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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1 年開始，大學申請入學可採用學習歷程檔案為備審資料。究竟學習歷程
檔案該如何呈現，如何審查，不但高中端感到焦慮，大學端也弄不清楚。台大社會
系「作伙學」團隊接受教育部委託，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連續兩年舉辦學習歷程
檔案的審議，邀請高中老師、學生和家長，一起和大學教授討論，希望透過高中與
大學的對話，廣泛搜集「相關當事人」的觀點，針對學習歷程檔案的呈現方式和審
查原則，形成共識性的意見。我們以為，在制度變革期間，大家都在摸索的不確定
階段，我們需要「當事人」的參與，以他們真實的經驗，進行交流與對話，來界定
問題，提出解方，如此形成的政策建議與操作方法，才能結合制度與實作，理想與
現實。

兩年的審議，每年各有超過一千人參與討論，參與者的背景非常多元。高中師
生和家長，來自不同類型的學校和全台各地，包括離島地區；大學教授涵蓋十八個
學群。審議的成果，彙整了多元的意見。因此，有關學習歷程檔案呈現方式的建議，
應該可以適用於不同類型的高中學校，而審查原則，也具有不同大學校系的共通性。

2020 年的審議成果，著重在「學習歷程檔案如何呈現、如何審查」的一般性原
則。我們提出了重視核心素養、紀錄學習過程和呈現資料真實性的原則。這些原則，
後來受到招聯會的採納，而形成大學審查學習歷程檔案的「三重二不」原則。

2021 的審議，我們將焦點放在「課程學習成果」。我們邀請高中學生和老師，
帶著課程學習成果的作品，來和大學教授討論。師生們帶來了 658 份的作品。作伙
學團隊將 800 位高中師生、家長，和 350 位大學教授的討論成果，彙整成如何產出
課程學習成果的「六大指引」和具體建議。這本手冊所呈現的，就是我們彙整的成
果。這是高中端的教學實作與大學端的選才原則交融對話所產生的成果，是集體審
議的心血結晶。

這本手冊的內容包括幾個部分。我們首先介紹學習歷程檔案一般性的審查原則，
說明招聯會所公佈的「三重二不」的審查原則。接著，我們將說明如何做好課程學
習成果的「六大指引」，以及一份作品該有的理想架構。「六大指引」包括：展現
素養能力、作品需有摘要、交代作品的脈絡、突顯個人的獨特性、作品需要真實性
和作品要有重點，經過整理過後再上傳。這些指引，看來有些抽象。我們在介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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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指引」的一般的原則之後，再就每項指引該怎麼做，舉學生作品為範例，來具體
說明。 

課程學習成果的作品的類型及呈現形式都不盡相同，如果能夠符合「六大指引」
的呈現原則，即可稱得上是一份理想的作品。不過，不同類型的作品，如何做到符
合六大指引的原則，各有各的問題和挑戰。這本手冊就「學習單」、「課堂活動成
果」、「實作作品」、「實驗紀錄」、「專題報告（含小論文）」和「綜整式學習紀錄」
這六種最常見的作品類型，分別以學生作品為範例，來說明每一種類型的課程學習
成果，在呈現方式上常見的問題，並對「怎麼做才符合六大指引」提供具體建議。

這本書所介紹的「如何做好課程學習成果」的指引和具體建議，固然可以讓高
中師生們，了解大學教授審查時希望看到的重點，但這本手冊不全然是從入學審查
的角度出發。有人或許會將這本手冊看成如何做課程學習成果的「武功秘笈」。但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指導高中生做出符合形式要求的「完美」作品給教授看，而是
希望，除了協助高中端了解大學端審查課程學習成果的原則，也能對高中老師的教
學與學生的學習，有所助益。

做好課程學習成果，需要老師的引導。我們提出的六大指引和具體建議，希望
能協助高中老師，將引導學生產出課程學習成果更有效地融入課程設計，讓學生更
能認識自己、了解為什麼而學和學到了什麼，以及養成綜合整理和呈現資訊的能力。

這六大指引也希望幫助高中生以「平常心」來看待課程學習成果，不必過度擔
心「內容不夠豐富」、「做的東西不是教授想看的」。做課程學習成果有幾個關鍵字：
素養、過程、真實與獨特。真實地記錄學習和探究活動的過程，說明你的作品和課
程的關聯，為什麼要做這份作品的動機，學到哪些素養能力（如解決問題，學習態
度、邏輯推理、團隊合作等），以及呈現哪些獨特的能力與特質，就是好的作品。

這幾個關鍵字，也正是 108 課綱的核心精神。所以六大指引，深層的意義，是
希望協助落實 108 課綱的教與學。只要在教學與學習活動中，落實新課綱的精神，
就能做好課程學習成果，也就是大學審查學習歷程檔案時想看到的內容。

教育部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主持人
台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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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課綱的實施，111 學年度後大學申請入學可以「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審
查資料的來源之一。根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後簡稱招聯會）的公告，申請入
學的第二階段，一般校系採計學習歷程檔案的比例需至少達 20%1。學習歷程檔案的
目標在於呈現學生適性學習的軌跡，補充紙筆測驗無法呈現的能力與特質。同時，
以數位化、結構化與認證化的資料，提高審查資料的可信度。

相較於過去的備審資料，學習歷程檔案新增「課程學習成果」和多元表現中的
「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兩項目。這兩個新的項目究竟該如何呈現，該如何審查，
高中端和大學端尚缺清晰的指引，學生和家長也充滿焦慮。因此，建立一套較完整、
全面的「綱要指引」，作為高中學習活動和大學入學審查的參考依據，是考招新制
和多元入學理想持續推動的重點目標。

面對 108 新課綱對高中教育以及升學制度帶來的改變，台大社會系「作伙學」
團隊接受教育部委託執行「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在 109 及 110 年各舉辦 50
場的審議討論會議，邀請全臺各縣市（包含離島地區）高中端的老師、學生和家長，
以及大學端的教授一同來參與討論、溝通交流，期望能建立共識性的觀點，提供高
中端作為引導學習、課程實作和資料呈現，以及大學端作為申請入學審查的參考。

作伙學 110 年的審議討論特別聚焦在「課程學習成果」上，討論作品究竟該如
何呈現，以及有什麼具體的做法可以實踐。歷經三個月 50 場次共 1123 位的大學教
授、高中老師、學生和家長的熱情參與，蒐集到許多來自高中端及大學端的意見回
饋，以及 658 件學生的作品，成果相當豐碩。

111 年，作伙學團隊帶著 100 場審議會議參與者共同的意見與問題，與將近 70
位大學教授進行深度訪談。這些教授分別來自不同學群，且都是實際參與申請入學
第一年審查新制的教授。我們將教授審查學習歷程檔案的經驗，以及對於高中端上
傳資料的看法，彙整成學習歷程檔案的呈現建議。

本書彙整作伙學 109、110 年的審議討論成果，以及 111 年大學教授的審查經驗，
帶領大家深入瞭解，一份理想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究竟該如何呈現、有什麼具體
的做法建議，我們也會提供大量的作品範例，讓大家能有更清楚的參考依據。

 1 醫學系、牙醫系、體育系、美術系及音樂系，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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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考招新制的變革，高中老師、學生和家長，普遍感到焦慮的問題是：教授
在申請入學審查時，真的會重視學習歷程檔案嗎？大學端審查學習歷程檔案的標準
又是什麼？招聯會針對大學審查學習歷程檔案，所公布的「三重二不」原則的內容
為何？大學教授又是否同意招聯會所公布的審查指引？
　　在介紹正式進入課程學習成果的呈現指引之前，為了讓大家更清楚大學端對「學
習歷程檔案」整體的審查重點，讓我們先帶大家回顧兩年來，作伙學團隊綜合審議
討論的成果及會後問卷，針對學習歷程檔案所提出的共識性審查指引，同時也能夠
回應上述高中端對學習歷程檔案審查普遍感到焦慮的問題。

根據審議的成果，高中端和大學端對於學習歷程檔案整體性的審查重點，有三
項共識性的原則：重視一般性的素養能力、重視學習的過程和重視上傳資料的真實
性。

1
無論是大學端或是高中端，都認為學習歷程檔案的呈現與審查應重視

「一般性的素養能力」，而不是只看重學科知識。由於學測成績和學習歷
程檔案中的修課紀錄，已經可以看出學生的學科知識能力，「課程學習成
果」和「多元表現」應該著重學生在紙筆測驗以外的素養能力以及學習態
度。

同時，來自不同領域的大學教授，同樣都會看重幾項特定的素養能力，
諸如在實作過程中修正方向的「問題解決能力」、探究問題和尋找資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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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另一個共識性意見則是認為，學習歷程檔案作品，應重視呈現「學習
的過程軌跡與心得」，而非只看重成果。成果導向的作品雖然完整，但可
能看不出學生學習的動態歷程，忽略學習過程中的成長。再者，偏重於成
果導向的呈現與審查，依然存在大學端經常質疑的教師過度介入、他人代
寫等問題。相反地，若能夠更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與反思收穫」，除了
較能確保作品真實性外，也將更有機會展現出學生的學習潛能與個人特質。

為改善過去備審資料為人詬病的代做疑慮，學習歷程檔案中的課程學
習成果，增加「需經任課老師認證」的制度設計。關於教師認證，審議會
議所得到的共識是：教師須確保課程學習成果是「學生自己所做」與「和
課堂內容相關」兩項原則。教學現場的老師在過程中只要適度指導、以及
盡到提醒責任即可，不需要過度介入與修改同學的作品，學習歷程檔案的
作品要如何完成，又是否想要上傳，也應尊重學生自主性。如此不僅能幫
老師減少壓力，也能真實呈現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成果，對於來自不同學校
與班級的學生也較為公平。

程中顯現的「學習態度」，與他人共同完成作業的「團隊合作能力」等素養，
是不同領域學科都重視的能力。因此，如果學生提交給大學的申請資料，
不是每項都與申請校系有學科知識上的直接關聯，也不必過度焦慮，只要
能說明資料中所呈現素養能力，如解決問題、邏輯推理、團隊合作、溝通
表達等，符合申請校系所重視的能力和特質，也能獲得審查教授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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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聯會採納作伙學審議結論，於 109 年 12 月公告「個人申請入學備審資料審

查參考原則」，包含「三重及二不」共五點：
大學希望從學習歷程檔案的「課程學習

成果」、「多元表現」和「學習歷程自述」等項目看到學科知識以外的素養能力，
以綜合判斷學生入學後是否能夠順利學習、適應發展。
 
二 從課堂的作業、報告、活動和延伸內容所產生的「課
程學習成果」，以及彈性學習課程中完成的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這些校內學習活
動便能呈現學生的能力和特質，並不是一定得透過參加校外的活動才能展現，學生
也不必花很多心力去參加校外的活動。
 

高中任課教師在輔導學生或認證學生學習成
果時，不須過度介入學生要提供的資料內容。
 

大學重視多面向的參採，學系在審查時，
會以學生所提供的資料綜合評量，學生不一定需要每個條件都符合。
 

學生可以利用「多元表現綜整
心得」與「學習歷程自述」欄位，重視學生展現綜整性的學習歷程反思，而非只是
活動參與證明和得獎紀錄的累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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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學生基本素養所展現的核心能力：96% 與會教授同意。
重視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活動：95% 與會教授同意。
重視資料真實性及學生自主準備：99% 與會教授同意。
不是以量取勝，大學重視學生學習過程的反思：99% 與會教授同意。
不是學系所列的所有項次都要具備，大學重視多面向的參採：91% 與會教授同
意。

1
2
3
4
5

大學各學系在 111 學年度起的審查準備上，將會依循招聯會公布的三重二不審
查原則，根據學系制定的審查尺規，確定評分面向及評分標準，並與對外公告的「參
採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及「招生校系分則」一致。
　　根據作伙學 110 年審議會議的會後問卷調查結果，有超過 90% 的與會大學教授
同意招聯會所公布的「三重二不」原則。將近 350 位與會教授來自 33 所大學，涵
蓋 18 個學群，多數是各校招生專業化辦公室所推薦的「種子教師」和系主任。他們
對「三重二不」各項原則同意的比率如下：

「重視基本素養所展現的核心能力」
「重視校內學習活動」
「重視資料真實性及學生自主準備」
「不是以量取勝，重視學習過程的反思」 
「不是學系所列的所有項次都要具備」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 百分比 )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36.5

30.7

66.1

63.5

38.0

59.4

64.6

33.0

35.4

52.6

1.8

3.5

0.3 0.6

0.6

2.0

0.6

7.3

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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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即將到來的 111 年大學申請審查，高中端經常會有一個疑問是，大學教授
真的會認真看課程學習成果嗎？根據 110 年審議會後問卷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92% 的與會教授重視「在審查時，使用課程學習成果，來評估學生的能力與特質」。
且有 95% 教授同意「能夠從課程學習成果作品，看出申請學生是否具備學系重視的
特質與能力」。

另外，約有 90% 的教授同意「製作課程學習成果可以幫助學生培養 108 課綱所
重視的素養能力，以及探索個人的志向」；同時也有 80% 的教授不同意「申請入學
主要看學測成績，做課程學習成果對升學幫助不大」的觀點，認為製作課程學習成
果對升學仍有相當的助益。

您個人是否重視未來審查時，使用「課
程學習成果」來評估學生能力與特質？

學生做課程學習成果可以培養 108 課
綱所重視的素養能力

申請入學主要看學測成績，做課程學習
成果對升學幫助不大

整體而言，您認為是否能夠從課程學習
成果的作品中，看出申請的學生是否具
備貴系所重視的特質與能力？

做課程學習成果可以幫助學生探索志向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 百分比 )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 百分比 )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33.3

16.7

59.3

78.9

6.3

3.8

0.9

0.6

17.6

22.3

3.4

71.6

68.2

16.3

8.6

7.3

64.7

2.2

2.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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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在 110 年審議的會後問卷調查了與會的大學教授認為，在課程學習
成果的呈現方式中，有哪些項目是最重要的。如下圖：

其中「展現學習到的核心素養能力」是大學教授最重視的項目，根據統計有超
過 70% 教授希望看到學生在作品中呈現素養能力，而在這之後排名前六的項目依序
為：「二、要有脈絡性，說明課程的內容製作動機」、「三、要有摘要，說明作品
所要呈現的重點」、「四、要具體舉例說明學習心得和收穫」、「五、要能顯現出
學生與眾不同的獨特性」，最後是「要能顯現出作品是學生自主完成的」與「如果
是團體報告，要能顯現出個人的貢獻」兩者並列第六。

綜合審議討論與問卷調查大學端最重視的呈現內容，以及各身份參與者在審議
會議中的討論成果，我們整理出如何製作一份完整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的「六大指
引」與「理想架構」，並將作為下個章節的主題，正式帶大家進入本手冊的主要內
容——課程學習成果，究竟該如何呈現。

展現學習到的核心素養能力
要有脈絡性，說明課程的內容製作動機
要先有摘要，說明作品所要呈現的重點
要具體舉例來說明學習心得和收獲 
要能顯現出學生與眾不同的獨特性 
要能顯現出作品是學生自主完成的
如果是團體報告 , 要能顯示出個人的貢獻
詳細記錄學習的過程和執行的步驟
展現學習到的學科知識
要能與生活情境結合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 百分比 )

73.1

70.2

67.3

57.0

44.2
37.1

37.1

35.1

31.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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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 110 年的審議討論及會後問卷調查的成果，我們針對課程學習成果的呈現
形式，以及大學端的審查原則，提出了六個主要的指引，幫助高中端瞭解該如何製
作課程學習成果，也協助大學端瞭解該如何來進行審查。

2
培養學生一般性的核心素養能力，是 108 課綱的重要精神，因此建議

大家在作品中要透過舉出具體的事例，展現自己所運用或學到的素養能力。
像是透過詳細記錄學習或作品製作的過程去呈現解決問題的能力；或是在
心得反思裡寫下個人的想法，呈現批判思考以及邏輯推理的能力。另外其
他像是團隊合作、公民素養、溝通表達、自主學習等素養能力，也都是絕
大多數的科系重視的能力。

1
因為作品的篇幅有限，同學在整理課程學習成果時，要挑選自己有興

趣、有意義，或做得較有把握、最能展現能力的主題，且盡量在「在最短
的篇幅中，呈現出最好的內容」。舉例來說，一份作品若超過 10 頁，也許
就能思考一下如何微調內容或架構，協助教授快速掌握作品的重點。如果
作品中包含多主題、多單元的內容，也記得要說明主題之間的關聯性，以
及放在同一份作品中的原因，讓整份作品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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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在整理作品時發現，有部份同學製作的作品內容雖然豐富，但卻

沒有在開頭說明作品的重點，這會讓教授們摸不著頭緒。因此，建議大家
在作品的開頭要放上整份作品的摘要，內容可以包含：課程進行方式、選
課或研究動機、學習過程、學習方法與收穫、心得反思。摘要的目的是讓
大學教授可以很快地認識這份作品，因此篇幅只要一到兩頁，簡要地指出
作品想要呈現的重點即可。

4

5

參與者帶來的作品中，經常發生的另一個狀況是：沒有好好交代作品
的來歷。很多作品會把課堂的作業或口頭報告的簡報檔直接上傳，沒有經
過說明作品的脈絡。教授一點開作品看到的是心得反思或製作過程，但卻
沒有看到這是出自哪一門課程、製作動機等作品資訊，就會不知道這份作
品在做什麼。

因此，建議大家要在作品開頭說明「這是什麼作品」以及「為什麼製
作」，除了放上作品名稱、課程名稱及課程單元，說明作品與課程的關聯
性外，也要寫出挑選作品主題或製作這份作品的動機。

作品是教授認識學生的機會，一位教授通常要審查很多份學生的資料，
「看起來都差不多」的作品容易讓他們感到乏味，若能在作品中展現個人
的獨特之處，就有機會從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

因此，建議大家在作品中強調自己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在作品中
呈現從自己的興趣或生活經驗來發想作品的主題，或是勇於提出個人的想
法、對資料詮釋的獨到見解，甚至是將探究結果延伸應用在日常生活，這
些都可以具體展現個人的獨特性。獨特並不代表一定要表現得過於常人，
重點是要呈現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個人特質。



14

作品的類型及呈現形式都不盡相同，不過如果能看出符合上述六點通則性的呈
現原則，即可稱得上是一份理想的作品。

6
教授都希望能透過作品認識學生，但有一個前提是，教授會想知道作

品的哪些部分是學生發想的，哪些部分是任課老師給的。因此，建議大家
在製作作品時，要將引註資料標示清楚，說明哪些是引用蒐集的資料，哪
些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說明哪些部分是從老師教的課程內容額外延伸的；
如果是團體報告，要記得說明自己在團隊中的貢獻與個人想法。除此之外，
也要盡可能完整地交代製作的過程，說明越是完整，越能說服教授「這是
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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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六大指引」之外，根據審議會議的討論內容，以及會後 600 多份作品的
統整分析，我們發現高中老師、學生所帶來的作品，依作品類型的不同，各自會有
經常缺少的部分，但卻是一份完整作品的架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以下將說
明理想的作品架構，究竟需包含哪些重要的部分。

二

作品開頭一定要放上標題，才能讓人快速掌握作品的主題跟類型，
同時也需要放上製作者的姓名，以及標示作品是產自於哪一堂課。

作品正文是整份作品的重點，包含作品製作的「過程」與「成果」，
教授會想從中看見學習成長與素養能力的證據，因此過程與成果兩者並
重，而且缺一不可。

在開頭放上摘要，可以讓教授快速地認識這份作品，簡要地交代你
在這份作品中最想要呈現的重點與亮點。

作品說明，目的是要向讀者說明作品的脈絡，包含動機、作品與課
程的關聯性等，通常會放在摘要之後，正文之前，也能適度地融合在摘
要之中說明。無論是哪一種，重點是要讓審查教授認識作品的背景脈絡。
這是一個同學們經常忽略，但卻十分關鍵的部分。

一份完整作品的架構，應該要有五個要素，包含標題與姓名、摘要、作品說明、
正文、心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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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向大家說明了製作課程學習成果的「六大指引」，以及「理想的作品架
構」，希望能讓大家對於一份完整作品所需具備的要素有基本的概念。而後續的章
節，將會循著六大指引提出的重點，依序分享各個重點該如何呈現，並搭配具體範
例說明，讓大家能有明確的參考依據。

據審議的討論紀錄，參與者對於心得反思的編排方式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也沒有哪個的觀點就一定正確，因此我們幫大家整理了審查教授期待在不同的
編排方式中看到的內容，大家可以依據自己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來決定要如何
編排心得反思：

