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做出一份易讀的

學習歷程檔案

?
臺中一中

課程諮詢教師
召集人陳光鴻

檔案下載



關於學習歷程檔案
不論是想教或想寫
宜先看完三個影片

1

學習歷程檔案：讓高中生展現自己的代表作
藍偉瑩 / 瑩光教育協會執行長
https://reurl.cc/Gd6pev

2

學習歷程檔案攻略講座
洪逸文 / 探究實作中心執行祕書
https://reurl.cc/xgmvlz

3

108課綱通行證
TVBS
https://reurl.cc/kVeyXd

https://youtu.be/L0wZxWQA09M
https://youtu.be/L0wZxWQA09M
https://elearning.parenting.com.tw/courses/39
https://elearning.parenting.com.tw/courses/39


看完影片，有沒有看見…

8個內容重點
7個流程檢索
6個反思提問
？



學習歷程檔案的8 個項目
1. 主題
2. 作者(小組要註明分工比例與負責事項)
3. 主題說明
4. 心得或省思(要與100字簡述有所連結)
5. 步驟(若為動態成果，建議含步驟分析說明。)
6. 成果(含討論)
7. 對未來學習的影響
8. 歷程記錄

建
議
都
在
第
一
頁

說明學習情境 &
展現個人學習特色

本頁引用自
洪逸文老師影片



記錄2：我的記錄是課程內哪一章節？
(哪一課？、哪一個概念？)

學習
記錄

記錄1：為自己的記錄訂一個標題。

記錄3：老師為什麼要出這份作業？
記錄4：課程進行中，我做了什麼？

(學期中的小作業、學習過程記錄、相片、影片截圖)

記錄5：學習過程中，哪一件事印象深刻？
記錄6：學習成果總結。

(一段文字、一份報告、成績證明、實作作品)

記錄7：想一想，為什麼要做這個記錄！？



反思1：再重新學一次，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反思
流程

反思6：學習歷程統整摘要條列說明
～怎麼寫能讓以後的自己一看就懂？

反思2：我覺得自己學的最好的地方在哪裡？
反思3：這份學習成果給同學看過後，同學的反饋是？
反思4：這份學習成果給老師看過後，老師給我的意見是？
反思5：我在這個學習歷程中，發現自己有什麼能力？

(習慣、策略、喜好、對自己的觀察)



如果看懂了，
我們來談談，

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



學習歷程檔案
的意義



學習歷程檔案

可以視為
備審資料的資料庫

本頁引用自
洪逸文老師影片



資料庫裡，哪一件事情最重要？

1 2 3 4



想好了嗎？
用你的手比出答案。



然後回答3個問題



本頁引用自
清華大學



本頁引用自
清華大學



本頁引用自
清華大學



不論你是
老師或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對你而言…

有什麼意義？
對未來教學有什麼影響？

你需要具備什麼能力來因應？

有什麼意義？
對未來學習有什麼影響？

你需要具備什麼能力來因應？

意
義

能
力

影
響



如果不好回答

請再看一次3個影片



然後想一想，
你會從哪裡開始？



再看一看，
其他學生需要的協助，
你也需要嗎？



如果需要，
哪一個最需要呢？



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期待獲得的協助



非常可能是，

這一個。



YES,
就是這4件事：

動機、目的、過程、省思。



我們一起找

動機、目的、過程、省思

在哪裡？







這是一份讓我思考到快發瘋的作業，也是讓我記憶深
刻的作業。快發瘋的原因是這題目和參考書上的差
太多了，根本沒辦法坐在教室裡把題目解出來。而
記憶深刻的原因是我和同組同學用了尺、梯子、手
機、測距儀App再加上疊羅漢才完成作業，然後再被
老師退件。老師竟然還說不服氣可以抗辯，但全班同
學抗辯了一個小時後，全部都對老師佩服的五體投地。
老師竟然用同學抗辯的答案引導我們學習，我才恍然
大悟的理解什麼是『斜率』，從而更加認真的學習。

摘要如下：
1. 左上方的圖形中『紅色直線的斜率可以是任意數』，

說不存在也可以，因為『座標由自己決定』。

2. 右上方的圖形中黃線與紅線可以有一條斜率為0，但另一
條就很難算。

3. 右上方的圖形，其實在一種座標下是對稱的，算其中一
條的斜率即可。我學會了『對稱』。

4. 下方的兩圖形中的直線，斜率都很難算。我學會了
『疊羅漢』，也就是『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5. 訂定適合的『座標系』，是數學上很重要且符合生活
情境的『解題思考切入點』。

