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高中社會科第 5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09年 10月 28日（星期三）10時 10分 

貳、 地點：簡報室 

參、 出席人員：應出席 17人；實際出席 17人（見簽到表） 

肆、 主席：許鈺苓                                    記錄：陳于娟 

伍、 主席致詞： 

今日邀請到輔導室麗英主任來跟大家分享「如何指導高中中學生充實學習歷程檔案」。 

陸、 演講內容摘要： 

今天的簡報是向今年高一學生說明的簡報，其中有加上中央大學招生組的組長從

大學端的角度是如何看待學習歷程檔案，主要是這兩部分。 

一、 什麼是學習歷程檔案 

過去的備審資料是高三下才來做，那現在是學習歷程檔案來搭配，因此繁星興推

薦跟申請入學時程會延後，那針對學習歷程檔案大家會有一個迷思，是不是強迫要做

的? 沒有強迫學生必須要上傳學習歷程檔案，那為什麼學校都要這麼認真推廣?因為教

育局會去比較，每校的上傳數量與比例，通常是排名較高的學校會上傳的比較多，在

這樣的生態裡，大家都還是需要去做，很難說學生到了高三不會用上，所以好處是從

高一就將資料都統整好，針對自己要申請入學的校系也能做較好的應對。 

二、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學習歷程檔案只用在申請入學，所以會上傳高一到高三的成績，不只看到成績數

字也會看到學生的相對表現，只有在學生進入第二階段，大學端才會看到成績，那學

習成果也不會全部送上去，而是選取三件，至多三件到二階段的校系，那多元表現的

部分是十件，很多家長就會很焦慮想辦法要湊到十件，但其實不用擔心，因為大學端

強調要從學習表現看到學生從這些成果裡面看見你學習到什麼?例如學生交了 3件大約

60分的成果，別人交了 1件 90分的成果，那大學端可能傾向錄取 90分的這位學生，

所以主要是看你的表現內容，重質不重量。那跟各位任課老師比較有關的是課程學習

成果的部分，在這個平台可以上傳每學期 20件的課程學習成果，每科目不超過 5件，

那多元表現是透過容量來限制，學生存到高三可以存到 15件左右，但講得比較慘的

是，如果申請入學時都沒有進入第二階段的話，那這些就都用不上，白忙一場。 

三、 學習歷程學習檔案上傳途徑 

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臺北市學習歷程檔案平台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四、 學習歷程學習檔案蒐集項目詳細內容 

這是學生可以上傳的部分，有學分的課程可以放到課程學習成果，沒學分的話就

是放到多元表現。 

 

 

 

 

 

 

 

 

五、 大學如何看學習歷程檔案 

 展示大學校系申請的要求表格 

幾乎百分之 90%的學校都要看自主學習的部分，比較著重在反思的部分，你從成

果學到什麼?看到什麼?所以會鼓勵學生去看自己想申請的校系所要求的內容，舉例說

明:中央電機系的部分，就有想到你修讀這些課程的原因與動機，修完課程的心得又是

什麼?那在學習成果也有寫到相關的課程，再看到政大國貿系，大學端很強調高中生能

夠把課程的基礎學習的完整，但是現在有很奇妙的現象，項是有些大學就會開設一些

課程然後加上一句會頒發證書能夠放到學習歷程檔案，其實這些都不太必要啦，大學

端想看的還是學生在高中三年來的課程學到什麼?目前大學端有去歸納出他們想要具備

什麼能力的學生，並且對應到審核的資料。 

六、 學習歷程評分系統簡介 

PDF檔與學習歷程檔案擇一上傳，學習歷程檔案會看到學生成績，保留過去的方

式，是因為對於某些從國外回來的或是自學的學生實施上有困難。那再去年有發生部

分狀況，是學生會拖到最後一天才上傳，導致系統當機。 

柒、 教師提問: 

莊美蓮老師:大學端看了學生的多元選修，會看到學生的成績分布百分比嗎?有些學生

會因為志願序的關係無法選到自己想選的相關領域的課程要怎麼處理? 

陳麗英主任:會，通常會請學生要放大檢視課程的內容，能夠與自己的科系有點關係。 

羅丹伶老師:請問繁星申請部分要看的學生成績，在校內社會組因為考科的不同導致的

類排名會有差異，要如何處理這樣的影響? 

陳麗英主任:這可能會影響到校內的排名，是校內公平性的問題，這可能是相關單位要

再去做調整的。今年在跟高一說明的時候，會特別強調國文英文只會考一次，這幾天

有新聞提到有許多學校都只採計國英數，因此國文英文顯得相對重要。 

羅丹伶老師:英聽的部分呢?採計的校系越來越少 

陳麗英主任:有滿多校系已經不參採英聽門檻，但因為有些校系仍然有採計，因此英聽

還是會考還是要注意校系是否有採計英聽的門檻，因為它是一個秤是的考試。 

盛素卿老師:那會有大學會以考多益或是英文檢定來代替英聽的表現嗎? 

那不太可能，很少會有學校這樣處理，因為需要花錢才能報考，會涉及到家庭背景的

問題。 



捌、 課程諮詢委員討論 

許鈺苓主席:目前來講的話能送出的是 12位教師去受訓，科內是 2位，那為什麼是 12

位，而不是更多人的老師都能夠去受訓? 