若將心得反思放在「正文之前」，優點是可以預先提示審查教授想要在
作品中呈現的學習收穫與素養能力，讓教授在閱讀內文時不用再花心思
去推測。但必須注意要先交代作品的脈絡，避免讓教授還不知道作品的
內容，就先看到反思心得。
將心得反思穿插在「正文之中」，則能夠鋪陳自己在產出作品不同階段
的心路歷程，適合分多個階段或多主題的成果，可以在每個階段或主題
的段落後面，補充自己遇到什麼困難、用什麼樣的策略去解決。最後，
在正文的結尾加入對整份作品的心得反思作為總結。
將心得反思放在「正文之後」，符合一個正式研究報告的邏輯脈絡，並
且在瞭解整份作品的動機、過程之後，再閱讀反思心得會更有共鳴。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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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09 年五十場審議活動的討論，以及教育部公告的大學審查三重二不原則，
呈現「學習過程」與「一般性素養能力」是大學審查學習歷程檔案基本的原則。學
習過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展現個人的一般性素養能力與學習態度，而這樣的
能力是無法從學科測驗分數和修課紀錄看到的。舉例來說，自然科的學測成績代表
的是同學對自然領域的學科知識的理解，至於如何在實驗失敗時解決問題、如何查
找合適的資料、正確地判讀數據等等，很難在成績中呈現。
　　然而，怎麼在一份課程學習成果中呈現「學習過程」與「素養性能力」，一直
困擾著高中端的學生及老師。因此，作伙學團隊整理了 110 年五十場審議活動的討
論成果，針對學習過程的「內容」與「寫法」給予建議，希望能夠幫助同學們透過
這些指引找到一些製作作品的靈感。同時，我們也透過作品實例，說明素養能力如
何能夠融入學習過程，適切地在作品中呈現：

每一位同學都擁有一段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學習經歷。就算是上同一堂課、
研究相同的主題，甚至是做同一份報告，彼此間也會因為分工、個人經驗、學習方
式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歷程。如果作品只放上最後的成果，就很難讓審查教授看到
屬於自己的學習過程。相反的，同學們可以思考自己在學習或是製作作品時，分別
做了哪些努力與嘗試，以及在學習過程中的心得反思與收穫。接著，我們將會向同
學們說明，如何能夠在事前準備、執行、事後整理三個部分，呈現出學習的過程。

1
課程學習成果是由課程活動所產生的。進行學習活動之前要準備的內

容，會依據活動的性質和學習目標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規劃，也可能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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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些原因而有所調整。這些規劃和修正的過程，都可以是呈現的元素。
像是實驗前如何設計實驗組和對照組、挑選適合的實驗器材；提升英文能
力前要怎麼找到好操作的聽力 APP；做報告前事先蒐集了哪些資料，寫小
論文前又是怎麼樣形成探究的主題。無論內容為何，重點是要清楚地交代
這些準備的內容與過程，如何能夠幫助自己回答問題或達成目標。

像是這位上傳專題報告的同學，當初在選定主題時，利用心智圖歸納
關心的問題，並將這些關懷重組成幾個大問題，發現句子間都恰好以國家
作為主詞，與組員討論後，決定探討少子化現象的國家差異。這個例子就
很清楚的記錄了學習主題的成形過程，逐漸聚焦欲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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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像這份作品，這堂課最終的目標是要同學產出繪本，雖然看
得出事前準備的內容是應老師的要求，但是同學仍先透過閱讀既有的繪本，
認識故事的主旨、分析人物的象徵、熟悉版面的編排，熟悉繪本產製過程，
提供了同學一些做繪本時的必要資訊。

這位同學則在挑選解剖的動物時，額外記錄了怎麼尋找資料，也從生
理學、解剖學、血流分布等不同的面向多方評估，最後才決定解剖豬隻而
非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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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題目或目標是由老師設計，又或者像是心得評論、綜整式學習紀錄等偏重
事後統整的作品，比較缺乏可以書寫事前準備的材料，同學也不用過於焦慮。每個
學習階段一定都擁有值得記錄與發展的經歷，重點是呈現印象最深刻或最具啟發性
的過程即可。

2
正式開始進行學習活動、實行計畫後，無論最後成果的好壞、成功或

失敗，只要對自己來說是重要，或是特別有感覺的學習經歷，都可以呈現
在作品中。像是如何透過網路平台、報章雜誌查找資料，來回答學習單的
問題；做實驗時又是怎麼樣控制變因，調整器材的位置，讓實驗數據更加
精確；甚至是記錄自己進入田野現場、訪談當地民眾遇到的趣事等等，都
能夠讓審查教授感受到同學們的學習熱忱，也有助於同學回顧學習的收穫。

不過，對專題類型的作品來說，為了顧及應有的格式架構（例如小論
文的格式），並且須聚焦在回應研究問題，在呈現執行的過程上可能會有
其限制，建議可以適度將內容結合到摘要或心得反思中來呈現，讓審查教
授看見過程的亮點。 　　

另外，學習的過程中也許會遇到一些困難或挑戰，但是不用擔心審查
教授看到會因此扣分。就算實驗失敗了，研究成果不如預期也沒關係，只
要能夠具體記錄在「哪部分」、「什麼階段」遇到困難、如何應用已知或
新學到的知識制定策略解決困難，或是基於什麼原因選擇了替代方案，都
能夠呈現個人的學習過程，凸顯自己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另外，要特別提醒同學，如果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尋求老師或同學的協
助，也要記得自己回顧原本的做法為什麼錯誤，以及老師或同學提供了什
麼提示，自己又怎麼實際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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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同學雖然提到解決實驗失敗的方式是詢問指導老師，但有補充是
因為不夠了解染色劑的性質，才會錯將染色細胞核的亞甲藍液拿來染色液
胞。像這樣的說明不會讓審查的教授覺得解決方式過於空泛且理所當然，
也可以讓教授看到同學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SELF-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List 1:  ✔
List 2:  ✔
List 3:  ✔
List 4:  ✔
List 5: " " ✔
List 6:  ✔

List 4: 
      
    

List 5: " "
      
    
    

     
         
       
       
       
       
     
         ——
       
       
       

List 6: 
      
    

// 重點栽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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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這份作品，這位同學除了放上他的素描畫作，也在右方說明自己
在了解 4B 炭精筆的特性後，利用小技巧繪製背景。在繪製的過程中，同
學也發現桌面過於平滑致使圖像立體感不足，決定將其更換為木桌，改善
原本的不足之處。

而這位作者則是詳述了他們在培養實驗用渦蟲遇到的困難，從捕捉到
養殖，過程中跑了不同間水族賣場，也試著到溪間捕捉，查找資料、詢問
有經驗的學長後，才終於找到渦蟲，並以適當的方式養殖，解決當下所遇
到的問題。

5 
 

心路歷程 

 在研究伊始，還未踏入這片領域的我們，只覺得有一年多的時間，搗鼓出一份研究報告

應該不難，因此僅抱著旅遊的態度瀏覽著歷屆學長姐們的作品，還沒有切身的體會，自然難

以理解學長姐們的實驗設計和發想。等到了決定題目時，我可以清楚地記得那時我是毫不猶

豫地向同伴推薦渦蟲，那時我認為以電擊訓練渦蟲記憶的實驗十分有趣，便想將其繼續推展，

同伴聽了之後也十分感興趣，於是在別人還在苦惱時，我們就已經超前一步定下了主題。然

而，接下來才是惡夢的開始，首先我跑遍了新竹大大小小的水族賣場，都沒能找到獲取渦蟲

的管道，後來決定到頭前溪用豬肝一試，卻發現水質汙染得有些嚴重，以致注重水質的渦蟲

幾乎不存在。好在後來發現有一篇學姊的研究中註明他們是在竹北魚中魚獲准捕抓渦蟲的，

這才解決了燃眉之急。不過，渦蟲抓到了，卻養不活，就是第二個面臨的魔王題了。明明有

著頑強的生命力，是許多水族業者的頭痛敵人，但放在我們這裡，卻是死傷慘重。我們一開

始用魚飼料進行餵食，卻發現渦蟲的興致並不高，幾經嘗試和查詢後，我們改以生蛋黃餵食，

雖然渦蟲變得活躍許多，但在換水時卻常常有渦蟲深陷蛋黃中救不出來的情況，所以在學長

的推薦下，我們最終才找到最適合的食物…...豬肝，不僅渦蟲愛吃，換水時水質也不會混濁，

十分便利。但是解決了食物問題，還有另一個危機，那就是濾水機。過強的吸力會使附著在

底部的渦蟲被捲入機心內，過弱則無法起到濾水的功能，我們以一次全軍覆沒為代價，才找

出了解決方法…...石頭，在底部放置一些石頭，能夠讓渦蟲吸附在石頭背面，抵擋吸力。這樣

一來，才算是終於踏出了研究的第一步，完成了一個完整的解決問題的流程。日後當然也有

許多像當時所面臨的窘況，我們的生活也就不斷在跌倒與爬起間輪迴，此處便不再一一贅述

往後的諸多麻煩，僅取其一作為代表，象徵著在踏出這一步後的我們已經開始成長的事實。 

 默默的關上手機，雖然比賽結果公布後不如預期，心情卻意外地平靜。沒有太多的虛榮

心，也沒有任何不滿的情緒，在經歷這一切過後，去爭這個名分都顯得那麼不值，人生還有

好長一段路，只要確保自己仍是向前進，這就夠了。這一年多來的獨立研究，學到的是科學

的實踐和理想與現實的交織夢，譜出一份曼妙悠遠的樂章，伴我人生長長久久。 

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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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後整理是學習的另一個重要階段，且很容易被忽略。同學們不僅要

整理過程中所汲取的成果，也要將內容彙整成適合呈現在作品中的模樣。
但如果這些過程不適合於正文中呈現，也可以在正文之後編排額外的段落
書寫，又或者是將其融入心得反思。

另一種呈現過程的方式是，說明自己怎麼「整理」習得的知識或收穫，
以得出最後的結論或成果。舉例來說，同學寫到自己將訪談時的錄音檔整
理成表格，找到故事的共同點與相異處，以回答最初的提問。

又或是像這位同學，為了想要加深對小說流變的朝代、體裁、代表作
品的印象，將課程內容與額外尋找的資料統整成表格，以利之後複習，很
好地記錄了自己怎麼整理學習到的知識。

 

 

這張圖片是有關小說

流變的朝代、體裁、

代表作品、和其他補

充的相關知識進行統

整所做的表格，統整

成表格除了可以方便

之後複習外，在將資

料統整製作成表格時

也能夠考驗自己對相

關知識的熟悉程度。 
 

 

連連結結「「生生活活化化應應用用」」：：  

觀觀看看蒲蒲松松齡齡《《聊聊齋齋》》一一書書

後後與與改改編編故故事事的的電電影影《《畫畫

皮皮》》相相互互參參看看，，從從中中連連結結

古古典典小小說說的的相相關關題題材材，，嘗嘗

試試歸歸納納、、比比較較小小說說與與電電影影

情情節節取取材材的的相相同同或或相相異異之之

處處。。  

相相同同之之處處：：    

不論是文本或電影情節，

都清楚傳遞出妻子對丈夫

的愛，表露出中國舊時傳

統的賢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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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作品的過程中所做的用心與努力，同樣可以記錄下來，附在內文中，以
呈現想要讓教授看見的能力或特質。像是聽講時隨手做的筆記，如何在系統化、條
理化之後，整理成一份較正式的演講心得報告。學習單則可以在整理時說明放上訂
正過程的原因；課堂的口頭報告記錄修改用詞與內容編排，重新組合報告內容的過
程。另外，若是一門課有多單元、多主題的學習成果，可以解釋怎麼把不同內容綜
整在一起，或是在綜整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式。

像是這份作品主要是在探討疫情期間限制醫護人員出境的法律正當
性，作者在文末提及他如何修正在比例原則的分析疏漏，以及發現作品誤
植錯誤資訊後，著手進行訂正，希望藉此展現逐步修改作品的學習過程。
另外，同學也特別說明在整理成作品上傳時，除了修改正文外，也加上了
「修改」的大標題，具體呈現製作這份報告的經驗，希望能讓審查教授了
解自己的用心。

我們在前文中提供了一些在事前準備、執行、事後整理階段呈現出過程的指引
與範例，供同學們參考。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過程、細節，都要放入課程學
習成果，否則容易變成流水帳。相反的，只要挑選能夠呈現個人特色與能力的重點
呈現，清楚說明這些學習的過程對個人的重要性，就能夠讓課程學習成果有豐富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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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之前已經稍微對此議題有了解，因此我腦中已經有個大概的藍圖，知道該查找哪些相關的大

法官解釋、法條、法律原則等資料，也就能夠較嚴謹地呈現報告了。關注、討論、思辨時事議題，是

做為一位公民不可缺乏的素養。倘若我總是對社會大小事不聞不問，總是選擇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

多想也不多看的話，自然無法這麼快地找到研究的素材，也可能因為平時缺乏思考的訓練，而讓這篇

報告變成一篇內容貧瘠、思考不夠全面的胡言亂語。這次報告確實讓我更知道公民素養的重要，但我

在做報告的過程中，仍感受到知識的不足，尚需輔以大量的新聞報導與社論才能知道這個議題的癥結

點在哪，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如果我再更密切關注時事，並時時學習相關知識，這次的報告應

該可以更加完整且有效率地被完成。 

 

  在寫報告的過程中，由於資訊量太龐雜，我常常會打字打到一半就忘記自己的思路是什麼，看文

章要看個兩、三遍才能看懂，原本靈光乍現，想到可以確切表達我的想法的字眼時，卻又在輸入那一

刻突然忘記；這些算是我一直都有的老毛病了。反應力遲鈍、記憶力差導致邏輯推演的過程進行得很

不順利。面對此一問題，我想只有在日後多加練習才能改善了。 

 

肆、 修改： 

 
  在完成報告，給老師批改後，老師提醒我應再針對限制醫事人員遷徙自由之行為加上比例原則的

分析。儘管我在第四大題的分析中已經有提到了關於比例原則的「適當性」的分析，卻沒有進一步分

析此行為的「必要性」與「衡量性」。多虧老師的提醒，我重新將比例原則的三項特性的分析統整在

第四大題的「比例原則分析」部分，讓整個分析更貼近主題。 

 

  另外，我再次閱讀全文後，發現有些地方誤植了錯誤資訊，像是我在佐證《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 1 項所定「必要之處置」規範範疇，應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條中的「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範疇相同時，誤以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就是以《傳染病防治法》作為法源依據而設立的，便順理成章地認為此推論成立。後續勘誤的

過程，我將誤植的那段錯誤資訊刪除，並修正我的邏輯推論，使整段推導仍保持合理且通順。 

 

  我在正文的第四大題內添加了小標題，並在每段的重點文句上畫上黃色背景，使閱讀者更輕易地

看出內文的結構。除正文的修改外，我還加上了「大綱」、「摘要」、「心得與反思」、「修改」等部分，

使整篇報告能更具體呈現我製作這份報告的經驗、學到了什麼、與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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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作課程學習成果時，除了構思學習過程可以包含哪些內容外，仍有許多呈現
的注意事項。特別是要多具體舉出實際發生的事件，補充學習過程中的細節，減少
空泛無法證實的描述或收穫。這樣的做法不僅能凸顯個人特質，對審查教授來說也
更有真實性。以下，我們幫大家整理了三項寫出「具體」學習過程的寫法建議：

1
敘述過程時可以用時間軸方式呈現，除了要注意前後文的連貫性，也

要在作品中解釋前因後果。如此一來，不但能夠幫助自己梳理學到的知識
與收穫，也能同時展現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舉例來說，我「為什麼」選
擇 A 主題，我會如何做 A 主題 ......，但「因為」遇到 ...... 問題，「所以」
試圖換成 B 主題，「不過因為」遇到 ...... 限制，「最後」選定 C 方案。

像是這份實驗記錄的敘述，就可以看到學生「因為」找不到乙烯，「而
且」該物質調配不易，「所以」轉而用可取得的成熟香蕉，取代原本無法
獲取的乙烯來源。呈現出個人如何能夠在面對實驗困境時，選擇適當的替
代方案解決遇到的困境。

問題解決及心得 

第一次自己設計一個完整的實驗，雖然目前還沒有時間測試是否可行，希望未來學測結束後能有

機會實作，藉以增強不足之處。 

設計實驗初期的瓶頸：在剛開始構思實驗時遇到了「找不到提供乙烯的來源」這個問題，雖然知道

農夫們會使用乙烯利當作來源，但是對我們來說取得及調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就轉了一個

方向思考，想到成熟水果也會產生乙烯氣體，因此就決定拿成熟的香蕉當作乙烯的提供來源。 

實驗材料的不同：自然界中的東西並不是人類能輕易掌控的，因此實驗中所需的綠豆苗每株都不一

樣，有些比較高，有些比較瘦。為了實驗的精確度，我選擇多種一些，然後從中選出 8株外型相似

且生長天數相同的綠豆苗，以免外型或是生長天數影響吸收乙烯的能力。 

心得：從構思實驗的大綱，到細想每個步驟可能出現的問題，這份實驗設計的過程讓我學到細心思

考以顧全大局，每個動作會不會與其他事情衝突、淘汰的香蕉該怎麼辦、植物幼苗該自己種還是

去買現成的，每個步驟都是經過思考後才做出的決定，雖然稱不上是完美，但也是嘔心瀝血之作。

每次在課本上看到別人設計好的實驗都會不以為意，認為只是設計一份實驗誒什麼難的，但自己

動手作過後才知道原來一份實驗的背後有那麼多要仔細思考的細節，大到實驗名稱，小到各項材

料的狀況，每一件事情都要越精確越好，以免因為一點小誤差而毀掉精心設計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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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中的舉例除了要注意邏輯性之外，也可以善用「比較法」凸顯個

人在中習過程中的成長。像是比較學習前後、活動參與前後、實驗前後的
差異，藉以解釋如何能從會到不會、不熟練到熟練、失敗到成功、沒興趣
到有興趣等歷程，帶出在學習過程中獲得的收穫，以及心得反思。

舉例來說，這位同學藉著比較三次與同學輪流更換測驗項目的跑台經
驗，帶出自己對於種子有更多細微的觀察，也提出在過程中看到糙米、白
米、胚芽米在脫殼程度的細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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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學製作課程學習成果時，既要能夠呈現學習的過程，也要記得將在

課堂中學到的知識、能力、收穫放在作品中。假如只是放入未整理過的學
習過程，內容很容易失焦，淪為純紀錄式的流水帳，既不利閱讀，也不容
易凸顯自己的特殊之處。因此，審議討論的共識是要盡量取得兩者間的平
衡，忠實記錄自己的學習過程外，也要呈現反思心得與收穫，讓審查教授
看到個人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力有所增長。

舉例來說，這位同學實際擔任辯論活動的觀察者與辯論人之後，提到
辯論人的經驗讓他學到快速抓住論述關鍵字與反方論點，正確回應反方論
點。這就比較能說服教授這位同學是真的有經過努力，且思考與反應有所
提升。

• 不同角色的收穫
�� 觀察人
當觀察人時，我學到專注聆聽跟快速筆記抓取關鍵字的能力，
第一次辯論完全來不及，記到的筆記超有限，但到了第二組辯
論的時候筆記到的東西變多了，而且內容也比較完整。

�� 辯論人
當辯論人時，我覺得我學到了快速思考及反應的能力，當別人
問到問題時要很快的將現有的資訊、想講的東西歸納講出，我
覺得很有難度，另外我也學到截取關鍵字的重要性，在聽反方
論述時要很快的抓出他們有問題的點，且不會讓對方覺得你曲
解他們的意思，並想好要如何問出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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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同學則是舉出自己在公民課實際嘗試投資模擬時，親身體會市
場上的資訊不對等，很容易影響散戶最終獲利。這兩份作品都是利用學習
過程的具體事例帶出學習收穫的經典案例。

介紹完學習過程可以涵括的內容與建議的寫法之後，或許大家還會有這樣的好
奇：學習過程與審查教授重視的能力，需不需要分開來呈現？事實上，根據我們目
前蒐集到的作品以及審議現場的共識，答案並沒有那麼絕對。看似抽象的一般性素
養能力、學習態度，同樣能夠以不同的形式融合在學習過程中，用學習過程說服審
查教授個人能力有所提升。

審議現場的參與者經常會提問素養能力十分抽象，不確定該怎麼呈現才是恰當
的。實際上，素養能力的呈現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在學習的過程中，每個人多少
都能學習到一些有別於學科之外的能力。適度地將習得的能力融入學習過程，既能
夠避免空談之嫌，也能夠增強學習收穫與學習過程的連結，提高作品的說服力。

舉例來說，當學生遇到瓶頸或挫折時，不逃避問題，反倒尋找適切的方法，試
圖修正問題，其實就能夠很好地佐證自己有問題解決的素養性能力；又或者是說，
同學時常會提到團體報告遇到組員搭便車、分工不明確、溝通不良等問題。如果能
夠減少抱怨式的書寫，明確地呈現在哪些議題上意見分歧，運用何種策略協調，協
調過程中各方如何妥協與凝聚共識，就比較能夠說服審查教授，自己在團隊合作的
能力上有所增長。

  而基本面在股票市場中佔有相當的地位，藉由基本面的分析來觀察公司是否成長，是否有潛力進而對其進行

投資，報章雜誌、新聞所常提及的:如 EPS﹐本益比﹐毛利率等......，皆是基本面的一部分，上述的專有名詞皆是

由財務報表衍生出來的財務分析，因此在財經媒體在報導出這些專有名詞時，我能夠了解名詞的定義，以及其

代表的好壞訊號。 

  

學學習習成成果果::II..精精進進學學習習力力((延延伸伸新新聞聞與與科科技技資資訊訊素素材材))  

筆記、照片、學習成果說明 

  

       

       
公公 所所學學 :資資訊訊 對對   

這部分是對 表中的 一 ，我所學習 的是 財經 的 、以及財報的基本 及 。

我 經常 財經媒體報導 的 利 ， 相 的股票，而 分 的

出時 、 ，這時 能 成 ，這這 成成了了 、、 力力，， 的的資資訊訊 對對 ，， 是是

公公司司 部部 ，， 報報 、、 、、 是是 的的時時 ，，對對 是是 分分 的的。。我的 中

有 相 的 ， 一 ，比對相 ， ， 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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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大學教授較重視的一般性素養性能力，前四
名分別是解決問題、學習態度、邏輯推理、批判思考。建議同學們可以參考三面九
項的素養能力，想清楚自己希望凸顯的能力，並在做完作品後，回頭檢視作品內容
是否有展現自身「運用」與「獲得」的素養能力。不用多、選擇性撰寫一兩項即可。
呈現方式也很多樣，可列點、集中在同一頁撰寫、亦或是融入在內文中。但須注意
一定要有具體事例、證據佐證，否則會有空泛、無說服力，甚至是真實性的問題。

像是這位學生為了要處理無法將韌體與程式檔案連接的問題，先是借
用同學的韌體，排除程式出錯的可能性，接著向指導老師請教問題，取得
閒置中的韌體，最後成功地突破了機器人無法運作的瓶頸，即能夠看出同
學在學習過程中展現推理、應變與解決問題的素養性能力。

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法0055..

