜集特別豐
富，解說特別詳
細 

資料搜集豐富，
解說詳細 

能進行資料搜集
與解說 資料內容單薄 

方位 
圖例 

能使用6個以上
圖例及方位標 
圖例表達方式與
內容一致且具巧
思 

能使用圖例5-6
個及方位標 
圖例表達方式與
內容的一致性 

能使用圖例2-4
個及方位標 

未正確使用方位
標及圖例 

地圖 
美學 

地圖之色彩表現
形態大小、深具
美感 

地圖之色彩表現
形態大小、具美
感 

地圖之色彩表現
形態大小、設計
合宜 

能稍做色彩、形
態設計地圖 

空間 
配置 

空間配置設計佳
深具美感 
整體創造力極佳 

空間配置設計佳
具美感 
整體表現的創造
力佳 

空間配置大致合
宜 

部分空間配置不
合宜 

觀察記錄
與心得 

解說特別詳細且
內容特別充實 

解說詳細且內容
充實 

稍作解說且內容
尚可 解說較不足 

  生活地圖評量規準 



表現任務 城市的N種表情--新市政簡介報告 
任務說明 內容包含觀點提出與文獻收集、田野實察、口頭說明 

任務要求 

1. 能呈現報告觀點所需的文獻資料，且能進行有意義的分析與
整理。 

2. 能依據實察路線提出具體執行的狀況。 
3. 能提出田野實察的總結與心得。 
4. 能製作色彩、字體版面適當且切合主題的簡報。 
5. 能以清晰口條、適當音量進行發表，並能與聽眾Q&A交流
互動。 



城市的N種表情--新市政簡介報告評量規準 
評量項目 優 良 可 

報告內容   
50% 

能清楚呈現主題觀點 
（14~15%） 

能呈現主題觀點 
（12~13%） 

主題觀點較不明確 
（10~11%） 

內容完全符合所提觀點 
（14~15%） 

內 容 大 部 分 符 合 所 提 觀 點
（12~13%） 

內容部分不完全符合所提觀點
（10~11%） 

組織架構完整，能分析詮
釋所提觀點（19~20%） 

組織架構大致完整，能簡單分析
詮釋所提觀點（17~18%） 

組織架構較不完整，未能分析詮釋所
提觀點（15~16%） 

PPT版面美
學20% 

色彩配置完全符合主題 
（10%） 

色彩配置大部分符合主題 
（8~9%） 

色彩配置不完全符合主題 
（7%） 

使用字體、大小完全適宜 
（10%） 

使用字體、大小大部分適宜 
（8~9%） 

使用字體、大小不完全適宜 
（7%） 

口頭表現  
30% 

報告時間掌握精準 
（+-0.5分鐘內）（10％） 

報告時間掌握得宜 
（+-1分鐘內）（9%） 

報告時間掌握不佳 
（超過+-1分鐘）（7~8%） 

口語表達佳，論理完整 
（10%） 

口語表達尚流暢 
大致掌握報告內容（8~9%） 

口語表達較不順 
內容不熟悉（7%） 

音量適中、清楚 
眼 神 能 關 注 所 有 觀 眾
（10%） 

聲音大致清楚 
眼神僅關注在少數觀眾（8~9%

音量太小、不清楚 
眼神多集中在簡報上或未集中在觀眾
上（7%） 

 
 
 



07 主題脈絡 
探究歷程 
素養發展 主題脈絡18週 大概念 

現象觀察 城市覺察與內涵 覺察現象 

資料蒐集 城市組成要素 
(食衣住行育樂) 關係分析 

溝通協調 針對上述主題分組討論 定義互動關係 
行動規劃 各組規劃實察內容 分析相互關係 
計畫執行 實施實察 了解互動與關聯的連結 

執行反思 城市的N種表情 
新市政發表會 調整互動 



1) 打開孩子的眼與心— 
從生活周遭的觀察、覺察開始 
「探索」是這門課程的重點 

課程實施 



2) 如何觀察城市— 
老師示範篇與素養學習融入的課堂設計 

 



3) 城市專題講座搭配小組發想 
—深化城市主題認識 



4) 小組主題開展 
—應用擴散思考與收斂思考的鷹架 

嘉義市 

地理 
 文學 

 

科技 
 

建築 
 

文化 
 觀光 

 