陳麗英主任:我有問過這樣的問題，因為沒辦法安排那麼多的容量，因此以一年當年段

的比例乘以 2倍計算，以我們學校計算則是 12位老師能夠受訓。 

許鈺苓主席:接下來 3個年級都是 108課綱，那分到的會是 17位課諮老師，一個領域

3位那六大領域會需要 3位，應該會有 18位? 

陳麗英主任:之前有討論過，國英數社自是 3位，那藝能科部分會有 2位。 

許鈺苓主席:往後都是以 1位舊的培訓老師搭配 2位新的培訓老師的形式進行嗎? 

陳麗英主任:如果以他給的比例進行的話，這樣的形式才能夠符合當年度的比例，如果

有科目出三個新的就會壓縮到別科的。 

蕭玉琴老師:已經受過訓的為什麼要留一個? 

陳麗英主任:剛剛有說過，因為每個科目只開放 2個名額受訓，所以就必須留一個舊的

繼續擔任，他有規定有受過訓的才能擔任課諮老師。課諮老師要做的事情就是入班做

班級諮詢，行政可以處理的事情我這邊就會處理完。 

盛素卿老師:有的夥伴可能會因為積分的關係，要同時擔任導師或是課諮老師，那想建

議學校，能不能夠在 110年度開始將課諮老師列入導師部分的積分?那第二個能不能老

師不同時擔任課諮老師或導師? 

陳麗英主任:目前可能沒辦法答應，要交給主責單位這可能要在導師委員會提案，如果

這個課諮老師要列入導師積分的話，可能要到導師輪替的委員會去修辦法，因為課諮

老師算是新的角色，通常會在下學期開會。 

莊美蓮老師:學校的立場好像是希望當導師的人兼任課諮老師? 

陳麗英主任:之前在規劃時候是朝這個方向，未來當導師能夠去擔任課諮老師，好處是

我們在排課諮老師是以任教班級去安排，這兩個角色能夠重疊這樣操作會比較好進

行，所以才會希望全校老師都能夠完成課諮老師的受訓。 

盛素卿老師:科內有老師可能會在往後幾年內退休，因此在安排上可能會讓其他已經受

過訓的課諮老師重複輪替，這算是一個滿麻煩的問題。 

盛素卿老師:那能不能以網路進行受訓? 

陳麗英主任:管控相當嚴格，網路操作不太容易，很難確保老師們是否有在電腦前進行

培訓。 

莊美蓮老師:那如果我們建議部分課程網路授課，這樣就不用花費兩天整的時間? 

陳麗英主任:比較困難的還是他沒辦法確保老師有沒有在電腦前認真上課，課諮老師主

要上的是課程諮詢的內容。 

李志欣老師:這樣以一個舊的老師搭配兩個新的老師去培訓的狀況，會維持多久? 

陳麗英主任:在可見的未來應該會一直這要維持下去。 

吳俊毅老師:那能不能以儲備的方式進行? 

陳麗英主任:他現在進行的方式就是有儲備的概念。原本是每年 3個新的，現在這樣會

變比較慢。 

林俞君老師:現在這樣的模式，對於較早擔任課諮老師的人不公平。 

陳麗英主任:這樣的狀況每個領域都會發生，會再去做反應。 



許鈺苓老師:那我們要怎麼產出新的課諮老師受訓人選?根據之前的方式是分科還是要

改為打散來產出? 

盛素卿老師:還是要等導師積分通過再來決定? 

林俞君老師:這個辦法要修訂可能要等到通過校務會議，沒有辦法這麼快。導師積分是

沒辦法重複扣除，所以可能要科內自己協調，所以打散來排也會有問題。 

許鈺苓主席:根據新的辦法裡面要從舊的老師開始選出，再選出新的兩位老師，那產出

的方式還是用之前的歷地公各出一位的方式嗎? 

盛素卿老師:那假如我又當導師又當道課諮老師呢?有人會替代我擔任其中一個職務嗎? 

協商很容易，但是仍然不好解決。 

范秀儀老師:還是我們先選出來，之後如果有狀況再協調。 

林玟慧老師:我們先決定要打散協調還是各科協調? 

許鈺苓主席:那打散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林俞君老師:如果有重複到職位的狀況是可以用科內自行協調的，我是建議課諮老師的

產生能夠用社會科打散的方式進行。 

盛素卿老師:但是我們科內無法協調。 

林俞君老師:如果導師的部分無法協調，課諮老師的部分可以跟所有社會科的協調。 

李志欣老師:如果像主任說的這樣一個新的搭配兩個舊的至少會延續 10年，所以如果

用史地公去分配無法完成，用打散會比較好。 

許鈺苓主席:那我們來表決一下好了，要用大科輪排序還是歷地公排序? 

【投票結果-大科輪排序:歷地公排序-9:1】決議是大科輪排序，要重新選出。 

吳俊毅老師:要重抽的話可能要等到所有老師都在的時候。 

林俞君老師:要先抽到新的排序，才能去排出舊的順序。 

許鈺苓主席:接下來就等 3個舊的老師都在的時候，從 3位舊的老師內抽出，然後等到

下星期三中午再出新的排序。 

玖、 臨時動議： 

無 

壹拾、 散會：民國 109年 10月 28日 12時 00分 

 

 

 

 



 

 

輔導主任說明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老師們認真聽講 

 

 

老師們針對學習歷程檔案提問 老師們討論課諮老師相關提案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