韌體與電腦連接出現問題

在期中的一次練習，
我與組員修改了上次編寫的程式，欲將韌體連接至現在的程式檔案時，
無論是使用USB線連接，抑或直接以藍芽連接韌體，
皆無法使韌體成功連接程式檔案。

在以不同方法多次嘗試連接，確認幾個可能的問題點後，
我們先向附近同學借用韌體，發現其他韌體能與我台電腦正常連接，
於是向在一旁的老師求助，詢問改善韌體問題的方式，求助無解後，
我們向課程指導老師描述此問題，得知或許是該韌體故障，
拿到閒置中的韌體，暫時解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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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這份作品選擇將習得的素養性能力，以列點方式集中在一
個頁面，這能夠讓審查教授一目瞭然個人於能力上的斬獲。
我的探究反思 P.16

落日後餘暉 法規好用嗎？

前陣子很常看到「落日條款」這個名詞，也很好奇是什麼，剛好
透過此次的探究，了解到高雄有頒布管理夜市的自治條例，也解
開我的疑惑，但也發現到落日期限一延再延。再細看申請合法的
條件，要攤販自行成立管理委員會、取得多數住戶同意等，對於
他們而言，若沒有政府介入協助，會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畢竟
這類流動攤販，平時就得到四處各地求生計，要撥出時間和住戶
協調，是較為困難的。

資料分析—攤販求利、住戶求安寧乾淨、政府居中

夜市雖聚集許多攤販，方便吃喝玩樂，但對當地住戶而言，夜市
帶給他們髒亂的環境，噪音、食物氣味、車道擁擠等外部成本都
由他們自行吸收，實在不大公平，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接受。

不過瑞北夜市最後並未獲同意設置，理應搬遷到其他合法場地，
但攤販卻又回流。探究其原因，一是轉介到合法的凱旋攤集場，
生意卻是差距甚大，沒有利潤；一是政府並沒有強硬執法，因為
夜市問題背後還有很多因素影響著，並無法說趕就趕，加上瑞北
的攤商、住戶各有表述，仍無法平衡。

個案反思—鄰避效應、環境人權

我從此次探究發現，居住權、環境權等第三代人權的爭取，聲浪
是逐漸上漲，這能和「鄰避效應」呼應，大家會喜歡逛夜市，但
很少人會願意夜市設置在我家正旁邊，畢竟它帶來的種種外部成
本，對於住戶來說，是大過於效益的，當長期須吸收這些成本，
就顯得不那麼正義。

因此，除了政府要更加積極幫助協調，我們都應該尊重每個人的
環境權、居住權，且要漸漸習慣消費模式的轉變，可能會從街邊
型夜市轉成有相關處理設備的定點夜市。當然，這或許會讓在地
夜市變得「不那麼在地」，但這又和臺灣整體夜市文化的形成有
關，是另一個探討方向了。

能力與過程反思—思考模式更多元清晰、
嘗試視覺化與生活化呈現成果

此次公探我是獨立完成，雖然要花更多心力整理，不過自己的想
法能夠更精確地展現；適時地與同學、老師交流，也讓這份成果
有了更完美的一面。

同時，我也從各種角色帶入去分析，獲得不同的視野，能讓立場
更加客觀，並以生活經驗融入個案，有更深刻的體會，且思考模
式有更不同的轉變；了解法規運作後，除了嘗試用流程圖去簡化
文字，也開啟另一波對條例的反思，像是申請條件是否可行？是
不是哪邊怪怪的？這些都讓我有了更深廣的想法。

在成果的呈現，因為沒有限定，我以歌詞改編演唱的方式輔助，
想表達在夜市的住戶、攤販兩大對立面的心聲，算是在疫情期間
無法實際訪問，另類的創意表達吧！也希望讓讀者印象更深刻。
如果可以，期待能實際走訪夜市的日子也早點歸來！

總而言之，此次探究讓我有了更清晰的思考脈絡，也使我重新審
視之前所做的報告，亦啟發我對社會、法規的多一點好奇，期望
有更好的能力、知識之後，能為這個社會多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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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與素養能力呈現的方式十分多樣，並沒有標準答案。重點是要能清楚
地呈現學習目標、學習方法、學習歷程、學習收穫與心得反思，讓審查教授看到自
己做了哪些努力。再者，也不是只有完美的成果才能上傳，學習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失敗的經驗同樣可以記錄。善用舉例、描述細節的技巧，盡量不要使用抱怨式、流
水帳式的書寫，要轉化成對過程的反思。只要掌握上述幾點呈現原則，就能夠清楚
地呈現學習過程。另外，也可以將看似抽象、難以呈現的素養能力與較為具體的學
習過程融合，說服審查教授自己在學習的道路上能力有所增長。

最後，要提醒同學們，本章節雖然提供許多內容、寫法建議，協助同學們找到
呈現過程的切入點。但是交代過程並不代表所有的內容與學習階段都需要呈現，內
容過於龐雜反倒會讓作品失焦。過程描述比較像是佐證，用於解釋這些經歷對自己
的啟發，重點還是應該要放在個人的「反思心得與收穫」。

另一種方式則是像這份化學報告，將習得的資料查找能力，融合在內
文中呈現。

20705 邱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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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鉻黃(PbCrO4·xPbSO4): 

  全稱為鉛鉻黃，顏色如其名為黃色(介於檸檬黃和深黃間)，目前主要用於工業顏料的使

用。主要成分為鉻酸鉛和硫酸鉛，而隨著鉻酸鉛含量的增加，含量越高，顏色就越深。就顏

色深淺區分可分成五種，分別為檸檬黃(PbCrO4·PbSO4)、淺鉻黃(5PbCrO4·PbSO4)、中鉻黃

(正鉻黃，PbCrO4)、深鉻黃(PbCrO4·PbO + PbCrO4)、桔鉻黃(鹼式鉻酸鉛、鉻橙，

PbCrO₄·PbO) 
  雖然鉻黃用途廣，但不耐日曬、不耐酸，遇到硫化氫(火山口臭雞蛋味的東西)時，其中的

鉛會和其反應形成黑色有毒的硫化鉛，反應式如下: 

P𝑏��(aq) + H�S(g) → Pb(s)  ↓ +2H�� 

  3.鉻綠(Cr2O3): 

  全稱為氧化鉻綠，顏色也和名子一樣是綠色(橄欖綠)，其用途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冶煉鉻以

外，也因為其極高的熔沸點(熔點 2265℃，沸點 3000℃)，使之可作為防火材料的使用。另

外也可用於陶瓷顏料，除了本身的綠色外，其它也有很多顏色的顏料中也會傪有一些鉻綠，

以提高顏料耐熱度。 

   

三、學習及反思 
  在探討這個元素時，說實話，遇到的阻礙不小，首先是原網站寫的東西真的比較簡單，但

很多東西就只是蜻蜓點水般地提到，實際原理和更詳細的資料就需要前往更專業的地方尋

找，像是在找亞鉻酸銅時，我就找到 ScienceDirect，這個專門收錄外國期刊的網站，雖然要
整個下載需要花不少錢，但會給出許多精簡又有用的資料。第二，在尋找時，如果輸入的是

中文的關鍵字時，結果會比較少，或是找到只有開頭而無後續的「論文」，使資料的尋找更

為困難，雖然換成英文後結果有一定程度改善，但資料不足的情形仍會發生，經常會找到一

些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文章，以化學反應方程式為例，許多網站資訊會顯示如「亞鉻酸銅

會參與催化」的資訊，而具體的催化對象和過程卻沒被敘述出來。 

  但也是因為各方資料有限，也讓我學習到如何由不同管道尋找同一份資料，並相互對比彼

此正確或有所缺失的部分，並完整的整合資料。(順便學會用 word撰寫方程式) 

  而且在探討時，我也發現了許多以前從未發現的資料來源，諸如 Google Patents這種專門
保存過去各種論文資料，或是我國行政院參加外國催化會議等政府下放的資料。使視野進一

步的提升。 

  此外，在過程中也發現不少與學業有直接或間接關聯性的東西，其中最具代表性應該是那

時得知亞鉻酸銅催化 SMR反應是異相催化反應時，我欣喜若狂的心情，當時第一次發現自
己學那麼久的化學知識居然能在此處發揮出來，除了能更快思考出催化物形狀的挑選涵義以

外，也使此處的知識點印象更為深刻。 

 

四、參考資料 

(一)簡介 

1.Los Alamos National Lab. Retrieved June 29, 2021,from https://periodic.lanl.gov/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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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10 年會後問卷統計與討論結果，有接近 70% 的與會教授重視在作品中看
到脈絡性說明及摘要。如同我們第二章所分享，作品的摘要和脈絡說明是一份完整
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讓審查教授快速掌握學生撰寫作品的緣由，以及整份
作品的重點，而不用多花時間去猜測學生想呈現什麼。

因此，以下將透過具體的範例，讓大家清楚一份完整作品的摘要與作品說明，
究竟該如何撰寫，而在分享作品範例之前，還是要先帶大家瞭解在撰寫摘要和脈絡
時，有哪些原則、做法和注意事項。

首先，撰寫摘要的大原則是簡潔地呈現作品的內容重點，且篇幅不能太長，最
多一至兩頁，並且最好能夠在摘要中突顯出自己的特質，以及整份作品的亮點。摘
要可以包含作品的脈絡說明與心得反思，但不是必要，依個人的呈現偏好也可以選
擇拆分成多段來說明。

能夠放進摘要的具體內容包含：動機、與課程的關聯性、學習或研究方法、內
容概要、成果簡述、困難與解決方式、學習收穫與心得反思等，但並不是每個要素
都一定要具備，只要在看完之後能讓讀者清楚這份報告做了什麼事情，就算是合格
的摘要。如果還是不確定要寫哪些內容，上述要素中「學習或研究方法」和「內容
概要」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有關撰寫摘要的建議方法，可以透過像是 5W1H 等分析法的方式，簡單
說明脈絡（who, when, where）、動機或問題意識（why）、研究方法（how）、
內容與成果（what）；也可以搭配流程圖、心智圖等圖表來呈現，但仍須精要地呈
現你想讓教授看到的重點，不要把版面弄得太複雜而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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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作品脈絡方面，不論你是什麼樣的作品類型、想透過什麼方式呈現，作品開
頭都應放上作品的製作動機，並且能夠簡短精要地說明作品與課程的關聯性。至少
要清楚說明作品是哪一門課的課程成果，若能詳細到與特定單元或主題的關聯會更
好，例如：作品的主題是從課程中的哪一單元延伸出來的內容、為什麼想要做這樣
的延伸探討等。

另外，可以說明從課堂中發想作品主題的過程，或說明作品內容對應到課堂中
所教到的哪些知識或能力，也可以參考課程大綱，用自己的方式簡單重述。例如：
說明作品是否為團體報告、課程中哪幾個單元啟發你製作出這份作品。最後，在撰
寫與課程的關聯性時，注意是要放入跟作品有關聯的內容，避免作品說明變成講解
課程大綱的流水帳。

最後有一個小技巧是，若不知道如何開始撰寫，可以先想想自己在口頭報告時，
會怎麼跟聽眾快速導覽這份作品，再將這些內容轉化成文字版的前言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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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講解完摘要與作品脈絡，在撰寫時須注意的原則、做法和注意事項後，
就讓我們以實際的例子，帶大家看看一份完整作品的摘要和脈絡究竟是什麼樣子吧。

舉例來說，下面這份機器人製作的實作作品，在摘要的部分便詳細說
明個人的選課動機，並且在課程說明的部分一併交代作品內容和與課程的
關聯性，指出最終的成果目標——完成機器人的程式設計並通過認證，使
審查教授對後續會在作品中看到的內容可以有初步的認知，也能夠明白這
份作品被製作的緣由。

在 一 學不 時，我 幾個 學習的18學 ， 決 或
程 後，欲 多 修課程， 到 的 方向， 此 上了 課程，
能發現 的 是在 個方 是 體或 體 是 學 或其他學 。

上我 接 Arduino的 ， 個課程，體 其他
的 程式 使用 使用上的 點。

課程中，我們使用 發 的EV3 用 ， 老師 發的 個
，在老師 述 的 與 程式 後， 一組，
使用EV3 HOME 用程式， 腦 ， 出可 指 的程式，於課
的 與 ，向老師認 。

0011..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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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份歷史科的課堂活動成果作品，在摘要開頭便說明這是什麼課
程的作品，甚至更詳細地談到這是從補充、延伸課程中，對於「二戰時期
民族主義」的探討，所製作的成果作品。同時，摘要也清楚交代作品的內容：
分別針對德、日的歷史資料進行分析，並且在結尾點出個人的學習收穫。
在個人動機的部分，雖然有點出是受到課程中哪個單元的啟發，可以看出
這位同學是自主挑選有興趣的主題，但若能更具體的說明作品主題對個人
的意義，或為什麼會對這塊領域感到好奇，便能讓整體的摘要與脈絡更完
整。

二

必修歷史-課程學習成果 

用影視資料作為輔助學習的材料——淺談二戰時
期德日兩國的民族主義 

210 36 鄧竣洋 

科目：必修歷史 

學期：高二下學期 

 

摘要： 

這是歷史科的課程學習成果，藉由影視資料作為補充教材延伸課程中二戰時期的民族主

義。可以分成兩個面向：德國與日本。對於德國，我開始探討納粹的發展、納粹的精神、一

戰後納粹與共和體制的征戰、二戰時期對猶太人的迫害而思索人民與極權政體之間的關係。

對於日本，我認識 731部隊不人道的人體實驗，激發我對於國家利益與專業倫理的思辨。以
及軍艦島強制勞動與慰安婦的歷史議題開啟對於資訊的考察，探討資料的可信度。運用此類

「輔助教材」作為學習的方法，對於我有三種層面的學習效果：「歷史脈絡的釐清：納粹的

崛起過程」、「獨立思考的培養——國家利益 vs專業倫理、史實 vs虛構」與「將學習由輸
入轉為輸出」，作為本學期歷史輔助教材學習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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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視資料學習 3《意志的勝利》& 柏林奧運紀錄片 ............................ 5 
（四）影視資料學習 4《新映像的世纪 第三集 渴望獨裁者的時代》 ........ 5 
影視資料學習 4《新映像的世纪 第三集 渴望獨裁者的時代》學習單 ........ 6 
（五）影視資料學習 5《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學家與人體實驗》 ......... 6 
（六）影視資料學習 6《軍艦島》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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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份關於「泡水時間和綠豆生長高度關係」的自然探究作品，不
僅明確說明他的研究動機、方法與作品內容，也加入了研究限制與研究成
果的概要，讓讀者在看完摘要後，就能大致清楚作者歷經探究之後有什麼
發現與收穫。

3 

貳、摘要 

 

我們在農業知識入口網看到一則文章，在種植綠豆之前，

如果先將綠豆泡水，那麼生長的速度會比原先什麼都沒做

就直接種在土壤裡的綠豆還快，因此我們決定以綠豆泡水

時間當作操作變因展開這次的實驗。 

這次實驗的進行，主要是因綠豆的休眠期，而泡水正好可

以加快結束綠豆休眠期，使綠豆提早開始發芽，所以我們

決定以每天測量綠豆的生長高度來推算綠豆的生長速度，

而泡水時間分別為：未泡水/泡水4小時/泡水8小時/泡水1

2小時/泡水16小時/泡水20小時，這六種不同泡水時間進

行實驗。 

本次研究的限制因素：每天的溫度以及濕度無法固定，綠

豆最適合到生長溫度為21～27度之間，濕度為90%左右，

實驗過程中有幾天溫度特別高，未符合綠豆適合的生長溫

度，另外也無法確認每天空氣中的濕度都符合90%，如果

有更專業的設備能夠使用，那麼數據將更準確，能夠有效

降低誤差值。 

研究成果：綠豆泡水時間的長短真的能夠影響綠豆的生長

速度，且兩者為正相關。 

關鍵字詞：綠豆、休眠期、泡水時間、綠豆發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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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份關於「台灣疫情期間限制醫護人員出入境」的社會探究作品，
摘要的寫法就比較偏學術類型，除了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題目外，也說明
了作者在經過資料查找與分析後，所得出的結論（成果）。

2 
 

、 ： 
 

  此份報告是 109 學 第 2 學 公民 的 程學習成果。我 法治社會，法律作為一項具有

制 力的社會規範， 本的 的就是「保 人 」。在公 與個人 此 突時，法律

處理兩者 的 ，方能 持社會 定、 進社會進步。因此，這份作 主要 討法治社會中公

利 與 人利 的 突如 得平衡，並分析現有法律是 能順利 解兩者的 。我選擇的議題

是「 部是 可以以 加 為由限制醫 人員自由出 」。 部在 3 24 日發 《醫 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人員出 規定》做為限制醫事人員遷徙自由之法源依據，且在《醫 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人員出 規定》寫到， 規定是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的第 7條做為法源依據。 

 

  此議題主要有兩個 議點，一為「自由 可 被限制」， 為「法條的法律 確性」。以可 限制

自由 看， 據釋字 558 解釋文， 自由 在特定 是可以被限制的，但仍 合比例

原則之 查。 人民自由 是為重大 段，然 者經過分析後，認為醫 人員可以仍有自我 之

可能性， 此限制之行為在比例原則 查 「 行為 必要性 合理與 尚 」。 

 

  以法律 確性 看，釋字第 690 解釋文 出《傳染病防治法》的 37條 1項所定「必要之處置」

「限制人 自由」，且 不 反法律 確性與比例原則，而《傳染病防治法》與《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特別條例 規範問題之性 相 ， 《傳染病防治法》

第 37條 項所定「必要之處置」的規範範疇在法理上應與特別條例中第 7條的「必要之應變處置或

措施」範疇相同，以此論證若《醫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人員出 規定》以特別條例為法源依據，

行限制遷徙自由之行為應 合理。然而另一 法是，《醫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人員出 規定》

所定「必要之應變處置與措施」因並 定 處置與措施為 ， 「 反了法律 確性原則」。 後，

者分析限制遷徙自由之行為是 合比例原則，認為 合比例原則的適當性，是 合必要性仍

，但不 合衡量性。 

 

  第 大題的部分，我認為就算在 之 ，也應 法律正當程 ，不應因時 有所

同。 
 

、 ： 
 

  這學 學習到民主法治 中法律所 演的人 保 色。 選 一個「公 與 人利 突」

的社會議題， 過資料查找，並 程所學，完成以 的分析。 前也可以查看看這個議題大

法官是 有相關的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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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是下面這份小論文的作品，在正文之前透過公版加入摘要和
作品說明，用一頁的篇幅簡潔地介紹作品的內容，首先在第一段提及作品
的製作動機、與課程的關聯性，並點出作品主題；第二段則說明了製作的
過程與內容；最後，在第三、四段加入個人的心得反思與學習收穫。不僅
讓審查教授能快速掌握作品內容，也補足了小論文的格式，整體來說，是
一個相對完整的作品摘要。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109學年度自然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習成果 