6. 數學真是太有趣了！

綠色箭頭指的是我

我們蹲在紅圈處
測量扶手的傾斜程度



高一上學期第一次數學期
中考，我花了很多時間準
備，但是並沒有考出很理
想的成績，做為檢討，我
把期中考的每一題都寫出
解答，並且和同學討論，
看看有沒有與自己做法不
同的解題方法…(300字)

• 正數可以先平方再開方
根來估計其值為何。

• 絕對值問題要學會「距
離」的解法。

• 有理數與無理數的四則
運算結果可舉例說明思
考。

(3～4個重點)

寫解答時參閱
課本上的筆記

和
同
學
討
論

距離解法









動機：______________
目的：______________
過程：______________
省思：______________



有了完整的敘寫，
才需要排版。



排版不是版面調整，
而是文字精鍊。



原始資料的第一段

學校安排了一個叫做微課程的課，而我選的是醫學與科技，這個課程
顧名思義就是要打醫學的知識與現代科技發展結合，所以她主要是在
解紹一些產品或是輔具來幫助患有疾病的人，也因這課程讓我認識了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的老師，而視光學系又有分鏡片研磨及鍍膜學、
眼視光初檢技術、隱形眼鏡學、配鏡學、視光儀器學、雙眼視覺學及
低視力矯正概論等等。其中有些工作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種職業及工
作，這工作一般來說是在幫助患有眼睛疾病的人，藉由特殊鏡片來做
矯正或是輔助，所以他的課讓我更了解自己眼睛有哪些問題。



第一段第一次修正後

在微課程中，我選了醫學與科技，課程內容為醫學的知識與現代科技
發展結合，因此介紹一些產品與輔具來幫助患者。這門課程讓我認識
了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的老師，學生會學習分鏡片研磨及鍍膜學、眼
視光初檢技術、隱形眼鏡學、配鏡學、視光儀器學、雙眼視覺學及低
視力矯正概論等。其中有些工作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種職業及工作，
這些工作旨在藉由特殊鏡片來做矯正或是輔助眼疾患者，所以這門課
讓我更了解自己眼睛有哪些問題。



第一段第二次修正後

在學校所提供的22門微課程中，我選了醫學與科技這門課，課程
內容為醫學知識與現代科技發展的結合，課程中介紹一些產品與輔具
來幫助眼疾患者。這門課程讓我認識了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的老師，
以及視光學系學生必修課程部分內容：分鏡片研磨及鍍膜學、眼視光
初檢技術、隱形眼鏡學、配鏡學、視光儀器學、雙眼視覺學及低視力
矯正概論等。

在學習中我第一次認識到視光產業鏈中的職業及工作，例如藉由
特殊鏡片來做矯正或是輔助眼疾患者。這門課讓我更了解自己眼睛可
能有哪些問題。



第一段第三次修正後

在這份報告中，我將選修「醫學與科技」微課程的學習，簡要說明並
進行反思總結。針對眼睛的構造進行深入了解，針對眼疾患者治療時
使用的輔具親身嚐試。

學習後，我認知到：
(1) 珍惜身體的每一個部件。
(2) 用友善的眼光善待他人。
(3) 房子裡的大象需要更多的探索才知窺知全貌。



第一段第三次修正後
在學校所提供的22門微課程中，我選了醫學與科技這門課，課程

內容為醫學知識與現代科技發展的結合，其中介紹一些產品與輔具來
幫助眼疾患者。這門課程讓我對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有了初步的認識，
主要方向為視光學系學生必修課程部分內容：分鏡片研磨及鍍膜學、
眼視光初檢技術、隱形眼鏡學、配鏡學、視光儀器學、雙眼視覺學及
低視力矯正概論等。

在學習中我第一次認識到視光產業鏈中的職業及工作，例如藉由
特殊鏡片來做矯正或是輔助眼疾患者。這門課讓我了解自己眼睛可能
有哪些問題，以及與背痛的關聯，促發我透過姿勢調整來緩解背痛，
規劃每日運動來強化骨骼生長。







一而再，再而三的文字調整，

你看見了什麼？



淬煉過的文字，
遠比美編更動人。



如何操作？
從將你的作品

重組開始。



Redraw a poster



標題/主題/議題/校系 的名稱

簡單/詳細介紹內容均可，
如果是扼要說明，要讓閱讀
者看得懂。
以摘要附加關鍵字
(Abstract and Keywords)
方式呈現最佳。

使用的方法理論，例如：資
料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實
地訪查法、維高斯基的鷹架
理論、杜威的經驗與教育理
論、冰山理論、系統動力學、
設計思考…等。