歷史 
 

社會 
 

設計 
 

法律 
 



5) 自導式規劃城市實察活動及表現任務報告製作 
主題選擇看出 
對城市觀察的多元角度， 
也充分展現 
地區關注、公民關懷。 



6) 對應表現任務的培力課程 
—軟硬體應用的工具包 

文字設定  色彩運用 
視覺動線  圖像排版   
影像處理  ICON應用 



7) 表現任務的展現 

疫情影響「停課不停學」，師生共同面對
突發挑戰或困境，以最少科技克服時空限
制、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除了線上訪談、線上成果發表、學習多功
能APP應用、更推衍出GOOGLE MAP街
景踏查、HOPPER THE EXPLORER紀錄
等 



PART 03 
課程評鑑 
與學習成果 



為課程「做好定位」確立重點目標 

學生「知識的學習」同步連結「能力的培養」，並引
導學生遷移這樣的能力應用於其他學習或日常生活中。 



落實課程評鑑      診斷修訂改善 

內部評鑑 
自製表單 
(正向表列) 
學習成果檔案 
(自我檢核) 
後期中等教育問卷 
 

內部 外部 

外部評鑑 
大學深耕計畫 
入校協助 
開放大學 
公開觀議課 
諮詢輔導協助 



以108學年度統計為例 
產出    458張生活地圖、反思札記共計1832份 
回饋 
 80%的學生對於「ORID焦點討論法、PBL討論法以及公民政策參
與討論」這樣的課程安排感覺新鮮，也覺得收穫很多，更表達有
強烈意願將這樣的方法應用在其他學習活動中。 

 74%的學生第一次嘗試自我規畫實察路線，和夥伴們一起進行「
小壯遊」。 

 63%左右的學生覺得要完成小組「城市的N種表情」表現任務很
具有挑戰性。 

 95%以上的學生肯定這堂課對於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並選擇上傳
城市探索課程的學習成果至學習歷程系統。 

 「城市的N種表情報告」主題包羅萬象。 



課程規畫、準備與執行  從評鑑回饋摘要可以看出 
--肯定教師在課程規劃上的努力與用心 
 老師上課方式生動 不會感到無聊 
 老師的意見都很有幫助，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這門課！感謝老師帶給我們那麼有趣的課程。 
 老師教的很好，用心，可以感覺到老師有很多東西想傳達給我們，發現我們小

組討論卡住的時候，也會拋出一些東西，讓我們突破困境。 
 課程內容很有趣，老師上課講解速度再放慢一點。 
 走出校園了解行業的甘苦談，很特別的一堂課！ 
 老師課程規劃的很用心老師授課的方式輕鬆有趣，能成功激起反響，透過相互

激盪及交換想法，使得成品更有意義，老師適時的提點，也增快了整體速度。
謝謝老師們！ 

 謝謝老師的教導，您辛苦了！在這堂課裡，您熟練精闢的解說，使我在這堂課
獲益匪淺，各項能力都有充分的準備與規劃，使我在學習與生活有了更多的能
力，展現自己最好的能力。 



課程收穫與成長部分— 
共學力×思辨力×表達力×美學力×關懷力 

 我認為經過這一學期的城市探索，我習得了不管生活步調再如何快速，一定要為身邊不曾注
意過的驚喜停下腳步，靜靜的觀察並探索。而第二個學到的是在每一次的小組合作是要學會
讓步和傾聽，不只是讓每次的討論主題能有更多元的切入角度，也能夠使小組氣氛更加融洽。

 蒐集資料升級  PBL討論法讓我印象很深刻。 
 與組員一起討論、互相合作，共同完成許多份報告及作業，之中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且

聽到並接納他人不同的見，最後還上台講解了我們的期末報告，訓練到口條及膽量，很棒！ 
 更懂得如何分析與統整資料，在簡報製作與美化方面也越來越進步，最後也產出了一份內容

豐富的專題報告。 
 學到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甚至是運用各種學習法探討議題，並透過實地踏查，從另個角度

看城市，更能進一步的連結到各國。 
 能夠妥善分配時間、具體規劃出可行辦法，且修正不適合的方案，與他人進行訪談的技巧，

並在最後製成結果報告。反省能力進步。 
 城市探索能夠帶著我們一步步向公民素養靠近。 
 在經過每堂課都不一樣的能力培養，還有小組討論與工作分配，我學習到了課程內容的每個