主題：生活中的發酵 

題目：探討牛奶多寡對優格濃稠度造成的差異 

課 程

時間 
110.03.08~110.04.26 課程地點 建功高中生物實驗室 

參 與

學生 
   503   班   07   號     第  7  組   姓名：許葆葳 

學 習   

過 

程  

、  

反 思   

與  

心 得                     

  這門生物探究與實作課的主題是生活中的發酵，因此我們設

計實驗時便決定從生活中常見的東西取材，作為我們這次探究的

問題。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講解自製優格

的文章，文章中明確標示著製作優格所需的優格以及牛奶量，讓

我們不禁思考若我們使用不同數量的牛奶會對優格（成品）造成

多大的影響，這也進而成為我們這次探究的問題發想。 

 

  在設計實驗時我們發現要測量優格濃稠度十分困難，即便我

們固定了製作優格的時間以及溫度，優格的濃稠度仍然差異非常

大（含 200ml牛奶的優格流動速度大約是含 250ml以及 300ml牛

奶的優格的 30倍左右），因此我們無法選擇裝置口徑較小的滴

定管作為我們的實驗器材，後來我們則決定自製測量工具以優格

的流動速度來觀察其濃稠度，進而分析牛奶含量對濃稠度的影響

程度。 

 

  在整個實驗過程中學習到了許多，除了如何設計完整的實驗

步驟、如何組織架構出完整又嚴謹的實驗思路之外，明白團隊分

工合作精神的重要性以及與團隊維持良好的溝通環境也是我的一

大收穫，唯有分工合作、理性溝通才能讓實驗進行得更順利，在

遇到問題時才能及時討論、及時解決。身為實驗操作者的一員，

能與團隊同心協力完成此次探究的實驗對我來說受益匪淺。 

 

    雖然我是文組班的學生但對我來說自然探究與實作仍是一門

十分重要的課程，不僅僅是因為它能帶給我更多自然科學方面的

知識，更多的是因為它能帶領我發現、了解生活周遭的問題，讓

我看見周遭那些被我們忽略的小細節。我想，這是除了知識層面

以外這門課帶給我的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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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這位同學在其探討廢死議題的專題報告開頭，表明他是因為看了
公民課中老師播放的影片，才開始對「死刑存廢」的議題產生興趣，明確
說明其研究動機、與課程的關聯性。

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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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程程介介紹紹：：

公民課本第一冊的主題為「人權保障」，主要包括了公民身分
、權利保障與社會規範等，因此，老師讓我們參加了由國際
特赦組織所舉辦的「2020寫信馬拉松」，透過「寫一封信，
改變世界」的行動，將文字累積成力量，鼓舞各地人權遭受到
迫害的人。 而我寫給了伊德里斯．哈塔克，身為巴基斯坦人
的他，在強迫失蹤的議題上貢獻了許多心力，也曾為國際特赦
組織等單位研究該地的相關議題，但就在2019年11月13日，
伊德里斯．哈塔克在回家的路上遭人綁架後，便音訊全無。
在他失蹤六個多月後，巴基斯坦國防部才證實關押了伊德里斯
，並以《官方機密法》的間諜罪起訴他，被判下這項罪名的他
很可能會面臨死刑，再加上將在軍法法庭審判，讓世界上許多
的人權工作者齊心譴責巴國政府，並努力為他爭取權利！

而下面這份寫信馬拉松的課堂活動成果作品，同樣也有在開頭說明作
品與課程關聯性，是公民課在「人權保障」單元，所延伸出的課堂活動成
果。然而，稍嫌可惜的地方是，或許是因為該作品來自老師規劃的活動，
所以較看不出個人的動機。不過，也可以在內文或心得反思的部分，多談
談個人對作品主題的見解或分析，以填補缺少的個人動機，讓審查教授也
能看見個人對主題的想法。

另外這份生物多元選修的探究式專題報告作品，首先就說明了個人的
選課動機，並且深入談到在該門課程中，有關於病毒的構造與感染機制，
如何啟發自己確立這份作品的主題「溶瘤病毒療法」。在與課程的關聯性
方面，不僅點出是哪門課的作品，更詳細提及是什麼單元或主題的延伸，
於脈絡性上有加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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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面這份公民科學習單，內容是在蒐集與課程單元相關的報紙新聞，
並整理成課程學習紀錄。因此，在各篇新聞的摘要開頭附上簡短的課程單
元說明，便可以清楚讓審查教授看到作品內容對應到那些課堂所學。

 
2 

 
  

動動機機：：  
因為我從國中就對生物科很感興趣，尤其是微生物及病毒領域，到了高中多元選修有設立這門課，能學

習到加深加廣的生物科知識，所以我毫不猶豫的就選填了這門課。 

老師在第二堂及第三堂課教導我們病毒構造與感染機制及 COVID-19、MERS-coV、SARS 的病毒特性比

較。我對病毒及微生物領域極感興趣，所以在下課後我不禁思考：病毒真的都對人類有害嗎？還是有其

他用途？我也與小組成員討論這個問題，尋找資料後，我們發現竟然有一種癌症療法是用改造後的病毒

來消滅癌細胞！叫做：「溶瘤病毒療法」於是我們決定深入學習。 

目目的的：：  
我們想把這個主題作為生物多元選修的成果發表的主題，並學習有關溶瘤病毒療法的作用機制、發展歷

程及前瞻性等等，配合學習人體免疫系統運作方式，也作為此份學習成果的主題，呈現我們製作成果報

告的過程、學習到的新知及製作報告過程中增進的能力。 

國國立立臺臺東東女女中中 110099學學年年度度第第一一學學期期學學生生課課程程學學習習成成果果 

課程名稱 公民與社會 授課老師 老師 

班級  座號  姓名  

課程學習內容摘要 

    公民與社會課程包羅萬象，而且與社會生活周遭的事息息相關，要成為一位合格的公民，不只

應具有豐富的公民知識和剛上的公民德行，更要展現出積極的公民參與能力。而公領域的公民參與

要從己身出發，擴展至對社區鄉里、社會國家、全球各地，了解當前發生的事情。藉由公民作業－

時事觀察單的書寫，學習多關心時事、多注意新聞事件，進而將公民與社會課程的學習內容反芻。 

課程學習成果說明 

    這份學習成果－時事觀察單，是公民與社會課程所做的作業，在這份作業中我蒐集了三篇與課

程相關的報紙新聞作為課程學習成果紀錄。 

    第一篇新聞內容為「柏林反防疫示威抗議」。新聞內

容中所提到集會結社自由和課程中公民的自由權有關。

隨著 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不斷升高，世界各國為了因

應疫情蔓延，紛紛提出一些相關的規定及罰則，目的就

是要將疫情控、減少傷亡，台灣亦是如此。在高舉「自

由民主」大旗的今日，仍有一些少數民眾會以「政府應

保障人民自由權」為號召，拒絕政府所提出的相關政策。

我個人認為，雖然政府應保障人民的自由權，但是國家面臨特殊危急事件時，人民還是必須要配合

國家的防疫政策規定，因為疫情所帶來的除了人民的死傷之外，還會影響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畢

竟防疫猶如作戰、力求滴水不漏，不可不愼！ 

 第二篇新聞內容為「台灣人認同高達六成二」。新聞內容中所提到主權爭議對國家認同的影響和

課程中公民身分是現代國家認同的基礎有關。近來中國持續對

台灣文攻武嚇，也常跨越海峽中線，再加上中國對香港人民所

採取的一些拘捕行動，這些都使得台灣人民的自主意識大大提

高，因此這份民調的結果顯示有高達六成的人民在身分認同上

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台灣是一個多元、現代民主的國家，現

行的民主憲政體制下，國民是國家主權的擁有者，人民認同國

家所實施的民主體制，在此制度下政府也能保障人民的權利。

這份民調背後也能顯示民主自由是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目標。 

第三篇新聞內容為「食安公投連署」。新聞內容中所提

到的食安公投連署和課程中公民政治參與的管道－發

起公民投票有關。公投是《憲法》是保障人民創制權

及複決權的實踐。透過複決權，人民能以投票的方

式再次對於立法內容或重大政策表達同意與否的

權利，而公投結果對於政府及民意機關皆能生約束

力。或許此項公投議案最後未必成功，但身為公民，對於和國人息息相關的食安重大政策，大

家應該都不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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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探討「中南美洲民族意識的起源」的資料整理式專題報告作品，
作者在前言便清楚交代了作品的脈絡，除了提到自己是從部定歷史講述中
南美洲殖民與獨立的單元，以及同一學期所上的社會學課程中獲得靈感，
也詳細說明了他是如何發想這份探究作品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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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份公民科探究式專題報告作品是在探討「政治場域中女性面
臨之困境」，作者在動機寫到他是從公民課堂中所觀看的電影，聯想到
2020「最男內閣」被婦女團體批評的時事案件，進而延伸出這份作品所欲
探究的主題。

摘要與作品說明是除了百字心得、作品封面之外，能夠讓審查教授迅速掌握作
品要點的關鍵，因此雖然它只占整個作品的一小部分，卻不容忽略。但也要提醒各
位，摘要與作品說明只是呈現的工具，只要能快速且如實傳達作品的內容概要和脈
絡，便無須拘泥於一定要包含上述的每個要素，若擔心缺少哪個要素而無法呈現某
些能力或特質，也可以在作品的其他地方進行補充，例如：若作品是按照課程規劃
製作，缺少個人動機，可以在心得反思說明挑選上傳的理由。總歸來說，重點在於
要如何透過這些工具將作品的亮點提示給審查教授，如果能夠達成這項目標，就會
是一個好的做法。 1 

公民探究與實作｜政治場域中女性面臨之困境 

一、內容摘要 

    這學期公民探究與實作課程的主題是「「性性別別議議題題」」，本作品將簡述活動動機、活動成果與心得反

思等，最後將統整在課程中學習到的能力與未來繼續研究的方向。 

 

二、活動動機 

    課程中我們看了一部韓國電影《八十二年生的金智英》，裡面提及到女主角在職場中面臨的困境，

包括升職困境、女廁被安裝針孔攝影機和上司的冷言冷語，這讓我聯想到不久前看到的新聞寫道：

2020政府提名的內閣是「最男內閣」，婦女團體紛紛批評這史上最低的女性內閣比例，甚至提出婦女

保障名額應實施於內閣名單之中，不過也有人認為要選出最有能力的人出來，而婦女保障名額將使能

力比較差的女性進入內閣名單裡，反而排擠原本較有能力的男性候選人。除此之外，我想到高一公民

課本內亦有提及婦女保障名額的建立，將將電電影影的的情情境境、、現現實實狀狀況況和和高高一一所所學學連連結結後後，，讓讓我我開開始始思思考考女女

性性於於政政治治場場域域中中是是否否也也面面臨臨電電影影中中類類似似的的困困境境？？因此欲探討：一一、、女女性性於於政政治治場場域域中中面面臨臨的的困困境境；；二二、、

政政治治中中性性別別的的多多元元性性是是否否與與公公職職人人員員的的能能力力互互相相排排斥斥；；三三、、婦婦女女保保障障名名額額之之必必要要性性。最後，我與另一

名組員發現周遭的人對於政治及性別觀念也存在著許多誤解，所以希望以設計相關課程活動的方式，

去推廣不同於以往的思考模式，使人們能去發現存於此世代中的權力不對等。 

 

三、活動心得與反思 

    這次的活動讓我學習到口口語語表表達達、、邏邏輯輯思思辨辨、、溝溝通通討討論論、、資資料料統統整整分分析析和和社社會會關關懷懷等等能能力力，並

且針針對對婦婦女女保保障障名名額額之之利利弊弊有有更更深深刻刻的的理理解解，另外也讓我體體悟悟到到日日常常生生活活中中的的各各種種小小細細節節都都可可能能對對

於於某某些些族族群群是是種種壓壓迫迫，其中十分顛覆我想像的是黃長玲教授的研究：有九成因保障名額而當選的女

性能力不亞於甚至優於他們排擠掉的男性，這使我在未來思考社會議題時更加謹慎，一定會尋找相

關數據資料再作判斷。除此之外，研研究究中中遇遇到到的的困困難難有有：：上上課課時時間間不不夠夠籌籌備備、、活活動動如如何何設設計計得得吸吸引引

人人，第一個問題我們透過通訊軟體與線上共同編輯檔案，利用放學後與假日籌備計畫來克服時間不

足的困難；第二個問題我們透過查找過往曾經做過的研究，例如：畫出心目中的領導人的活動，來

增添整體活動的參與度與趣味性。最後，我發現原來憲法中也有婦女保障名額的相關規定，未未來來也也

會會從從法法律律角角度度來來思思考考婦婦女女保保障障名名額額，近近期期目目標標希望能閱讀更多與女權相關的書籍以及探討婦女保障

名額的相關法律；遠遠期期目目標標希望能舉辦更多活動繼續推廣此議題以及參加相關講座來提升對議題了

解的深度與廣度。 

 

介紹活動動機
與心得反思

介紹文獻探究
與活動成果

總結心得與未
來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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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另一個呈現上的重點，是強調自己與其他人不同的地方，讓人留下深刻印
象。根據審議會後問卷的統計結果，與會的高中同學及老師中，都約有一半的人認
為，過去兩年所製作或看過的作品，看不出個人的獨特性是一大問題。想要展現獨
特性，不只是複製貼上特定的模版，或是資料的堆砌，而是應該把重點放到自己身
上，把自己的興趣、想法、努力及貢獻呈現在作品中。

展現個人獨特性有許多不同的做法，其中一個是依照自己的興趣或關懷，挑選
作品的主題，並將動機說明清楚。在撰寫的時候，如果只寫「我對某某東西很有興
趣」或是「某某主題引起我的興趣」，會顯得過於籠統，建議同學說明這個主題對
自己的意義或是重要性。

舉例來說，有幾位學生來自教養方式嚴格的家庭，他們偶然在雜誌中
閱讀到「直升機父母」的概念，勾起他們的興趣，因而想要多認識這個主
題，並學習如何與他們的「直升機父母」更融洽地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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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從時事新聞或是周遭生活出發，挑選在地化或生活化的主題，甚
至可以進一步提出解決的方案。從審議所蒐集到的作品中可以發現，許多老師在設
計課程時就會將在地議題融入，如果學生能在作品內文中，強調這些生活化主題對
自己的意義，更能看出獨特性。

例如有學生因為學校週邊不是蛤蜊產地，卻有批發蛤蜊的街市，且其
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經常令路過的學生們困擾，所以想要深入瞭解「蛤蜊街」
形成的原因。

另外，也有學生關心塑膠微粒對環境造成的汙染，而以砂石過濾法過
濾市售含柔珠洗面乳，並測定過濾出的顆粒的溶解度，以檢驗廠商在廣告
中「使用可溶性柔珠」的宣稱是否屬實。

砂石過濾法研究動機:

近年來，許多文獻指出曾在許多海洋生物的體

內發現直徑小於5mm的微塑膠。這些塑膠微粒

源自於人類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清潔用品，加

入了大量塑膠微粒，而這些微粒卻因體積太小，

無法經過汙水處理廠過濾而直接流入大海，默

默成了水循環的一部份。雖然在2019年環保署

已制定「限制含塑膠微粒之化粧品與個人清潔

用品製造、輸入及販賣」來下架所有富含塑膠

微粒的清潔用品，但仍有部分商家卻遲遲未下

架。而我們很好奇這些加入塑膠微粒的製品若

使用最傳統的砂石過濾法所能達到的乾淨程度，

由於在家做實驗所以選擇了口罩來當過濾器材，

口罩內部由層層的棉布組成，所以我覺得能達

到很棒的過濾效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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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體陳述自己的想法，是另一種展現個人獨特性的好方式。不只是將找到的資
料，或是寫過的學習單堆疊起來，而是把學習過程中自己產生的想法說明清楚，不
論主題是否為自己有興趣的，只要是在作品的製作過程中所引發的思考，都可以留
下紀錄。而根據我們彙整審議討論的內容，建議同學們在撰寫想法的時候，可以朝
「對自己產生的改變」、「不同於他人的觀點」或「多面向的思考」等方向發揮。

舉例來說，有同學因為過去被家人告誡使用微波爐有致癌風險，一直
不敢使用。查找資料後發現微波其實是低能量的非游離輻射，破解「微波
爐加熱食物會產生致癌物質」的錯誤迷思。他除了敢放心使用微波爐外，
也反思風險評斷應以科學證據為基礎，可以看出這位同學在做完報告後觀
念上的改變與啟發。

3 
 

 

五、問題與討論： 
你有把整顆雞蛋或鋁箔紙放進微波爐過嗎？會發生什麼事情？原理是什麼？ 

雞蛋會爆炸。 

微波加熱會讓雞蛋內部聚集蒸氣熱能，密閉使蒸氣無法排出。當加熱膨脹破裂時，會

改變壓力平衡，引發雞蛋爆炸。 

出現火花、冒煙，微波爐爆炸。 

因為金屬對微波有反射作用，反射到鋁箔紙的尖角，就可能會起火、發生危險， 

六、心得： 

原來微波爐是利用電磁波的方式來加熱食物，以前有的致癌觀念讓我都不敢使用微波

爐，知道運作原理後，我能夠放心的使用微波爐來加熱食物。 

生活中到處都是電磁波，大部分是低能量的非游離輻射（電器），不用過度擔心，但

我們需要注意可能有的風險，避免過度暴露、保持適當距離，就能減少危害健康的風

險。任何事物皆存在風險，我們能用科學去證明什麼有風險，也能知道如何去減輕或

避免，但無法證明沒有風險，我覺得我們就盡量避免過度和過量吧。 

七、參考資料來源： 
朱國瑞 （2006 年 4 月）。高壓線、微波爐及電磁武器 Q&A 。物理雙月刊，28 卷

（二期）506-508 

何佳琪（2013.12.18）。電磁波健康效應之評估報告。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毒

物研究中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0/12/21）。3 分鐘讓你知道電磁波［影片］。

YouTube。 

https://youtu.be/Oty1rlpRmrY 

志祺七七圖文不符（2020/7/28）。睡覺手機放旁邊會致癌？基地台和微波爐的電磁

波對身體有害嗎？《健康迷思大破解 EP002》｜志棋七七［影片］。YouTube。

https://youtu.be/aPFlxyJWOeQ 

TED-Ed（2016/5/14）。Is radiation dangerous?-Matt Anticole［影片］。

YouTube。https://youtu.be/zI2vRwFKnHQ 

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wiki/游離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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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無論自己的想法與主流意見相同或相異，都可以勇敢提出。例
如：有學生在整理有關限制自由權、法律明確性、比例原則的大法官釋憲
文之後，認為衛福部在疫情期間所發布的《醫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人員出國規定》，法條內容模糊，並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同學反思疫
情爆發時，一般可能會認為政府對人民行動有所限制是合理的，不過仍應
注意法規內容是否侵害人民基本權利，防止政府濫權。

6 
 

的正當性、 段必要性、限制 當性 以上三項特性統一使 公民 本內的 ，分別 為

適當性、必要性、衡量性 。限制醫 人員遷徙自由之行為是在確保 重大時不會出現更加嚴

重的醫 人力缺 ，導致 大，此一 段確實能達成 的。但在 ，醫 人員自我

道 與 論都無 了醫事人員的行為，而此行 直 就 了醫事人員的人 ，對醫

事人員的 是 達成 小 仍 。 上 論點，醫事人員在此時 為 或 公 出

之 率較小，更別 此規定 防之 是要「 醫 人力 」，那可要有一定量的醫事人

員都「 」在這個時 出 並進行 ， 可能發 之 率更是微 微；此限制之行為可以

達成的公 利 以「 防」為 ，但 之大而可達成之公 又不 ，並 相當。 

 

  總的 ，「 據《醫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人員出 規定》，以 加

為由限制醫 人員自由出 」之行為 合 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的適當性，是 合必要性仍

，但不 合衡量性，。 

 

、 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是什麼 現行法律規範是 發 人 保 的 能  

 

  現 困，在這 的 ，醫事人員 演 外重要的 色，一 有人染 或是有

相關 ，都是由醫 人員 上第一 處理。然而， 不 ， 不得不 常

段，也確實有實 的考量，且 人 出 都會有染 ， 如此限制醫事

人員，也不致醫事人員無法進行正常 活。 理 ，此 限制應該是合理的。不過，我是以

一個第三者的 看這個議題，自然無法 確了解法律實行上會 的問題。 

 

  看，本 較為關 的癥結點就是「缺乏法律 確性」，無論在本 或是 ，

這 的法條都是不 在的。 想，若特別條例第 7條確實成立，則「必要之應變處

置或措施」這 的語句，是 可以無限上綱到無可管 的地步  

 