第一階段結論。
以列點說明為佳。
例如：以國際教育評量規準為例－
1. 能與國外學校的學生互動（視

訊、網路平台），每學期學校
內均有學生能做到。

2. 能與國外學校建立固定的互動
教學機制。（每學期均可檢驗）

3. 能積極與國外學校簽訂姐妹校。
（以學年內簽訂之校數計算）
或有國外學校學生蒞校參訪。
（以學年計算人次）

4. 能擴大與國外學校面對面對話
式交流的學生人次。（以學年
間比較計算）

5. 能增加與國外學校教師與學生
的面對面對話式交流的內容至
教學設計、專題實作發表的層
次。（以學年計算次數）

6. …

針對第一階段結論進行夥伴
分享。（包含對話、討論之
內容記錄）

針對第一階段結論與分享討
論後之成果進行總結，以列
點式說明為佳。

請在本欄對想感謝的人寫下
致謝詞。



Redraw a poster
1

2

3

4 5

6

7



課程成果的記錄
需要回想課程內容



1
檢視「課程內容」









實作
成果

https://reurl.cc/Ld9Mk4





挑選具有
意義、能力展現、影響

的材料。



2
挑撰「學習內容」



















換你了…請問：
你會如何準備

自己的學習歷程檔案？



2條路，好好走。



學習歷程記錄的不同階段
(課程學習成果)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重新
排版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評估
能力增值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作業
排序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完成
作業

• 課本(講義)
習題

• 學習單
• 實驗記錄
• 簡報
• 口頭報告
• 繪畫作品
• 實作成品

• 競賽證明
• Google表單
• Kahoot成績
• 口語錄音
• 話劇錄影
• 程式碼
• 影片學習截圖
• 樂譜創作

• 劇本
• 食譜菜單
• 廣告單
• 海報
• 問卷
• 微電影
• ．．．
作業是最基本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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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完成作業
是記錄學習歷程的

第1步



完成
作業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作業
排序

作業可能不只一份，將作業搜集起來，
依時序或主題排序，有助於自己重新
理解學習的歷程。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 詢問授課教師
• 透過不同的結構圖思索關聯
• 畫圖，是一種練習分類、歸納、統整的過程。
• 做到這一步，學習成效往往顯著提升。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什麼What

為何Why

誰Who

何時When

何地Where

如何How

主題Subject

6W法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The Grid  九宮格法

記錄1 記錄2

核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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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The Grid  九宮格法

記錄1 記錄2

核心主題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Subject 主題 魚骨圖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問題解決表 IDEAS

I

D

E

A

S

Index 列出問題

Define 定義問題

Expand 擴展解法

Adopt 採取標準

Select 選擇與展示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時間表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事件排序表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KWL表

我知道 我想知道 我已學會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形成假設

問題 假設 預測
(如果…那麼…)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記錄
反思

自評
學習成效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 評量(考試)不是唯一評判學習成效的方法
• 學生自評

• 協助自己說出哪裡可以再加強(如何加分)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 完成上述四個階段的過程中，
往往會有許多反省思考產出。

• 用簡單的句字描述自己的反思，並記錄下來。

• 這些反思，簡單明暸，
特別適合作為學習歷程檔案的封面內容。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評估
能力增值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重新
排版

• 將檔案重新排版，加入頁碼和目錄。

• 有效提升可閱/讀性。

• 排版的方式有很多，但原則很簡單：

讓別人看得懂，且能輕易抓住重點。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評估
能力增值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重新
排版

原始資料的第一段

學校安排了一個叫做微課程的課，而我選的是醫學與科技，這個課程
顧名思義就是要打醫學的知識與現代科技發展結合，所以她主要是在
解紹一些產品或是輔具來幫助患有疾病的人，也因這課程讓我認識了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的老師，而視光學系又有分鏡片研磨及鍍膜學、
眼視光初檢技術、隱形眼鏡學、配鏡學、視光儀器學、雙眼視覺學及
低視力矯正概論等等。其中有些工作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種職業及工
作，這工作一般來說是在幫助患有眼睛疾病的人，藉由特殊鏡片來做
矯正或是輔助，所以他的課讓我更了解自己眼睛有哪些問題。



重新
排版

完成
封面

評估
能力增值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外部
評價

• 讓別人閱讀這份作業，提出回饋。

• 這個別人，可以是同學、老師、兄姐、家長。

• 多一雙眼睛能看見更多

• 外部評價與回饋是一個過程
針對他人的建議(也可能是指責)不必急於回饋(反射式防衛)，
多想想為什麼別人會提出這個建議(或指責)的動機
是更好審視檔案是否完整的方式。