能力，謝謝老師們的教導！ 



學生自主  行政協力  成長型思維助力 

 信任與引導學生完成學習規劃整備，提升學生自信。 
 
行政後勤全員出動，支援課程所需各項庶務工作。 
(教材、設備、交通接駁路線規劃、保險辦理……) 



經驗的遷移學習與應用 

學生應用討論工具(如：ORID、PBL等)遷移至社
團活動辦理、筆記紀錄、表達力等面向。 
 
教師社群共備與課程研創經驗，擴大應用於行政共
備、新課綱工作小組共備、資優特需課程共備及各
領域學科共備，均獲得良好遷移成效。 



• 2021親子天下新創100團隊 
• 109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暨國教院基地學校課程與教學
創新教案甄選優選 

• 108學年度高中優質化亮點課程推薦 
• 嘉義女中：拿掉標準答案，重拾孩子探索的原動力  2019-11-28   
     教育部推薦 天下雜誌報導 
• 嘉義市博物館季刊-《桃城．晃遊》Vo.9  邀稿 
     撰寫「跨出校園  探索城市」課程介紹，刊登於嘉義人專欄 

• 獲邀至國中、高中、大學進行城市探索課程 
   分享達43場次 

課程分享  屢獲肯定 



啟動老師的勇敢冒險，順利走上旅程，
也才有機會看到沒有預期的美好風景。 

 相信 
    當老師對生命  懷抱熱忱    孩子才會  熱愛生命 

 

    當老師對未來  懷抱夢想   孩子才能  勇敢築夢追夢 
 

    老師持續精進自我  充實專業  提升信心 
才能穩定掌舵  陪伴學生前行 



THANKS 感謝聆聽 
點燃心動能，在城市中繼續探索 



7 
PART  SEVEN 

學習歷程與大學學系的連結 
取自臺南新課綱辦公室-北極星講座相關資料 



國小 

國中 
彈性學習 

統整性探究課程 

適性開展 

生活運用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以學生為主體，能運用各科學習策略 

達到批判思考，合作互助的精神 

統整性探究課程 

高中職 

自主學習 
探究與實作課程 

專題實作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 

統整性探究課程 

解決問題力 Problem-solving  

大專院校 

G1-12 

12+4 



考試 

招生 

時程 

目錄 

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中學習歷程、考招連動 

肆、給老師們的小叮嚀 



大專校院招生入學時間軸 

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普) 

分發入學 

(高三上學期) 

(4月) 

(5~6月) 

(7-8月) 

甄選入學(技) 



壹 178 

新課綱入學考招時間軸 
        

招生 

考試 

高三課程結束後辦理 
高中階段學習更完整 

1月 2月 ５月 ６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學
測 

統一 
測驗 

繁
星 

7月 

7月 

分科 
測驗 

考試 
分發 

維持不變 

作業延後 
登記 
分發 

甄選入學
二階甄試 

個人申請 
二階甄試 

個人申請 
一階甄試 

科技
繁星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普技綜 



壹 179 

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普綜高 
升大學 

特殊選才 

技優甄審
／保送 

繁星推甄 

申請入學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技綜高 
升技專校院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招生管道對照 



壹 180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 

新課綱入學考試   
考試名稱 辦理考科 命題範圍 

學科能力測驗(X) 
國文（含國語文寫作）、英文、 
數學(分A／B卷)、社會、自然 
※五科選考，六卷 

普高部定必修 

分科測驗(Y)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七科選考，級分制 

普高部定必修 
+ 

加深加廣選修 

統一入學測驗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數學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技高部定必修 

▲術科另依各校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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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入學招生—大學參採 
        
入學 
管道 

考試及學習資料 
學測 
（X） 

學習歷程 
檔案(P1) 

分科測驗 
(Y) 

術科／ 
英聽 

繁星推薦 
參採 

至多5採4 
參採 

在校成績 
------ 

部分 
校系 
採計 
／ 

檢定 

個人申請 
參採 

(至多5採4) 

參採                         
現行「PDF檔上傳」及新增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勾選資
料上傳」，二作法並行(但只
能擇一) 

------ 

考試分發 
參採或檢定 
(至多5採4) 

------ 
參採 

至少7採1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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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入學招生—技專校院參採 
        入學 