  若人民一 的防 方針， 正為反，而不以法律力量制衡 ，很可能到時

力過大，光 人民的力量無法制衡。若法條能寫 「必要之措施」 「限制遷徙自由」

此一行為，或 立法者與民 會更加 地思量法律的界 ， 這 的措施是 當。 寫

規範內容，立法者與民 自然就無法 人 之行為， 了討論與思 的 。或

本 之法條只可能使當 者 大 管 相關方面的 力，較無 治 作的 ， 不

這麼多，但中 民 為民主的法治 ，以「法」為原則 立一切社會 ，而「法」自

然不能反過 使 力 在人民 利之上。因此，所 程 正當 的原因，是要使一切程

都能受到 ，使 做成行為前都能「三思而後行」，同時也是要 利 法律

，並實現有限 ，使人民仍能 有 本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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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針對同一主題，也可以同時寫出自己正反兩面的想法。例如：
同學在認識新聞置入性行銷的主題之後，發現了它的雙面性：正面來說，
政府適當的置入性行銷，能提高正確資料的傳播效率。相反地，政府如果
過度以置入性行銷新聞宣傳政績，則可能違反新聞倫理。寫出不同立場的
觀點，也可以看出同學周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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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展現個人獨特性的做法，是把延伸學習的內容放在作品裡面，讓審查者
看到學生在老師的課堂要求，或是課本原本就有的學習內容外，還多做了哪些努力。

例如：有位學生在公民老師指定的「公民 DJ」作業當中，以《無法送
達的遺書》一書及歌曲《光明之日》為題材，撰寫介紹轉型正義的廣播稿
並錄影。而學生在上傳的檔案中，不只放上 DJ 文稿及錄影檔，還附上自
己延伸閱讀的兩本相關書籍及參加的兩場線上講座，看得出同學對轉型正
義議題的興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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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的作品，則可以從課堂的實驗延伸，自己發想不同變項做實驗
進行比較。例如：有學生在學校以 95% 冰酒精粗萃取水果的 DNA，上網
找資料後，嘗試比較不同濃度冰酒精及不同類型細胞所能萃取出的 DNA 量
是否有差異。

前述的兩個例子都可以看出學生對主題的興趣，以及自主延伸學習的能力與學
習熱忱。

老師及學生在審議討論中，經常會擔心：「沒有明確格式的話，很常會不知該
如何下手（製作學習成果），但老師如果提供模板，又擔心教授看不出獨特性。」
111 年度參與書面資料審查的教授反應，自己在評分課程學習成果時，同樣會有課
程學習成果「是否能有效鑑別學生」的相同疑惑。同校或同個授課老師指導下的作
品高度相似，容易看出課程的模板或框架。若是今年剛好審查到同校或同班的學生，
教授更不容易看出獨特性，甚至會看不出學生的鑑別度。另外，也有教授認為，課
程學習成果的品質，只是反映老師或學校的認真程度，而沒辦法體現學生的真實能
力。又或者是僅說明學生在該課堂的認真程度，難以完整地衡量學生的能力。

針對老師如何引導這個問題，審議討論建議，老師們仍然可以視教學的需要，
設計模版格式讓學生完成。不過可以在模版中置入讓學生表達想法與意見的題目或
欄位，或是鼓勵同學在模版的基礎上，再擴充自己延伸學習的內容，或把模板中的
元素重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展現自己與眾不同的一面。

3 
 

  

QQ::為為何何 9955%% ((又又 無無 )) DDNNAA 果果 7755%% 好好??  

 

A:上網 資 後發現是因為 95% 幾乎不 , 有 作用的

學 ，可以將 有 分 的 DNA 去 後,使 DNA 析出。 

 

QQ:: 中中析析出出的的 DDNNAA 是是 都都是是 細細 的的 DDNNAA??  

 

A: ,因為為了使析出 DNA 的 不受影響,因 在 細 時,不

會先 ,而是直接 ,因 可能 有 或 細 的 DNA。 
 
 

⪤椕⺁⹕⊋⻛: 
因為在學 DNA 時,我 然想到一個問題, 是用 75% 做

果會 ?無 在學 上課做 的時 有 , 是這開 了我想在

做一次 的 。在 做 前,我先 次 習了一次 的所有

每一 的原 ,這樣使我在 作上可以更加 。 

 

在上網資 時發現大 分的 DNA 都是用 95% , 是我 設 95%

析出的 75% 多。而在上網 資 時發現有 用 細

出 DNA, 是我 定也來 細 析出 DNA 的 。 

 

我先 設為 析出的 會 細 析出的 多,因為我認為

出來的 細 只會有一點點不會 整 完整的 DNA 多。在做

細 時,我 一次用 75% 未 出 DNA,讓我有點受 ,因為

與學 做 不同的只有 ,因 我推測是 造成的影響,在

上網 資 後發現可能是因為 75% , 作用 不 ,因

我用 95% 做一次 異造成 的影響,而之所以

定用 的原因是因為一開始是用 作 的提 者,

但後來發現做不太出來,所以用 的 。 

 

後發現果然如同我 設的一樣以 來看 95% 析出 DNA 的

75% 多。而在 DNA時,我在 前先試做了一次用 75%

,發現 果也不 ,但後來在 做 後,我發現 95% 析

出的 還是 75% 析出的 還多,但 者都沒有 我試做的 DNA 還

多, 是我推測可能是因為 因為 了所以影響了 DNA析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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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作品真實性同樣也是重要的呈現原則。真實性顧名思義就是要看出「這份
作品有哪些是學生自己做的」，不希望學生真正的能力與付出，有高估或低估的情
況發生。具體來說，如果能夠清楚交待脈絡及過程、在團體報告中說明自己的貢獻、
確實引用資料，都能顯現出作品的真實性。

第一個確保真實性的做法，是區分老師所提供的指引，與學生自己操作執行的
部份。可以藉由詳細說明課程背景及製作動機等作品脈絡呈現出來。

如下圖舉例所示，配合「先秦誌異文學選讀」單元，老師設定好四個
大主題讓同學們抽選製作報告，而同學們從抽到的「同志遊行」主題，再
縮小範圍針對「同志遊行裡的奇裝異服」進行探討。

0022 課課程程成成果果
：同志遊行裡的奇裝異服

我們的分工：1、組員分頭找資料
2、討論並製作簡報
3、簡報最後也是由我負責統整風格

註﹕圖為我在每個步驟中花費的
「時間長度」，非實際日期。

？
：由於上世紀末，同性戀依舊是

比較隱晦的話題。同志遊行使用嘉年華方式，攫取大眾目光，創造
媒體話題。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用這種方式，可以讓大眾看到同志
存在，並進行討論。這反而是促進同志平權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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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學生自己挑選主題，或從老師提供的架構中進行額外的延伸學
習，建議可以特別提出來。舉例而言，有學生深受國文課志怪小說單元的
吸引，除了在作品放上課堂的學習單內容外，還進一步自主閱讀魯迅《中
國小說史略》瞭解志怪小說，並觀看電影《畫皮》並與原小說情節進行比
較，可以具體看出老師授課內容，與學生自主學習內容的區隔，不僅呈現
出真實性，更能凸顯獨特性。

中中 中中   程程 習習成成   
                                                                                                                  ：：   

    程程  「「 」」不不「「 」」—— 所所 的的古古典典小小說說之之 變變與與   

              111100//0066//1166  時時      1100::0000~~1122::0000  

  程程   

一一、、 本本 程程中中，，關關 小小說說題題材材的的 有有 ，， 《《 說說》》、、《《 》》、、《《聊聊

齋齋》》 ，， 識識古古典典小小說說的的 流流變變，， 國國 識識的的統統整整 ，，進進 、、

朝朝代代、、 題題的的小小說說故故事事。。  

、、 朝朝代代的的小小說說體體裁裁 有有不不同同，， 文文本本，， 從從 時時 的的 小小說說 ，，進進

清清代代的的 文文 傳傳 的的聊聊齋齋 異異，， 古古典典小小說說之之 故故事事。。  

、、 習習 作作、、 。。  

 

  程程 的的 、、 、、 、、   

  

一一、、 程程  

      時時 小小說說 ，， 充充對對 與與 題題的的 知知，，其其中中 的的小小說說

，， 可可以以 用用 時時 的的小小說說，， 其其是是在在 文文本本《《

書書生生》》之之後後。。 說說「「子子不不 ：： 」」，， 異異 或或是是 、、

文文 的的故故事事，， 是是文文 作作品品中中的的 。。  

  

、、 的的           

        ，，在在 、、 、、歸歸納納 之之後後，， 進進一一 進進行行不不同同觀觀 的的

。。 ，， 出出 WW的的 ，，作作 考考的的 ：：  

一一 是是   

的的題題材材在在   

「「 」」在在   

有有 的的 作作品品   

的的故故事事，， 是是 「「 」」   

  

、、 行行方方   

        ，， 自自己己 了了 行行 ，，也也 是是「「 論論」」的的 ：：  

一一 進進行行方方 ：：文文本本 、、 故故事事 整整 。。  

題題 論論 習習 作作。。  

  

、、連連結結生生活活  

後後，，是是「「生生活活化化應應用用」」的的 ：： 熟熟知知的的 代代影影 相相關關題題材材 ，，進進行行方方 是是觀觀 與與

「「 」」相相關關的的電電影影、、 ，， 《《與與 同同行行》》、、《《 之之 》》，，這這是是時時 流流行行的的電電影影

之之一一 《《畫畫皮皮》》 是是改改編編蒲蒲松松齡齡《《聊聊齋齋》》故故事事的的電電影影，，從從中中連連結結古古典典小小說說的的相相關關

題題材材，，嘗嘗試試歸歸納納、、比比較較小小說說與與電電影影情情節節取取材材的的相相同同或或相相異異之之處處。。  

  

、、 的的   

  結結 統統整整，， 古古典典小小說說 的的 習習與與 ，，一一一一 程程 的的 方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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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做法則是區分出自己與同學們的差別。高中生們經常需要以小組為單位
完成報告或是活動。我們在收到的作品當中，時常看到學生們直接把口頭報告使用
的簡報檔上傳，沒有附上小組的分工、自己在團隊中所擔當的角色，以及個人的省
思。

根據彙整審議討論成果所得出的建議，小組報告應該放上團隊的分工
細節，列出自己負責的部份，呈現出自己對該份作業的貢獻。除了列出分
工，也建議學生撰寫個人的心得反思，讓審查者可以瞭解自己跟小組其他
人觀點的異同。格式上則建議在分工表中以醒目的方式標示自己的姓名與
工作，也建議可以只留下自己的，避免審查上的混淆。

P.

⺪ ׁޯ嶾ͣݪլس佊Ӣٖͤ

04

டט嬮巳࣏啠ளЗヵݧ
嫅䷤䔗岚㓬УܮाО桅

▲ਢ㫮வ⸟ճͧ੧⥺ͨࠄސ
ձ䛁
ړݱ

20609㑋䜋 20625揠е䜄
20633㳡ް䤬 20624嚁҄吼 ⊨暙佊ࣶڰ20627

Ӣٖ
۩✫ыㆎ㧠嶾嬶ࣲޅչ୍溟ݤЇ忇䎹ݰ斴ͫݻ嶗嶣娸ҁ

ӣߤ՟Иיௐ嫅䷤Ф佷嬴ⴥ੮ͫٵͫי࠴㩌ࡴ䉜ސםЉ⩩⯥
ङ✫ۅу҅۩ਈչளࣅыЭਈㆎঋਘ߄࠴֜ͫײ嶗嶣孖寲৯㍳
ङٗҁ澞֨嬺封惐३Иͫब忇㧠ҿѕ佊⬔۩忇֑㧠佬ӟ⭶桅ङ
આ㿙ࡣސՃڏ岚ͫݟ佊⬔嶗嶣孄捦ͫਈԉ㧠۩✰ڏݼ߄ॹਈ
ԃл娘ङՠҁ㷬Ӳ澞߂㒑ͫ֜䎹۩߄▲溟㑍ଘऔͫ֨ݻ⸟ճ߂
㒑悹੧فݶ㩌ͫЭީ۩ㆊ۱߄Ӭ७ކў佷ޅ⚥ҁ࣍Їङ寪ޅ
㒑ͫӇсं佊⬔✰ҟ߂㒑䬢宸澞



56

P.

暔 寝सࣾ㓢

⤔旇չ佊⬔✰֨桅ऩ㩌ۃৰдڮСП桅ङސէͫ۩✰߄惐
ㅶיଟब昘ङП桅ͫѸީ߂佈۩✰惴㤋悤✫П桅ङԽ֜ީͫ۩✰嫰ڱા
䎰ヵࣩߜ▁Ѡ㚇实ㅞヵߜ嫅䷤יޥ▁溟ࣩ宸岃ͫଥ惐悤ࠩݍ९ਈ㎬ԉ
۩✰дઆކ啠֨יௐ嫅䷤Ї厠ҿѕㄥङٛ䠙љՃЉ旇ݹङԽ֜ͫՐי
ٶ⚵暽ੋㄥࣿਘП۞岃厡ͫㄥࣿ㺖ञङ嫶ޯھՃԗͫ⡦ࣿ寶ࡌ旇
⥺ଥ惐੧◅ࡌㄥࣿङޥՆਈչㄥ࠴ௐङ利䈽ͫ۩✰Э圧יݹ
䙌㩌䤚ކչމ嗶த嶾֨࠵ௐ嫅䷤澞۩✰Ӭיՠؖङ܇һգㆌސչࠄސ
䛂ݾਃୂӡކ⡦ؠ◅䐘ޢ䬢ㅶӟㄥީի㚙实旇ݹ嬮巳יௐͫީի旇ݹ
Ճ実伶ङ嫅䷤ୃं՟ਘ੧嬺封㿙岚ͫ৲۩嫅䷤ИЭ䐘ޢ䬢寕ޢ嬮י
ௐङ嫅ؔͫ۱љ۩✰֨㒑傑厠ސ嬺封㩌Эݕ߄ӟㄥיௐ嫅䷤Љޢ䬢
ङ⭶桅澞Ӈ⚵ͫ۩✰үӹ㤭ङיௐ嫅䷤֨侙惐ݶத㍳斴ㆎ旇ݹ嬮巳ङ
۞嫁Ф㒑߄дםڮङғͫ࠳Լ֛ۊފ✀ভشгࣩݱߜিଞզ֧ͧ䔗Շ
ヵ࣏㺄࣮㆝І㚇实Ьੌ㠧Ѹ㓢ি桠Ղࣩࣟݱߜ㘭ј惕ӰҺ岃ͫ۩✰侙
佊⡦嬺封ܑੱФ㒑߄ғݷӟ▲ѡڏ岚ͫࠄސЭ߄所ㆎސङए㘿҈ݕઆ
㿙ࠄސљ҈ㄥ⨷ৰͫސ߈ਈ㠉优ՃӲؔ実伶ङיௐ嫅䷤澞ۊ✀䔗Շ
ヵ㺄ے㟷ՇࣩړݱЈࢍފ悹ࣩ妧ݍਸ਼⥊ЬЈފਹ栦۱岚֛ͧ䎰ۊ✀Ҙ摃
гےיヵטࣩߜட䔗Շ岚桅ͧ٤ީৗࣻࣂ㽼ո֩岽ݱߜ旇昘ࠕࡉ岚桅ͧ
䐗封ފժ旇טݚடৗڿ岃Ӱヵࣩ࣏孠࠭▕佬Ӟ֚㚇澞

㒡ݍ९ИгӰг孝י昘㧎ヵ㺄ࣩ岚桅ͫػҿީיௐސவङ㺖ӯ䔘
Ոͫ悤ࠩЭଥ惐д੧⥺ࠄސէㄥ孠尣дㄥࣿ✰ङ孠ͫࡌ曤߂ࣀ㒑ސ
悹ڔސ寕宊桑۞岽۩✰љ宒恗ङސࣁ䬢֛㚙Ճ੧⥺ͫѸ҉ޢ佬ӟߌع
੧ͫبरਲ਼旇יݹௐ㒑ङㅲ暲ە䀖ͫљ҈ސҁ䎹ӹ徎Ф撳Ӳؔי⚵ߌ
ௐ嫅䷤ͫݍ࠴९惐३䎹ߊԝ✫ͫ߃З族Ӱࣩ⭆桅Ҧީ嗶தӡ܌ͫކ
۪ީ㍳斴✰ङ㤖㙓ͫۉ䎰гࣩ߈ۉ✀ۊ▁Ӣͫ悤п⭶桅ЉՑީ佌化
ी৲ީ۩✰ܮा惐सЗࣩ森Ӣͫ৲ީਈ佬е۩✰ޏ䲕ङࡣչ掑寏ङ伉
ࣩיޣڰ䙂ۊފ惐स娝ޥے悤֧ڰ嫰ۊފࠔ嫁ࣩ嬺封Ғڿݱיгޥͫ࠳
㺄࣮࣏ヵࠀޟۊा岽ܮࣩࠊ悤ڰ嫰ۊͧ⥊䆤ૹкݱי㧎ࠓ➤Јͧݱ֩
ࣩ㞯妥ոヵ࣏㺄Ӯࣩ⠶䃑ͧৗ侙࣒悤ࠊ㷚㫣岽ۊㅂ廙䔗Շヵ㺄澞

םڮ߄ㄥ㺖۞岃Їୃ֨ⴚ⡦ㄥީ۪ㄥי㒑ͫ۩宸䎹䐘封ީⴚ߂
ङ悹ͫ࠵Ҧީ佊ۨㄥࣿ㫵澝䤚ㄥ㺖惎⥺Ճ⨷厠 0 寝侷Ҹһݺঌॕ
ঈͫୃީ䔘Ո㺖ӯङ੮䛂ͫ惐३Иㄥࣿਈ֜࠴⢹ৼһ岃ͫ৲֨࠴գ㩌ㄥ
д▲✫୍ङઅͫީիਈչㄥࣿ惕ۨһ岃ۨ䎹д୍ङ▲䝬ͫࢦ܁Э
惐森ۉヵ㺄ڿ岃岽ޥޟ✀ۊ⥊Ԃܸ۬㷚㫣Խ䔗Շͧ䔗Շࣩ惐सЗヵ农
惕澝՟Ҁո݀ફ厠ࣩݱߜՃ㷇߮澞

ヵ࣏
㺄Ӯ
岃ڿ

բࣂ
㠧Ѹ
㓢ি

㓬ࣂ
䆤ૹ
к⥊



57

4 

二  

        資資料料三三：：女女性性政政治治人人 能能力力 的的比比較較差差？？ 黃黃長長玲玲  
     
    據 學政治 教授黃長玲《從婦女保障名額到性別比例原 性共治的理論與實 研

究》，探討因保障名額當選的女性其能力是否比 選的男性差，結果發現在 68組候選人 對裡，有

34組是當選的女性比 選的男性資 ，有 27組 方能力相當，有 7組 選的男性資 優於當選

的女性。 結來 ，有九成因保障名額而當選的女性能力不亞於甚至優於他們排擠掉的男性。 

 

三  

    上 所述，我們發現我國在公 人員、部會 長與各 民 代表中， 存在 性別不

等與 現 ，更甚 使存在婦女保障名額，男女之間的比例 差 ， 此可推論

婦女保障名額有其存在之 與必要。另外部分民 認為 是 能力選人而並未考 性別因

，實 不 ，資料 許多民 會因性別因 ，而影 所要 的人選，是為 除了民

能力選人的 思。最後，我們希望透過活動設計，將以上種種 發現 更多人 道，希望

透過此一 小的 動，來 使更多性別觀念 的發生。 

 

 

資料一、我國選舉 度婦女保障名額之研究 政 研究 。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Y0NC8zM

jY5LzAwNTg5NTFfMS5wZGY%3D&n=MjAxMjAzMTYwODUzNDUxOTczNDY5LnBkZg%3D%3D&icon=..pdf 

 

資料二、史上「最男內閣」 現出的性別不 等。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423 

 

資料三、女性政治人 能力 的比較差？ 黃長玲 。  

https://whogovernstw.org/2016/05/13/weitingye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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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6 
 

 