重新
排版

外部
評價

評估
能力增值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完成
封面

• 至此，學習歷程檔案大體上已經完成了。

• 這份檔案就像一本書，還需要一個封面。

• 如何製作封面？
• 到圖書館或書局看看，就能理解封面如何製作。
• 看得多，就容易有想法。

• 封面的內容很簡單：
• 重點說明這份學習歷程檔案。
• 條列說明(圖像說明)學習成果。

讓人
一看就懂



重新
排版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評估
能力增值

閱讀
理解

寫作
表達

外語
能力

文書
處理

文字
創作

藝術
創作

空間
理解

抽象
推理

圖形
推理

數學
推理

計算
能力

科學
能力

操作
能力

機械
推理

組織
能力

說服
推廣

領導
協調

助人
能力



重新
排版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評估
能力增值

閱讀
理解

能理解文章的意涵與邏輯，
及所想傳達的訊息與想法。

空間
理解

能以視覺察覺特定的空間方位
想像物體在不同方位下的旋轉
樣貌。

操作
能力

用手或手指完成精細的任務，
例如抓取、操作、雕琢或組合
物品。

寫作
表達

能運用精準的詞彙、語句寫作
有效並正確地傳達訊息或想法

抽象
推理

觀察部分訊息或事物變化的趨
勢，歸納出規則或意義，產出
合理的答案。

機械
推理

了解生活中常見的機械與電子
設備的運作原理或方式，且能
組裝、調整或修理。

外語
能力

外國語文聽說讀寫能力。 圖形
推理

各種抽象的圖形或符號線索變
化的推斷能力。

組織
能力

能掌握細節、依規則有系統地
安排事務或完成任務。

文書
處理

能快速地查找與記錄資料，
妥善管理並檢核其是否精確。

數學
推理

了解數學概念、公式與推導邏
輯，用以解決問題。

說服
推廣

讓他人同意觀點、聽從建議，
進而改變看法或有所行動。

文字
創作

透過文字表現創意，如廣告文
案、口號標語、或詩詞小說劇
本等文藝作品。

計算
能力

能熟練地運用基礎的加減乘除
運算，並快速且正確地推算與
導出答案。

領導
協調

能帶領大家執行任務或為相同
目標而共同努力。

藝術
創作

透過音樂、舞蹈、繪畫、設計、
戲劇或雕塑等創造或表現，來
傳達想法與展現自我。

科學
能力

了解科學的原理原則及操作科
學事務的能力。

助人
能力

主動關懷需要幫助的人，並能
諮詢、協助他人解決困擾或完
成任務。



重新
排版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數學
推理

了解數學概念、公式與推導邏輯
用以解決問題。

評估
能力增值

如何
加分



評估
能力增值

重新
排版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針對學習成果做一個
• 未來行動方案規劃
• 重覆實踐檔案內容



對，就是這兩條路！



學習歷程記錄的不同階段
(課程學習成果)

完成
作業

作業
排序

描述
作業與課程
內容的關聯

自評
學習成效

記錄
反思

重新
排版

外部
評價

完成
封面

評估
能力增值

未來期許
(重覆實踐)



以及這4件事：
動機、目的、過程、省思。



還有3個你的價值：
意義、能力展現、影響。



高優溼地社群製



這張圖
是很多學長的心血結晶，

請用心體會！



加油！



完整且正確
認識108課綱

• 學習內涵的改變：
從學「知識」
到學「素養」

• 升學思惟的改變：
從「分數」選校
到從「志趣」選校

• 大學選才眼光改變：
從「分數」選才
到「立體化」評量人才



奠定自己的

閱讀理解
能力

• 有效閱讀：
檢索與擷取有用的訊息

• 培養形成觀點的能力，
並將觀點(看法、感受）
運用到感興趣或專長的
領域中

• 外在的學習成果表現
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打開

想學的開關

• 想學：
引起並且維持學習者
持續做一件事的力量

• 真實的學習：
緊密連結知識與生活，
讓學習是解決自己真實
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

• 定期審視記錄：
對學習與生活
定期用文字、影像記錄
並進行省思



練習好好說
一個故事

高中學習的故事

只要能展現出自己的
• 主動性
• 學習熱情
• 學習成果
• 反省思考

就是很棒的歷程檔案



數位原住民們

加油！



讓我們一起看見
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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