管道 
考試及學習資料 

統測 學習歷程檔案 學測 其他 

科技繁星 ------ 
參採 

在校成績 
------ 

尚有： 
特殊選才、
技優甄審、 
技優保送… 
等管道 

甄選入學 參採 參採 ------ 

登記分發 參採 ------ ------ 

申請入學 
(高中生) 

------ 參採 參採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 



資料項目
與參採 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 

肆、給老師們的小叮嚀 

目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中學習歷程、考招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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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資料庫 

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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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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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二中自主學習現況 
啟動自主學習線上平台 

由學生提出需求 
並規劃每週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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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二中自主學習現況 
讓學生做自己學習的主人 

為您的孩子打造舞台， 
二中孩子的大方、自信令人為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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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二中多元選修繁花盛開 
二中多元選修開課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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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二中多元選修繁花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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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二中多元選修繁花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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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109學年度備審資料可選擇的內容項目 

(可擇一項或數項) 
111學年度備審資料可選擇的內容項目 

(可擇一項或數項) 
1.個人資料表 基本資料 

2.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修課紀錄 

3.成果作品                        
4.小論文(短文) 

課程學習成果(至多3件) 
1.書面報告   2.實作作品   3.自然探究實作   4.社會探究實作 

5.競賽/特殊成果證明     
6.社團參與證明 
7.學生幹部證明              
8.大考中心英聽證明 
9.英檢證明                       
10.證照證明 
11.社會服務證明            
12.數理能力檢定證明 
13.學習心得 

多元表現(至多10件) 
學生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至多10件，並另撰
寫「多元表現綜整心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社團活動經驗                              

3.擔任幹部經驗                              

4.服務學習經驗                              

5.競賽表現                                       

6.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7.檢定證照                                       
8.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14.自傳(學生自述)         
15.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學習歷程自述 
1.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6.學習檔案                    
17.(校系自行輸入限10字) 

其他(如作品集) 

備審
資料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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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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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資料庫應用 

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1.校內學習表現為主 
2.看重動機行動感想 
3.非以逐項數量評比 



















大學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 

技專校院招生 
策略委員會 

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 

肆、給老師們的小叮嚀 

目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中學習歷程、考招連動 



204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完整版查詢系統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111學年度技專校院多元入學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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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 

 依學校分類條件 依學群分類條件 

    依學校類別查詢 依學群分類查詢 

    依學校所在地區查詢 

    依學校分類條件交叉查詢 

依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內容查詢 參採學科能力測驗數學A或數學B查詢 

    有參採「修課紀錄」領域校系查詢 申請入學所有校系查詢 

    有參採「學業總成績」校系查詢 

    有參採「課程學習成果」校系查詢 

    有參採「多元表現」校系查詢 

    有參採「學習歷程自述」校系查詢 

    有參採「其他」校系查詢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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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上線查詢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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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208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請務必上線查詢 



終身學習 

尊重 

支持 

陪伴 

貳、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參、新課綱的學習準備方向 

壹、新課綱的考招連動 

肆、給老師們的小叮嚀 

目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中學習歷程、考招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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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給老師們的小叮嚀 

學習是一輩子的事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學會比教完重要 
       豐富孩子的學習經驗    
       讓孩子自己建構理解世界的方式 

 

給孩子有溫度的學習 
      溫柔而堅定的陪伴孩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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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強項，學習選擇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尊重孩子的學習選擇 
       重視孩子學習過程與方法 
       協助孩子多元探索發現自己的優點 

 
信任陪伴，互動共好 
       課堂風景的改變，教學模式的翻轉，需要您更多的 

     信任與支持 
 
       

肆、給老師們的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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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考招日程學習歷程與大學選才 
https://youtu.be/ywclKhi_AKc 
教育部高教司周弘偉老師 
 大學考招制度與學習歷程檔案 
https://youtu.be/tXdrTWp1C60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林國明教授 
 由110試辦考試看111學測 
https://youtu.be/aIdLxrsgSEA 
大考中心周兆民主任 

參考資料 

https://youtu.be/ywclKhi_AKc
https://youtu.be/tXdrTWp1C60
https://youtu.be/aIdLxrsgSEA


結語 
空有千軍萬馬 

不如一將在手 

 
好好做幾件好的檔案 

才是要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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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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