一 實驗 再現實驗 

研究設定以不同 作為 ， 渦蟲 體之 應行為。 於渦蟲

為 感， 學分 等(Neil Deochand, Mack Costello, 2018)，都可能會

渦蟲的行為。 

我們的實驗中，可以 明顯地 到渦蟲表現出 ， 在 的大部分渦

蟲 可以在 30分 以內 有 的 的 ， 在 的所有渦

蟲 不會 開 。而在我們的實驗之中，有一 渦蟲並沒有表現出 ，經過我

們 的 ，我們發現他沒有頭(沒有 )， (Nishan Shettigar, 2017) 到，無

頭渦蟲 於 的 會 生 的 應，但卻無法感覺到 的 ，此與

我們的實驗結果 同， 可推斷 和身體都可作為感 的 ，但 是 ，將

部分的感 能力。這顯 飼養 實驗者 作的 成渦蟲個體的 傷，可能 行

為實驗 成的 。 

此 的行為再現， 後續 的行為 應之實驗，作為 關

的 定度與可 度 。 

二 段 渦蟲的  

實驗中，我們首先 發現，渦蟲在 後會 生 行為， 渦蟲

生這個現象的 置 是 養 的 。 

接著我們使用不同 ，發現 後的渦蟲個體間 與體長會因為

而有所不同，而這些 渦蟲的個體間 與體長的 程度與 的能 現

關， 能 強者 成的 程度 大 能 弱者 成的 程度 小。 

(Taylor R. Paskin, John Jellies, Jessica Bacher, Wendy S. Beane, 2014) 出，

長的 會 起渦蟲最強 的 應，而長 長的 則不 生任何 。此與我們的實

驗結果 同，不過，我們 進一步 到渦蟲利用 個體間 與 體長作為

的 應，為了 解這樣的 應是 也 別的 ，因此我們改變渦蟲的族

， 度的改變是 也能讓渦蟲 生 個體間 與 體長的行為。 

歷史教師對 108課綱中東亞史授課經驗之淺析 

14 

 

  筆者引用此論文，內容敘述學生從國中至高中學習歷史之銜接問題，而與本論文敘述在

高中學習歷史知識為歷史本身的知識，而國中的歷史教育過於基礎，影響學生在高中學習歷

史銜接上所造成的困難點之一。 

 

參、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論文將利用口頭訪談法及文獻分析法，由於時間與資源限制，本研究的訪談之對象，

分別為桃園市及新北市公立高中歷史科教師。筆者就欲了解的問題預擬訪談題目，並與指導

老師進行討論修整。接著在訪談後利用口訪紀錄作為本論文一手資料依據，並配合 108 課綱

之設計與相關歷史教學研究，進而探討理想與現實中應如何進一步磨合。 

 

表（一）受訪教師基本資料 

受訪者代號 性別 服務單位 教學年資 訪談時間 

甲 女 桃園市公立教師 10年 2021年 02月 20日 2：00~3：30 

乙 女 新北市公立教師 15年 2021年 02月 26日 3：00~3：50 

（資料來源：取自研究者訪談資料） 

  

 扣除前言與結論，本研究架構如下： 

 

（一）東亞史課程的爭議 

（二）東亞史對教師的困擾 

（三）東亞史教學中教師的應對方式 

（四）因應主題式而形成的教學改變 

（五）教師對東亞史課綱的評價與建議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東亞史課程的爭議 

  

（一）主題式與時序爭議 

 

  在學習 108課綱歷史課程時，經常會看到新聞媒體針對主題式編排進行討論「高高中中教教師師

反反映映，，歷歷史史教教育育，，是是藉藉由由「「時時序序」」來來了了解解歷歷史史。。如如果果連連基基本本的的歷歷史史時時序序，，都都無無法法讓讓學學生生搞搞

懂懂，，要要如如何何進進入入「「專專題題」」討討論論。。」（曹晏郡、王興中，2018）從上述文字發現，高中教師認

為歷史教育最基本的為時序，且時序可使學生了解歷史因果關係，不過在 108課綱是以主題

式課程去探討歷史，在相對陌生又沒有足夠的背景的情況下去了解歷史，很容易早成學習上

因果關係的混淆，這個問題在東亞史課程特別明顯。同時呈現的另一個問題是在沒有扎實的

知識基礎，學生就無法進入所謂的專題課程裡，108課綱期待著學生以專題導向學習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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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想要展現獨特性，不一定只有參加厲害的活動，或是研究艱難的題目才
能做到。如果能將自己的興趣、想法或是所付出的努力寫得具體清楚，都可以凸顯
個人特色，區隔與其他人的相異處，協助教授在作品中，從「學校的課程」，看到「你
自己」。不論是什麼類型的作品，都需要經過整理再上傳。在呈現自己的興趣方面，
如果是老師引導性比較強的作業（如學習單、課堂活動成果、實驗紀錄、綜整式學
習紀錄等），可以挑選自己比較有興趣的單元上傳；如果是學生自主性較大的作品
（如實作作品、專題報告），則可以在製作時就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主題。再者，
不分作品類型，上傳前也都可以檢查一下是不是已經把自己的體悟和看法、延伸學
習的內容和團體報告的貢獻詳實地寫在作品中了。

展現獨特性之外，真實性也很重要，可以透過清楚交待脈絡及過程、在團體報
告中凸顯自己、確實引用資料等做法，真實呈現出自己在這份作品中實際投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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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審議會議參與者所帶來共 600 多份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作伙學團隊大致
將其區分為六大類型，分別為：學習單、課堂活動成果、實驗紀錄、實作作品、專
題報告（包含小論文）與綜整式學習紀錄。

一份作品的理想架構應包含：標題與姓名、作品摘要、脈絡性的作品說明、作
品的製作過程與成果，以及心得反思，內容也應該充分展現出學生的素養能力、學
習過程、獨特性及真實性。而不同的作品類型，在內容及架構上有各自經常缺乏的
部分，使得作品呈現不夠完整，造成閱讀理解的困難，也可能無法彰顯作品的特色。

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分別針對六種作品類型，逐一說明每一種作品類型可能的
呈現樣貌，以及製作時需要注意的細節，幫助高中的同學、老師更了解課程學習成
果可以怎麼做。

學習單是教師出題、學生填答的問答題組，老師的引導性通常較強。學習單依
照題目設計的不同，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有標準答案的重點型學習單（含填空題），
目的在幫助學生釐清基礎的觀念與知識，教師設計部分課程內容，待學生填答。

例如這份學習單，老師希望同學認識生物科 DNA 轉錄與轉譯的概念，
因此出題請學生填寫轉譯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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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心 得 ：
在 拿 到 此 學 習 單 時 ， 我 第 一 時 間 看 到

D N A 密 碼 子 與 胺 基 酸 對 照 表 ， 我 覺 得 這 些 密
密 麻 麻 的 英 文 字 母 讓 我 很 頭 痛 ， 但 瞭 解 如 何
轉 錄 跟 轉 譯 後 ， 我 發 現 其 實 在 轉 錄 跟 轉 譯 的
過 程 中 是 非 常 有 趣 的 ， 尤 其 是 如 果 突 變 而 創
造 另 一 個 M e t （ 起 始 密 碼 子 ） 時 ， 轉 譯 結 果
會 變 成 兩 條 。

在 過 程 中 我 也 因 為 看 錯 而 造 成 後 面 整 個
轉 譯 錯 ， 當 下 懊 悔 不 已 ， 所 以 如 果 還 有 機 會
從 事 轉 錄 及 轉 譯 的 話 ， 我 應 該 要 做 個 小 記 號
來 防 止 這 個 錯 誤 。

子 學中 學習單

另一種延伸型的學習單，是要讓學生在問題的引導下，針對主題進行延伸學習，
又或是撰寫個人想法、心得反思、學習收穫等。

像是老師在這份學習單中，請學生以自己的家族為主題，尋找家族的
三張歷史照片，說明照片的歷史故事。這類學習單學生的回答通常是開放
式的，沒有標準答案。

第三種則是綜合上述兩種題型的混合型學習單，增加學習單題型的豐富度。

（將軍、溪墘寮、角帶圍、頂口寮、中口寮、下口寮） 
 
2. 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1985） 

 

原本的郡、街、庄，在戰後改成了區、鎮、鄉。民國三九年（1950年）9月8日後實施「小縣制」，
確立今臺南市的轄境，同時縣轄區也遭到裁撤。在小縣制時期（1950年－2010年），臺南縣底下的
鄉鎮市界線維持固定，在跟2010年與臺南市合併前，臺南縣本共劃分成2個縣轄市、7個鎮及22個
鄉。 

 
3. Google地圖（2020） 

 
2009 年6 月29 日，中華民國內政部審查通過「臺南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案，之後在 2010年 12月
25日，臺南縣與臺南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的臺南市。改制之後，原臺南縣的鄉鎮市皆改為區，鄉
鎮市底下的村里區一律改為里。 
將軍鄉改制為將軍區、轄下村改里。2018 年4月30日因里鄰調整，忠興里、嘉昌里合併成「忠嘉
里」，將富里、將貴里、三吉里合併成「將軍里」經此調整後，將軍區由 18里減為 12里。 
此行政區劃一直沿用至今。 
 
3、 3張家族照片訴說的家族故事 
指定問題：照片裡面的人物是誰？照片在哪裡拍攝的？照片拍攝時發生什麼事？照片中除了人物
外還有什麼？為什麼選擇這張照片？你／妳如何得知上述資訊？ 
1.  

 
這張照片是民國 年在外 的 南 家拍的，照片中的 年 ， 是 的 外 外 ，
是 的 ， 因為 的 擇， 生，成為 的 ， 今

的 ， 麼 的 ， 是 得 選這張的 由。 
年 如 今發 ， 有 合 拍照， 分 貴， 拍 是 的 

，因此外 年拍 時 的 成為外 中的 ， 外地 分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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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會有同學或老師擔心，相較於專題式報告、小論文，學習單能夠呈現的內
容較為單薄，但若整理得當，學習單也能夠是一份理想的課程學習成果。團隊整理
了學習單常見的四大問題與建議，供高中端參考：

在課程學習成果中呈現學習過程與素養能力是普遍的共識，不過同學們可能會
好奇：「單純放上學習單，是否就算是呈現了學習的過程」。事實上，除了放上學
習單，同學們還可以補充說明回答問題的過程，包括運用了哪些資源、找了什麼樣
的資料、複習哪些原理、與哪些人討論問題，這些都是很好的呈現方式。審查教授
也可以從中看到同學們蒐集資料、詮釋資料等等的素養能力。另外，如果同學們在
回答學習單的問題後，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收穫，或是引起了自身對其他議題或
概念的好奇，也可以進一步延伸學習的過程，向大學端展現個人的學習熱忱與應用
延伸。

像是這份學習單雖然是老師出題，要求同學們去尋找新聞報導，分析
當中的社會議題。不過，同學卻提到自己過去習慣以網路媒介接收資訊，
無從取得紙本報紙。卻在找尋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公共圖書館會保留一個月
內的報紙供民眾免費索取，意外的在回答學習單的問題之外，有了另類的
收穫。

學習與  

全新的學習方式

  這學期的時事觀察單主要分為三次， 一次的主 可從二個學習單元中 一個主 來 錄，

由於這 的學習方式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學習方式，所以我將 個主 都 著做 錄，也 自己更能

將 日所 的新聞事件與課程學習做一相關連結。 

學習過程的

    一個學習單元會有 個主 ，起 我 定的目標是 定一個主 (如:公民自由權)，再

相關的新聞 ，但在蒐集 的過程中我 發現我 是在解 一 ，不 的從報紙中

合主 的 案，除了不 容 之外， 中也會 出「 ?」「

?」經過一 後，將學習的方式調整成 了解此 單元的基

及學習 後，再經由 報 的新聞事件連結到單元中的相關主 ，加 對單元議

的認識。 

意外的發現

  因 時習 以 新聞為主，家中 有 報紙，所以在 、蒐集與課程相關主 的

面 體文 前，會 該如 取得 。在蒐集的過程中發現到一項可取得的公共 ，就是

公共 書 會 前一個 的報紙 民眾 取，所以這學期的作業 大都是以此方式取得。 

課程學習的

   高中的公民與社會課內容 常 ，包 了政治學、經濟學、經濟學及文 各 面，課文中有

些內容說明對我來說 的，不是 容 解。但是透過時事觀察單的方式，可以藉由生活

中發生的實 案 不 容 的文 和生活事件相連結，對我來說也 容 解課程的內

容。此外透過這 的學習 式也能 立 的能力及對 體 的內容具有 的能力。 

心得及  

    上了高中以後的公民課和以 的學習經 有 大的不同，有 於以 都是老師 課程，學生

在台下 的單 式上課 式，這學期的公民課則是多了分 和上台發表的機會。藉由分

此能 出更多不同的觀 透過上台發表能將 的 法 整 進 表達的

習機會，對我而 ，這 的課程 式 我對於相關的公民議 有更多元的 面 ，也能 更

多元的觀 。 

    此外，時事觀察學習單也是 我 的一 學習方式，透過 報紙新聞事件對於課 中所

學習到的公民議 能有更進一 的了解及反 ，而且發現 來生活中 都有公民議 的 在 藉

由這 的學習 式也能 立 的能力及對 體 的內容具有 的能力 也察 到一則新

聞事件 從不同的 度 分 ，則會影響報 結果。 能學習從中 及 ， 就不容

特定 體報 而影響到自身對新聞事件的 斷。 

    對於公民這 學 不再只是一 課而 ， 經和我的生活經 有了更多的連 更重要的是

我發現公民課不再只有生 的課 內容， 將學習的 域 出 之外 得更豐富、更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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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製作課程學習成果時，要注意學習單是課堂教學的輔助工具。通常只會
有特定單元的標題，不會有完整的作品資訊與說明簡介，像是課程的名稱與標題很
容易被遺漏。因此，建議同學在上傳的作品中，補充說明課程的規劃，以及學習到
的內容，讓審查教授快速認識這份學習單產出的脈絡。再者，同學也可以用一至兩
頁的篇幅，簡單摘要自己想要凸顯的能力或特質。切記不要把學習單不加整理和說
明就直接上傳，這樣通常難以呈現脈絡性和學習的過程。

像是這位同學不但放上課程的名稱，也說明整份作品是合併了多份時
事觀察學習單，並有效提升自己的公民素養能力。這有助於審查教授快速
認識課程與作品的脈絡。

國國立立臺臺東東女女中中 學學年年度度第第一一學學期期學學生生課課程程學學習習成成果果 

課程名稱 公民與社會 授課老師 老師 

班級  座號  姓名  

課程學習內容摘要 

    公民與社會課程包羅萬象，而且與社會生活周遭的事息息相關，要成為一位合格的公民，不只

應具有豐富的公民知識和剛上的公民德行，更要展現出積極的公民參與能力。而公領域的公民參與

要從己身出發，擴展至對社區鄉里、社會國家、全球各地，了解當前發生的事情。藉由公民作業－

時事觀察單的書寫，學習多關心時事、多注意新聞事件，進而將公民與社會課程的學習內容反芻。 

課程學習成果說明 

    這份學習成果－時事觀察單，是公民與社會課程所做的作業，在這份作業中我蒐集了三篇與課

程相關的報紙新聞作為課程學習成果紀錄。 

    第一篇新聞內容為「柏林反防疫示威抗議」。新聞內

容中所提到集會結社自由和課程中公民的自由權有關。

隨著 新冠病毒疫情不斷升高，世界各國為了因

應疫情蔓延，紛紛提出一些相關的規定及罰則，目的就

是要將疫情控、減少傷亡，台灣亦是如此。在高舉「自

由民主」大旗的今日，仍有一些少數民眾會以「政府應

保障人民自由權」為號召，拒絕政府所提出的相關政策。

我個人認為，雖然政府應保障人民的自由權，但是國家面臨特殊危急事件時，人民還是必須要配合

國家的防疫政策規定，因為疫情所帶來的除了人民的死傷之外，還會影響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畢

竟防疫猶如作戰、力求滴水不漏，不可不愼！ 

 第二篇新聞內容為「台灣人認同高達六成二」。新聞內容中所提到主權爭議對國家認同的影響和

課程中公民身分是現代國家認同的基礎有關。近來中國持續對

台灣文攻武嚇，也常跨越海峽中線，再加上中國對香港人民所

採取的一些拘捕行動，這些都使得台灣人民的自主意識大大提

高，因此這份民調的結果顯示有高達六成的人民在身分認同上

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台灣是一個多元、現代民主的國家，現

行的民主憲政體制下，國民是國家主權的擁有者，人民認同國

家所實施的民主體制，在此制度下政府也能保障人民的權利。

這份民調背後也能顯示民主自由是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目標。 

第三篇新聞內容為「食安公投連署」。新聞內容中所提

到的食安公投連署和課程中公民政治參與的管道－發

起公民投票有關。公投是《憲法》是保障人民創制權

及複決權的實踐。透過複決權，人民能以投票的方

式再次對於立法內容或重大政策表達同意與否的

權利，而公投結果對於政府及民意機關皆能生約束

力。或許此項公投議案最後未必成功，但身為公民，對於和國人息息相關的食安重大政策，大

家應該都不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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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什麼類型的作品類型，心得反思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重點式的
學習單，老師較少設計心得反思的欄位。建議同學們在掃描學習單之後，額外在作
品中加入學習過程的心得，像是如何找到填空題的答案、學習過程中得到的啟發、
針對主題進行延伸學習等等，都可以寫在心得反思的段落中。

至於延伸型與綜合型的學習單，內容通常會有心得反思的欄位，甚至會請學生
寫下延伸的內容與啟發。不過，撰寫時要特別注意心得反思的易讀性。如果掃描學
習單時有筆跡潦草、行距過近、解析度過低等問題，建議將內容重新謄打至文件，
或是利用附註說明學習單內容，增加閱讀的便利性。

像是這位同學除了放上填空題的學習單，也在作品的最後一頁重新謄
打心得反思，指出自己在這堂課中，學習到善用 excel 進行數據分析，能
夠減少人工計算所耗費的人力與時間成本，也能夠在未來決策時有相符的
數據，提供趨勢的走向。心得易讀且一目了然。

 
EXECEL統計函數操作：  

 
 
 
四、我的省思 
(至少 100字)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數據分析已是現代十分重要的能力。經由這個活動我們除了熟練數據分

析的演算方法，包括離均差、相關係數等。更重要的是學習 Excel數據分析的操作方式。由於現代生
活中的數據並不像題目中是設計好的，而且數量非常的多，由人工計算會耗費許多的精力與時間。於

是電腦的操作能力便顯得十分重要。而藉由數據分析，我們可以推測未來的趨勢走向，做出相對應的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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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上傳檔案時，可能會擔心單份學習單內容過於單薄，選擇將一整個學期、
不同單元的多份學習單，合併成一份課程學習成果。此種方式的確可以增加內容的
豐富度，如果未經整理，可能會顯得零散。建議可以重點挑選幾份自己特別有興趣
或具啟發性的單元學習單，重新命名作品的「總標題」，並在摘要或說明簡介的地
方，說明選擇這些單元的原因，若主題彼此間有關聯或連貫性，也可以一併說明。

整理多份學習單時有兩種較常見的做法。第一，是用類似簡報檔的方式整理，
在每一份學習單旁額外新增說明的欄位，內容可包含學習單的由來、學習到的內容、
心得收穫。

舉例來說，這位同學就在地理學習單旁邊，說明題目設計的目的是要
讓學生了解幹道與支線的差異，也提到自己在找答案時認識到台南之所以
沒有捷運，是因為古蹟多，因此路線較難規劃，精簡地帶出自己學習到的
知識。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 高一部訂必修：地理第二冊 
 

班級__H106__ 座號___15___ 姓名_黃昱銓__ 

2 

有所變動的，這些自己查到的資料它也

讓我更了解國際現今他國的狀況。 

 

HHoommeewwoorrkk  22  台台南南交交通通我我最最行行  

  交通與聚落之點、線、面整體概

念，採學生熟悉的台南市區域作為調查

對象，讓學員了解幹道與支線的差異、

了解台南市交通網絡的重要節點，並延

伸至中地面的概念。 

本次課程中，我更加地了解自己家鄉台

南的交通路線，我在做這份報告前就有

上過國道單數是南北走向，反之偶數就

是東西走向，但我怎麼就是記不起來但

經過自己寫完學習單後就全都記下了!雖

然有寫錯或畫的不好等問題但事後也去

找出正確的答案了。我也清楚地意識到

六都就剩下台南市沒有捷運，但沒有捷

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古蹟到處都

是，所以路線較難規劃，人口數也是一

大原因怕太少人搭乘浪費了!但我相信不

久的將來這張學習單就會多出捷運的相

關問題。  

 

HHoommeewwoorrkk  33  拆拆解解白白米米炸炸彈彈客客背背後後的的故故事事  

    結合產業章節第一級產業的轉型與

困境，將台灣農業議題藉《白米炸彈

客》影片帶出 WTO對台灣農業貿易與轉

型的影響，採 ORID法訓練學生從影片中

擷取關鍵字與感受，引發學生的地方感

與在地認同。 

本次課程中，我得到了很多關於當時台

灣農業所面臨到的問題，也知道為何男

主角要去製作炸彈和放炸彈，但他的行

為同時也為農業帶來更多的關注，例如:

當時就因為有「白米炸彈」這件事讓台

灣在 WTO談判上有了和美國談判的籌

碼，也因為這樣美方不再強逼我國提高

進口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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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放上綜整性的心得反思。每個單元的學習單都可能會有心得反思，但
彼此間是各自獨立、看不出關聯性的。同學可以在多份學習單的最後，加上綜整性
的心得反思，整理一整個學期下來，透過這幾份學習單，學到了些什麼。

這份作品除了放上不同單元的學習單，也有解釋學習單之間是以「時
事觀察」貫穿，並在學習單的最後統整一整個學期的心得與收穫。藉著閱
讀報紙新聞，同學不僅更廣泛地接觸公共議題，也開始會反思新聞事件的
多面性，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媒體識讀的素養能力。

學習與  

全新的學習方式

  這學期的時事觀察單主要分為三次， 一次的主 可從二個學習單元中 一個主 來 錄，

由於這 的學習方式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學習方式，所以我將 個主 都 著做 錄，也 自己更能

將 日所 的新聞事件與課程學習做一相關連結。 

學習過程的

    一個學習單元會有 個主 ，起 我 定的目標是 定一個主 (如:公民自由權)，再

相關的新聞 ，但在蒐集 的過程中我 發現我 是在解 一 ，不 的從報紙中

合主 的 案，除了不 容 之外， 中也會 出「 ?」「

?」經過一 後，將學習的方式調整成 了解此 單元的基

及學習 後，再經由 報 的新聞事件連結到單元中的相關主 ，加 對單元議

的認識。 

意外的發現

  因 時習 以 新聞為主，家中 有 報紙，所以在 、蒐集與課程相關主 的

面 體文 前，會 該如 取得 。在蒐集的過程中發現到一項可取得的公共 ，就是

公共 書 會 前一個 的報紙 民眾 取，所以這學期的作業 大都是以此方式取得。 

課程學習的

   高中的公民與社會課內容 常 ，包 了政治學、經濟學、經濟學及文 各 面，課文中有

些內容說明對我來說 的，不是 容 解。但是透過時事觀察單的方式，可以藉由生活

中發生的實 案 不 容 的文 和生活事件相連結，對我來說也 容 解課程的內

容。此外透過這 的學習 式也能 立 的能力及對 體 的內容具有 的能力。 

心得及  

    上了高中以後的公民課和以 的學習經 有 大的不同，有 於以 都是老師 課程，學生

在台下 的單 式上課 式，這學期的公民課則是多了分 和上台發表的機會。藉由分

此能 出更多不同的觀 透過上台發表能將 的 法 整 進 表達的

習機會，對我而 ，這 的課程 式 我對於相關的公民議 有更多元的 面 ，也能 更

多元的觀 。 

    此外，時事觀察學習單也是 我 的一 學習方式，透過 報紙新聞事件對於課 中所

學習到的公民議 能有更進一 的了解及反 ，而且發現 來生活中 都有公民議 的 在 藉

由這 的學習 式也能 立 的能力及對 體 的內容具有 的能力 也察 到一則新

聞事件 從不同的 度 分 ，則會影響報 結果。 能學習從中 及 ， 就不容

特定 體報 而影響到自身對新聞事件的 斷。 

    對於公民這 學 不再只是一 課而 ， 經和我的生活經 有了更多的連 更重要的是

我發現公民課不再只有生 的課 內容， 將學習的 域 出 之外 得更豐富、更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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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與其他類型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相比，老師引導性較強，重點式（填空
式）的學習單又比延伸型、混合型的學習單更不易於展現自我。因此，建議高中老
師在設計學習單時，可視班上同學的學習情況調整題型設計，多在內容中加入開放
式題型，鼓勵同學發表自己的看法。相對的，同學們則要盡可能地在老師設計的學
習單中，加入一些「個人」的元素，放上整理後的摘要、心得反思，甚至是主動延
伸學習的內容，都讓審查教授更能夠透過學習單認識作者，看到個人的特色與成長。
如此一來，就算上傳的是學習單，也可以是一份完整且獨特的作品。

二

課堂活動成果作品相當豐富，常見的包含：閱讀或參訪的心得、程式語言練習
紀錄、生涯探索作業等，通常是由老師規劃課程內容或主題，要求學生完成指定的
任務，所完成的作業。另外，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筆記也歸在這個類型。這些作品
有可能是同一門課程的單堂課，也可能是多堂課的產出成果。

以下將針對常見的課堂活動成果子類型做更詳細的說明，依序提醒各自在製作
時較常出現的問題，並提出可能的改進方法：

課堂筆記是學生針對某一門課中，單一或數個單元或主題，自主進行重點記錄
和整理的筆記。這類型作品經常遇到的問題是：沒有脈絡性的說明，且大多缺少心
得感想，只看得出學科知識的整理，無法知道學生個人的想法、學習收穫與反思，
若內容又只有在課堂上抄錄的筆記，反而變成是在呈現「老師整理的成果」。

在脈絡性上，首先務必要清楚說明筆記是出自哪門課程的什麼單元，也可以稍
微交待老師有提供什麼指引，或自己所採用的學習方法，並用文字或圖表簡介筆記
包含的內容。整體篇幅不需太長，當作幾句簡短的摘要放在正文之前，便能使審查
教授快速地掌握重點。另外，反思心得則建議可以與摘要和作品說明一起放在開頭，
呈現具體的收穫與成長、課程內容以外的延伸思考、挑選這份作品上傳的原因，以
及學習興趣與熱忱，避免讓作品單單只呈現學習資訊整理，而無法看見個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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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面這份物理科筆記，不僅在作品開頭點出筆記所整理的單
元——碰撞概念，也簡單講述了所採用的學習方法——表格整理、比較，
而後也在反思心得中具體說明自己的學習過程與收穫。

  

壹、 簡介 

 
本次報告主要是碰撞概念的整理。首先，整理各相關名詞，接著整理一維

彈性碰撞、非彈性碰撞的異同，並比較不同條件下碰撞後的情形，最後會製成

表格，撰寫成筆記。 

  

貳、 動機、目的 

 

1. 了解碰撞的基本概念 

2. 分析一維彈性碰撞、非彈性碰撞的異同 

3. 比較不同條件下碰撞後的情形 

 

 

參、 學習歷程 

 
 

 

 

肆、 反思、心得和收穫 

 

1. 碰撞概念 

2. 一維彈性碰撞、非彈性碰撞的異同 

3. 筆記書寫整理能力 

4. 表達能力 

  

了解
基本
概念

整理
相關
名詞

比較
兩者
差異

整理
資料

學習
單撰
寫

在內文上，如六大指引中的第六點所說，作品需經過整理、呈現重點，避免流
水帳的呈現。最好能透過有限的篇幅來回顧、整理自己在學習過程當中的努力。除
了記錄課堂教學的內容，可以透過註解說明自己是如何統整、內化這些知識，若自
己有一套特別的學習方法，也可以補充在一旁，讓審查教授能看見同學的學習過程，
而不只是密密麻麻的考試重點。此外，課堂知識的生活應用、個人的延伸學習或思
考、跨領域的對話、課內、外的問題與討論、連結時事議題等，也都是可以加入的
內容，更是獨特性與素養能力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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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前面所分享，針對碰撞概念而寫的物理科筆記，作者也在一旁附
上了繪製說明的註記，讓審查教授能夠明白筆記整理的方式與邏輯。

                     

 
1. 名詞解  

 
  

製 先整理相關名詞， 念 ，

比較彈性碰撞、非彈性碰撞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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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面這份生物科筆記，在筆記旁添加註解，能輔助教授理解筆記的
內容，並看見同學的用心。不過在排版上，比例的分配與圖檔的清晰度，
可能就需要再注意。

最後，有幾點要特別提醒：(1) 手寫的筆記雖然更具真實性，但上傳時務必要考
量圖片的清晰度以及文字的易讀性，否則反而可能會變成扣分的項目。(2) 加入老師
的回饋與訂正內容，雖然可以呈現學習的軌跡，但同時也需注意維持版面的簡潔，
若畫面太過雜亂則可能會讓審查教授看不清重點。(3) 要注意比例的分配，內文不能
太短，否則審查教授也無法從中看出個人的學習成長或素養能力。

以上就是我們所整理，課堂筆記類型的作品經常出現的問題，同學們可以根據
這些提醒製作或修改自己的作品；老師也可以據此設計簡單的公版，讓還不是很清
楚筆記該如何撰寫的同學，能夠有個明確的指引。

筆記內容
按照不同
主題分類

重要的名詞用不同
顏色的筆作區分

搭配老師課
堂上給的重
點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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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評論類的作品，較常缺乏「完整的標題」與「課程脈絡說明」，看不出學
生是因為配合什麼課程或單元內容，而去讀一本書、看一部電影或參加校外活動。
因此，建議將心得評論的主題放入標題或副標題之中，不要只寫「閱讀心得」或「某
某科心得報告」，並且可以在開頭加入作品與課程的關聯性，簡介一下作品包含哪
些項目，作為整份作品的摘要。

像是下面這份國文課文的心得評論作品，在開頭便明確說明與課程的
關聯性，並且能夠說明作品包含的內容：連結兩篇文章的共同點進行討論、
撰寫閱讀心得。

這學期我們學到了賴和所著的<一桿稱仔>，具有強
烈的抗日精神，為當時受殖民壓迫的人民發聲；上
學期的課程裡，魯迅的<孔乙己>也同樣將目光集中
於社會的弱勢群體。所以在學期末，我把上下學期
的兩篇課文放在一起共同討論，再擷取寒假時間我
所寫的一篇閱讀心得，以作為我高一最後的學習歷
程成果。

前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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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文方面，首先須撰寫心得評論的書籍、電影或參訪的內容概述，讓審查教
授對主題有個初步認識，才看得懂心得評論的內容。另外，與一般的心得反思相同，
要避免只有心情式的描寫。若撰寫的內容著重在反思，可以加入對自己的具體影響
或心境轉變，以及個人的學習收穫；若著重在評論，則可多寫一點個人的想法，以
及對於主題的分析或問題探討。延伸的學習或討論、個人的讀書方法也是可以放入
的內容，但仍要聚焦在心得評論的主題，避免讓額外的補充喧賓奪主。

例如下面這份書籍的心得評論作品，便列點概述閱讀書目的內容重點，
以及透過圖表呈現選讀章節的主旨。在心得評論中，雖然對具體的學習收
穫較少著墨，但有抒發個人對主題的分析與看法，以及對某些事物態度的
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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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課程安排上，可以開放學生自行挑選主題或書目，並鼓勵學生依據自己
的興趣或生活經驗來撰寫動機；若課程已有固定的主題或規劃，則可清楚向學生交
代課程這樣安排的緣由、對應的單元或能力，讓學生可以在開頭交代脈絡，並在撰
寫心得評論時進行回應，以展現個人的獨特性。

最後，心得評論類的作品還要特別注意作品的真實性。若撰寫的內容有引用或
參考他人的評論或資料，務必要標示清楚，明確區分出哪些是自己個人的經驗或看
法，哪些是來自他人的意見或分享，避免讓審查教授產生抄襲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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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練習作業是依照老師設計的課堂活動或作業練習製作而成的作品，像是
烹飪活動紀錄、認識家族史、寫信馬拉松、程式語言的操作練習、演講或辯論作品、
非探究類的課堂報告（如：國文科作者生平、英文科口頭報告），以及各科的練習
作業等。這類的作品大多缺乏脈絡與摘要，建議要在開頭說明作品與課程的關聯性，
簡潔扼要地交代作品所包含的內容；若能寫出個人的製作或選課動機會更加分。

在內文方面，一些作品經常會有只偏重過程或只呈現成果的問題，如：演講或
辯論作品花很多篇幅在記錄準備過程，卻沒有呈現最終的成果；又像是調查個人家
族史或寫信馬拉松的作品，僅附上整理好的族譜、信件，卻沒有過程的相關紀錄。
在製作課堂活動成果時，內文應包含準備或製作的過程，以及實際的成果展示或說
明，如此一來作品整體的呈現會更完整。

像是下面這份寫信馬拉松的作品，補充了個人在設計信件時的巧思，
而不只是放上最終的成果照片，適度說明製作時遇到的問題或額外付出的
努力，會讓學習過程的呈現更完整。

構構圖圖說說明明：：

燈塔總是在黑暗中，與大地
搏鬥，為往來的船隻點上一
盞光明的燈，提供船隻航行
的方向，這群人權工作者亦
是如此，要與掌權的政府抗
衡，努力的為被迫害的人發
聲，吸引國際間的關注，進
而督促政府進行改革！也因
為他們那顆熾熱的心持續照
亮著大地，讓人權沙漠中多
了更多的愛和溫暖！

此照片於2019年澳洲遊學時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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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是下面這份家族史作業，除了放上整理好的族譜外，還在底
部加入了過程的描述，後面也附上從戶政事務所取得的族譜影本，並透過
文字補充說明，使作品的內容更加飽滿，而不是只將一堆人名串聯起來。

 

五代家族樹(父系): 
 

 

 

 

 

 

 

 

 

 

 

 

  

劉諭勛
兄

劉鎮松
祖父

劉炳輝
曾祖父

劉富
高祖父

莊開
高祖母

劉陳早
曾祖母

陳慶
外高祖父

莊田仔
外高祖母

黃秀鳳
祖母

黃青枝
外曾祖父

黃廖割
外曾祖母

劉孟學
父

范小紅
母

劉芯語
妹

 
欲完成家族樹，須先至戶政事務所申請族譜。族譜因年

代久遠，有些字跡相當模糊，不易辨識；且日治時期與

現今的排版也大相逕庭，必須自己擔任偵探，藉由祖

父、祖母的欄位一層一層梳理，才將其完成。 

 

 

 

 

 

 

 

 

 

 

 

 

 

 

 

 

 

 

 

 

 

 

 

 

 

 

 

 

日治時期族譜 

，當時

。 

年族譜，

與日治時期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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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探究類的課堂報告需注意不要把報告的簡報檔直接上傳，在缺乏口頭說明的
情況下，過度精簡的內容反而會使審查教授摸不著頭緒，建議要將簡報檔整理之後，
加入摘要、脈絡、內文的補充說明，以及「個人的」心得反思再上傳。

例如下面這份講解變異數概念的數學科課堂報告作品，就並非直接將
報告用的 PPT 上傳，而是透過公版表格補充製作的心路歷程，以及能夠有
個人的心得反思，若簡報畫面能更清楚，或用雲端連結的方式呈現會更好。

 

簡報重點畫面擷取 

 

取

 

    重

重點

報

取 重點

報  

    報 報 報

報

點 報 報

報 報

點 報  

    報 點 報

報 報

報

 

 

       面報

重

報

 

    報

報

點 報

報

 

 

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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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語言的操作練習，建議可以在語法的功能與應用，以及個人學習與除錯的
過程上多加著墨，一方面可以讓非該專業領域的審查教授能夠理解作品的內容；另
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自己不只是將語法複製貼上，而是有學到程式語法的邏輯與功用，
增加作品的真實性。

例如下面這份 C 語言的練習作品，不僅有清楚說明語法的用途、按部
就班的講解各步驟的內容，也適度加入個人所遇到的困難與解方，可以使
作品更易於理解，並能夠完整呈現學習收穫。

過程-五則運算

目標：
這次作業要來寫一個讓電腦可以幫我們做「五則運

算」的程式。第一次上課教輸入、輸出、運算

子……等，很多東西而且也比較雜。當天又精神不

好，讓我忽略掉一些關鍵，作業花很多時間。但這

也提醒我：上上課課時時精精神神一一定定要要好好，，否否則則做做作作業業花花太太

多多時時間間，，佔佔用用到到睡睡眠眠，，又又會會影影響響明明天天的的課課程程。。

過程-五則運算

Step 1
第一次寫的時 scanf，

定 定 。而且 很多次， 不

第14 的程式要 ，

程式時 出「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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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探索作業是指同學在生涯規劃或輔導課程中，根據老師的指引或自我探索
來發掘個人的興趣、性向及未來定向的作業。這類型的作品經常只有內文，缺乏標
題、摘要、作品說明和心得反思。

首先在標題上，許多作品只有寫上課程名稱，但生涯規劃或輔導課程的內容相
當多樣，僅依靠課程名稱審查教授可能無法馬上明白這是什麼作品，建議可以在課
程名稱之後補上副標題，像是：「OO 學群介紹」、「OO 職業訪談」等，讓審查教
授從標題就可以知道這件作品的主題。另外，需注意課程名稱和副標題應同時具備，
若反過來只剩下副標題而缺少課程名稱，可能會使審查教授迷失重點。

下面這份生涯規劃課的訪談報告中，在標題就明確點出這是什麼課程
的成果，以及訪談的職業身份，使人可以在開頭就迅速掌握內容重點。

職業：社工師、專案人員(澎湖湖西樂齡負責人)
訪談人：王鎂棋
組員：翁楚涵 102 09
指導老師：賴俊生

澎湖國立馬公高中
高一生涯規劃課訪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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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標題之外，摘要與作品說明也能讓讀者快速掌握作品脈絡跟重點。在摘要
的部分可以簡單說明這份作品包含的內容，以及自己在探索之後的收穫，若本身對
於未來已有大致的方向，也可以說明自己如何規劃更進一步的探索；作品說明的部
分則建議可以加入課程規劃、指引的說明，或是個人挑選主題的動機，讓審查教授
更清楚作品的由來。

最後，在心得反思方面，建議可以談一談完成這件作品對個人的生涯規劃有什
麼具體的幫助，以及是否讓自己對未來有更明確的想像，也需說明自己上傳作品的
動機。若對探索的成果並不滿意，或未能成功定向也沒關係，只要如實地呈現自己
的心路歷程與反思，也可以是一份好的作品，但在勾選上傳時，可能需要搭配其他
作品，並在學習歷程自述中加以說明以呈現成長軌跡。另外，自主的延伸學習和預
計要執行的未來規劃等，也都是可以放進心得反思的內容。

例如下面這份學系探索的訪談報告的心得，便提到這次經驗使他對眾
人眼中的「夢幻學系」有更多的認識，並且意識到自己不能盲目追求學系
分數的高低，而是要考量個人的興趣和能力來選擇。若能更具體描述心境
轉變的過程，以及自己對未來的想像，心得反思會更有亮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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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一些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素養性能力的課程，例如：簡報力課程、批
判思考訓練課程。學生在這些課程中所產出的作品，內容以逐點列出學習到的能力
為主。然而，若較少附上實際完成的作業或成果，可能會讓內容顯得空泛。審議討
論建議將具體的成果作品附上，可以是課堂的作業練習、期末報告或個人的練習紀
錄等，並透過摘要、補充註解或心得反思來說明自己在課堂中所學到的能力，如果
擔心篇幅過長，也可以將成果作品用連結的方式附上。

簡言之，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課堂活動成果，都要特別注意作品呈現上，有沒
有符合前面章節所提到的六大指引，避免因為內文整合、編排等問題，造成自己的
特色或亮點無法彰顯的缺憾。

實驗紀錄基本上是自然科的課程才會做的課程學習成果。一份完整的實驗紀錄，
內容應包涵實驗目的、原理、器材、步驟、數據、實驗結果與討論。雖然內容看似
明確且有跡可循，不過團隊仍舊整理出幾個實驗紀錄的呈現經常會有的問題，供同
學與老師們參考。

比較常見且嚴重的問題是實驗紀錄中缺少實驗數據，以及實驗的結果與討論。
同學花了很長的篇幅說明實驗使用的器材，列出實驗的步驟，卻沒有針對實驗的數
據進行有條理地分析，解釋實驗結果如何能夠回答最初的研究問題。例如：有學生
操作層析實驗，雖然有完整說明實驗原理與步驟，然而結論只寫了藍、黃、橘三色
析出的高度不同，沒有列出三色的高度各是多少，也沒有分析討論可能的成因，看
不出學生究竟有沒有理解實驗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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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的做法是像下面這個例子，這位同學想要瞭解陀螺半徑、轉軸長
度及重量三變因對陀螺轉動時間的影響，其結論呈現了完整的數據表，以
及簡單的推論說明，不僅可以讓人明確瞭解實驗的成果，同學也學會了「重
心」是保持陀螺平衡的重要因素。

 

44  

 

1092 探究與實作－轉轉螺 081032黃黃猷猷珵珵 

結論與探索 
實驗後發現重心將會是保持平衡與轉動陀囉的重要因素。只要差一點點

就會大幅影響到最後轉動的持續時間。 
我們除了有以上三點變因，我們還另外嘗試不同變因。其中發現裝上

「軟鐵片」後，雖然能穩定重心，卻轉得不如以往持久，初期推斷有可能是
未實際黏著於軸的關係，但當下也發現若不黏著鐵片，鐵片將能夠維持轉動
的穩定性。 

關於變因一「數組紙板半徑長是否會影響轉動時間」，我們除了製作半
徑 3、3.5、4公分的比較因素，私下製作各種不同尺寸，例如半徑 1.5、2、
2.5、4.5、5、5.5、6、6.5公分的紙板陀螺，試轉下發現半徑越小，因為整
體平衡力越難掌控而越難以轉成功，撐不到 5秒就結束了；而半徑大一點的
則因角動量及紙板重量輕因素影響下，造成重心不穩定，因此表現相較下不
漂亮。 

事後整理數據，還另外發現前兩組數據的轉動持續時間都維持在 10秒
以內，但到了第三組調整後，卻暴增接近 1分鐘。我們推測是改為光碟而增
加重心以及將手握長設定於 3.5公分的關係，讓整體數據表現更漂亮。 
 

   
數組紙板半徑長是否會影響轉動時間 手轉動的軸長是否會影響轉動時間 光碟片數是否會影響重心 

 
 

半徑長(cm) 3cm 3.5cm 4cm

1 1.55 6.83 6.30

2 1.99 6.53 5.03

3 1.39 6.14 5.73

4 1.20 6.01 4.81

5 1.06 6.05 6.36

6 1.43 6.19 4.78

7 1.78 5.99 3.91

8 1.65 7.12 5.75

9 1.75 8.01 6.32

10 1.45 8.36 5.12

平均 1.53 6.72 5.41

半徑長(cm) 3cm 3.5cm 4cm

1 1.55 6.83 6.30

2 1.99 6.53 5.03

3 1.39 6.14 5.73

4 1.20 6.01 4.81

5 1.06 6.05 6.36

6 1.43 6.19 4.78

7 1.78 5.99 3.91

8 1.65 7.12 5.75

9 1.75 8.01 6.32

10 1.45 8.36 5.12

平均 1.53 6.72 5.41

光碟片(片) 2片 3片 4片

1 50.62 57.65 43.50

2 49.92 63.39 48.08

3 53.85 59.77 47.80

4 52.90 57.30 46.23

5 56.06 46.00 41.33

6 47.00 61.09 45.00

7 57.80 49.00 52.62

8 52.10 46.00 54.61

9 51.57 55.70 50.23

10 48.29 45.98 53.31

平均 52.01 54.19 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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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紀錄的另一個常見問題，與學習單的問題類似，是該怎麼在實驗中展現個
人獨特性？實驗設計主要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複製實驗，老師會指派要複製的
實驗，期待同學能夠親自體會做實驗的樂趣，在過程中學習邏輯推理的能力，同時
也能夠加深對概念的理解。第二類則是給學生一個探究式的問題，像是「怎麼樣能
夠讓陀螺轉得更久？」讓學生在實驗的過程中，不斷嘗試與修正，尋找可能的變因。

以學生的自主性而言，後者會比前者更多一些。不過，這不代表複製實驗就不
能是一份好的課程學習成果，同學可以重點描述在複製實驗時遇到的困難，以及一
些預期之外的發現，或是呈現實驗結果如何幫助自己學習抽象的概念，甚至實驗之
後做更多的延伸學習，這些都可以是展現個人獨特性的好方法。

像是這個實驗雖然只是根據課本內容粗萃取香蕉的 DNA，但複製實驗
的過程中卻引發了同學對酒精濃度是否會影響萃取量，以及轉換萃取對象
的好奇，查找資料後也做了延伸的實驗，看的出來大幅加深了他對 DNA 萃
取原理的認識。

3 
 

  

QQ::為為何何 9955%% ((又又 無無 )) DDNNAA 果果 7755%% 好好??  

 

A:上網 資 後發現是因為 95% 幾乎不 , 有 作用的

學 ，可以將 有 分 的 DNA 去 後,使 DNA 析出。 

 

QQ:: 中中析析出出的的 DDNNAA 是是 都都是是 細細 的的 DDNNAA??  

 

A: ,因為為了使析出 DNA 的 不受影響,因 在 細 時,不

會先 ,而是直接 ,因 可能 有 或 細 的 DNA。 
 
 

⪤椕⺁⹕⊋⻛: 
因為在學 DNA 時,我 然想到一個問題, 是用 75% 做

果會 ?無 在學 上課做 的時 有 , 是這開 了我想在

做一次 的 。在 做 前,我先 次 習了一次 的所有

每一 的原 ,這樣使我在 作上可以更加 。 

 

在上網資 時發現大 分的 DNA 都是用 95% , 是我 設 95%

析出的 75% 多。而在上網 資 時發現有 用 細

出 DNA, 是我 定也來 細 析出 DNA 的 。 

 

我先 設為 析出的 會 細 析出的 多,因為我認為

出來的 細 只會有一點點不會 整 完整的 DNA 多。在做

細 時,我 一次用 75% 未 出 DNA,讓我有點受 ,因為

與學 做 不同的只有 ,因 我推測是 造成的影響,在

上網 資 後發現可能是因為 75% , 作用 不 ,因

我用 95% 做一次 異造成 的影響,而之所以

定用 的原因是因為一開始是用 作 的提 者,

但後來發現做不太出來,所以用 的 。 

 

後發現果然如同我 設的一樣以 來看 95% 析出 DNA 的

75% 多。而在 DNA時,我在 前先試做了一次用 75%

,發現 果也不 ,但後來在 做 後,我發現 95% 析

出的 還是 75% 析出的 還多,但 者都沒有 我試做的 DNA 還

多, 是我推測可能是因為 因為 了所以影響了 DNA析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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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實驗紀錄與其他課程學習成果相同，一樣要經過整理再上傳。如果一學
期中做了多個實驗，建議可以挑選印象最深刻、收穫最多的幾個實驗，深入呈現彼
此間的關聯。例如，A 與 B 實驗都讓自己更加理解溶液的特性、B 與 C 實驗則能夠
提升對實驗器材的認識。相反的，若是實驗之間彼此沒有關聯，則可以改為強調挑
選特定實驗呈現的原因。

簡言之，實驗紀錄較好的呈現方式，應在作品開頭摘要說明想要呈現的重點、
解釋課程與實驗的關聯，以及對應到的原理概念，讓教授快速掌握做這個實驗的用
意。放上做實驗的過程時，也要注意實驗設計的合理性、步驟間要有邏輯、實驗結
果推論要嚴謹。實驗紀錄的呈現格式也很多元，部分學生會將手寫的紀錄，掃描或
拍照後上傳；部分學生則會將實驗紀錄轉換為 Word 檔或簡報檔，無論怎麼呈現，
都要注意作品的易讀性與完整性。只要注意以上幾點，實驗紀錄也可以是精彩的課
程學習成果。

這位同學在前言中提到，他從眾多自然探究與實作課程的化學實驗中，
選擇「彩虹玻璃管」為整份作品的主軸。雖然補充了課程的脈絡，但比較
可惜的是，同學沒有進一步說明選擇這個實驗的原因。

 
 

前言 

自然探究與實作是 108 課綱新增之課程，在本課程中與同學進行了很多

實驗，並學習了繪製科學圖表、撰寫實驗報告等實用的技能，得到了豐富的

經驗、實驗操作技巧。 

本學期進行的實驗以化學方面為主，可分為「畫橘子恐怖箱」、「終極條

碼」、「光譜觀察」、「漂浮紙片-酵素反應」及「水的多樣性-科學報告」，本篇

學習歷程以水的多樣性中的「製造屬於自己的彩虹-彩虹玻璃管」為主體。 

目錄 

壹、 摘要……………………P.1 

貳、 實驗介紹………………P.1 

參、 實驗過程與紀錄………P.2 

肆、 心得……………………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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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上路後，高中同學在課程中產出的作品，除了有一般常見的書面報告外，
也有實作的作品。在 111 學年度的大學入學申請，有 44% 的系組將實作作品納入學
習歷程檔案的參採項目。實作作品又可以分成幾種不同的呈現形式，包括影音檔、
網站、美術作品、詩詞文章及劇本等文學創作、機器人與程式設計作品等。每一種
類型依據呈現的樣貌不同，也各自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以及相應的呈現建議。

學生如果想要把影音作品當作課程學習成果，可以上傳 mp3、mp4 檔，也可以
將檔案連結附在文件中上傳。無論是哪一種方式，如果只放上影音檔本身，缺乏課
程簡介、製作動機、製作過程、心得反思，會讓審查教授無法瞭解作品與課程的關
聯，以及學生的學習收穫。

由於音檔沒有畫面、影片可能沒辦法凸顯重點，審議討論建議同學想上傳影音
作品時，可以另外用文件或簡報提供檔案連結，並補上作品的課程背景、製作動機、
過程遇到的困難解方、最後的心得收穫等文字說明。影片檔如果片長較長，也可以
將內容截圖輔以文字說明，幫助審查教授快速瞭解影片內容。如果想要直接上傳
mp4 檔，也建議在影片中保留幾秒鐘的畫面，補充脈絡性和製作過程的說明，並附
上完成影片的心得反思。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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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_XmiOisbtcw

這項作業是從文化特性的單元去做延伸我在剛接收到寒假作業要拍影片的時候很慌張，從來沒有作業要
用影片方式呈現，在沒頭緒的情況下要生成一個主題再去延伸內容花了不少時間討論做決定，在做這份
作業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像是拍攝過程要如何取景、如何呈現能讓觀眾了解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或是剪
輯過程中不會操作剪片軟體等等。這些困難都必須自己找出解決方法，而我認為我獲得的這些新知就是
我做這份作業所得到的收穫。
這份作業不但結合了公民知識，像是文化差異，在上課本內容時我通常只會吸收課本內的知識，強迫自
己記下來，但是這份作業讓我學到很多知識跟生活做結合可以知道得更廣，也能更深入的了解，不僅能
學到更多，也加深我對那部分的記憶。我還接觸到了許多傳播媒體相關的領域，這啟發了我對剪輯影片
的興趣，在完成那項作業之後，我還剪了許多影片當作練習和經驗的累積。
反思這的作業主題我認為還可以再改進，像是我們訂了八個特殊的文化都是組別內部討論出來較主觀的
想法，看了老師的反饋之後，我學會利用數據統計的方式，讓我們的主題能夠更得到大眾的認同，也可
以接收更多元的訊息當作我們取材的選擇。
透過這種更多元的學習方式得到學習效果，而不是只是為了應付考試唸書，讓我覺得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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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類的作品包含文學創作（詩、散文、劇本等）、美術創作（素描、炭畫等）、
手機架、機器人等。與影音檔相同，有不少同學在檔案裡只放了作品本身，稍嫌單
薄。創作類作品重要的是透過創作理念的說明，展現個人的創意和想法；如果是老
師指定的作業，可以說明是配合什麼課程單元而創作。

舉例來說，有歷史老師配合高一東亞史的內容，請同學們蒐集資料，
瞭解該時期的人面對大事件的反應，撰寫成故事。同學在作品中除了說明
作業要求，也提到因對上海租界區有興趣，而選擇以 1920 年代五四時期
的上海為寫作背景。而在最後上傳的檔案中，同學除了放上成果作品外，
也有在作品前附上作業要求及創作背景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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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同學上了機器人實作後，在心得中寫出新學習到的「圖形化
程式編寫」能力，並比較與以前學過的 C 語言的差別。

此外，在製作作品的過程中，如果個人應用工具的能力有所提升，或是遇到問
題，也可以在心得收穫裡面描述。例如，有同學上了機器人實作後，在心得中寫出
新學習到的「圖形化程式編寫」能力，並比較與以前學過的 C 語言的差別。

網站有可以將文字、圖片、影片、簡報等不同類型檔案都放在同一個媒介上的
功能，有些學生會將專題或是整學期的課程，以網站的形式呈現。由於課程學習成
果在上傳平台的檔案限制，學生通常會另以文件檔提供網站連結，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成果中只包含一個連結，可能過於簡單、沒有重點，也無法確定是不是所
有的審查教授都會點進去看。

建議在上傳的檔案中，不能只是貼上網站連結，仍需要符合完整作品
的架構，花一些篇幅描述課程脈絡、作業或專題的製作過程以及心得反思。
如果是統整一學期課程的網頁，分頁較多會讓教授不知道應點選哪些內容
觀看。建議同學可以在上傳的檔案裡面，附上網站指引地圖，讓審查教授
知道可以優先點閱的內容，或是將想重點呈現的內容截圖說明。

程 式 流 程 圖 (二)   

  

一 個 任 務 從 發 想 到 設 計 程 式 流 程 圖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設 計 過 程 當 中 需 要 多 角 度 的 

思 考 ， 在 思 與 學 當 中 使 我 不 斷 精 進 自 己 的 專 業 能 力 ， 也 培 養 出 想 像 力 和 創 造 力。   
  

八、 個 人 心 得   
  

　 　  我 曾 經 學 過 C 語 言 ，  但 在 EV3 機 器 人 的 程 式 學 習 過 程 上 ， 真 的 是  截 然 不 同 
， 它 用 的 是 「圖 形 化 程 式 編 寫」 ， 而 且  機 器 人 需 要 軟 體 硬 體 的 配 合 ， 導 致 變 數 
非 常 多 ， 像 是 機 器 人 要 向 右 轉 90 度 時 ， 要 考 慮 地 板 摩 擦 力 的 誤 差 ， 也 要 考 慮 
左 輪 和 右 輪 要 同 時 動、 左 輪 不 動 右 輪 後 退、 左 輪 前 進 右 輪 後 退 等 等 ， 所 以 寫 機 
器 人 程 式 的 時 候 ， 需 要 一 直 重 複 測 試。  程 式 就 像 是 看 不 到 的 運 作 過 程 ， 而 機 器 
人 的 反 應 就 是 看 得 到 的 結 果 ， 要 成 功 使 它 運 作 需 要 強 烈 的 現 實 感 和 邏 輯 ， 才 能 
讓 我 們 順 利 達 成 每 次 的 任 務。   
     

 我 是 參 加 了 這 個 多 元 學 習 的 課 程 後 ， 才 真 正 接 觸 到 機 器 人 實 作 專 業 ， 剛 開  
始 ， 我 還 不 認 識 圖 形 化 程 式 的 功 能 ， 老 師 利 用 一 些 任 務 帶 我 們 做 ， 直 到 我 們 熟 
悉 基 本 動 作 與 機 器 可 能 的 應 用 ， 然 後 請 我 們 從 無 到 有 再 做 一 次 ， 雖 然 剛 開 始 實 
作 時 ， 對 於 程 式 部 分 有 些 碰 壁 ， 但 這 讓 學 習 與 記 憶 更 加 深 化 ， 透 過 一 次 次 的 練 
習 與 磨 合 ， 激 發 了 我 對 程 式 編 輯 的 興 趣 ， 也 開 拓 了 我 的 眼 界。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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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作品種類相當豐富，可以看出學生在文件及簡報檔之外，運用的多元媒介
能力，有機會讓習慣書面報告的教授第一眼印象深刻。不過要注意的是，在上傳的
檔案中，除了放作品本身，也不要忘了說明課程背景、製作動機。在使用這些多元
媒介時，如果有經歷反覆的試誤與修改經驗，也都是非常好的過程紀錄。

利用Google協作平台製作一個

遊戲介紹網站，紀錄遊戲的背

景設定以及我們完成這個計畫

的心得感想，最後提供遊戲製

作資料與遊戲載點，讓訪客可

以實際遊玩。

二、製作過程--網站設計

網站首頁

網站遊戲載點

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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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學習歷程     課程學習成果 英文科：人權報告

新莊高中 黃靖雅

摘要

此報告是結合課文主題，找尋與馬拉拉一樣為權利發聲的

人士，並將認為他們可以被納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名單裡

的證據呈現在報告中。此報告須以全英文完成及報告，是

一項挑戰自己製作及用英文報告的能力的機會。

本課程習得

之關鍵能力

口說能力、表達能力、包容能力、英語應用能力、

簡報呈現及美感製作能力

計畫執行

狀況描述

此為分組報告，但此簡報及報告者皆為我做，因隊員們彼

此的空閒時間都沒有交集，且繳交期限短，雖然報告只有

我一人製作比較辛苦，但這也是一項收穫，提前學會獨自

做一份全英文簡報，且又有機會用英文上台報告，也知道

自己還有哪些不足可以改進，像是上台發表時間的掌控及

台風訓練。

專題報告是針對特定主題進行探究的作品，與其他作品類型相比，學生在專題
報告主題的選擇上，通常有較高的自主性。而專題報告作品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查找資料類的作品、探究報告、及小論文，以下將詳細說明各子類型在呈現上需要
注意的地方。

查找資料類的作品，單純根據選定的主題搜尋文獻資料，並進行整理分析，主
題有可能是老師指定的範圍，例如有英文老師結合課本主題，請同學找一位與馬拉
拉一樣在國際上為人權發聲的人物進行介紹；也可能是同學自主發想，例如有同學
從公民課本中「女性拋棄繼承的比例較男性高」的 Q&A 延伸，查找跟國際女權運動
的相關資料。

查找資料類的作品當中，同學們較常缺少課程背景或是個人動機的敘述，以及
心得反思，看不出同學們為什麼要製作這一份報告，也看不出查找資料後的心得收
穫。建議同學們可以參考前面兩個例子，在作品的最前面說明作品脈絡。如果是自
主發想的主題，不僅能呈現作品的脈絡，還可以凸顯個人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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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成果報告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我從公民課本當中發現的QA往下延伸，意外的發
現這種主題式的探索學習到的是更多元的知識。
間接的也提高了我對公民科的興趣，以及對於學
習抱持著高度好奇的求知慾。

 我得到

接著進入到本次主題

取自三民課本

而在撰寫心得時，也建議可以針對找資料的主題多加著墨，例如有同學在以「政
治場域中女性面臨之困境」為主題的查找資料類作品中，寫到過去學者所提出「有
九成因保障名額而當選的女性能力不亞於甚至優於他們排擠掉的男性」的研究發現
非常顛覆他的想像，並反思在思考社會議題時應以更嚴謹的實證資料為基礎。

最後，也提醒同學們務必在作品裡附上參考資料的來源，以增加作品的真實性，
讓審查教授可以瞭解哪些內容來自既有資料，哪些內容是學生自己提出的。

另外，部份學生會將口頭報告的簡報直接上傳，投影片只包含簡短的
標題與圖片，在沒有搭配口頭報告的情況下，可能會不清楚概念之間的關
聯與放置的邏輯。建議如果有完整文件檔可以用附件或連結的方式附上，
或是將簡報截圖，另附說明。

的 及

以年表 現 歷年

歷的 ，有 及被

的，也有 被 ，

是 人 的歷

程。

因為

， 成為 一

被 的 人，並 上

被 的 。

美 會 證會
被 美 會

證會，並在會上發 ，還

上 的 ，一

有 ，可

的發 。

合 人權 會
在 合 人權 會上

並為 發聲， 此

將 他們的不 及

， 中的

權 。

的
為 人士， 不

些 及 ，

，用 作 一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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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報告相較於查找資料型的作品，具備更嚴謹的研究架構，包含探究動機、
研究方法，資料收集結果與分析說明、資料來源。探究主題的訂定，學生通常有
較高的自主性，有些是從個人關注的事物出發，有些則是從課堂的概念延伸。 

探究報告的架構相對較為完整，大部份有呈現出摘要、正文及心得反思，也會
敘明選擇探究主題的動機。不過，只有少數的同學有說明作品與課程的關聯性。審
議討論的結果建議，同學們在上傳時，可以在作品摘要或是作品開頭補充課程簡介，
讓審查教授瞭解同學們在課程中所學習到的研究方法或工具，以及如何將它們應用
在報告中。

例如：有同學在人工智慧課程中學習到了不同的演算法程式技巧，並
將它們應用到期末報告，比較不同演算法模型在預測紅酒品質上的準確率。

       
python

python
python

       

KNN

       
PPT

P A G 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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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同學在公民探究與實作課程中學習到了觀察法、訪談法及問卷法
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最後依照主題選擇以問卷法完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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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像下面這一份探討牛奶多寡對優格濃稠度影響的作品，利用表格
說明選題的動機、以自製工具改善測量不易的過程，以及實驗完成後的反
思。

另外，還有一些學生會產出符合中學生網站小論文格式的作品。小論文在架構
及版面編排上都有詳細的規定，像是架構應包含「封面頁」及「前言、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研究分析與結果、研究結論與建議、參考文獻」六大段落。

小論文非常注重資料的蒐集與內容的分析，因此可以看出同學在邏輯分析及批
判思考的能力。不過要注意的是，把小論文當作課程學習成果時，如果只上傳小論
文本身，會看不出同學在撰寫時的心路歷程、個人反思，也無法瞭解與課堂學習內
容的關聯，稍嫌可惜。建議同學們在上傳檔案中，除了放上完整的小論文，也要在
開頭或結尾加上一、兩頁的篇幅，交代課程內容以及心得反思。其中，心得反思可
以多記錄製作過程的細節，例如在擬定題目、查找資料、進行實驗、蒐集資料、結
論分析等不同階段遇到的困難；也可以多描述自己針對主題所產生的想法，或是製
作完小論文對個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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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109學年度自然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習成果 

主題：生活中的發酵 

題目：探討牛奶多寡對優格濃稠度造成的差異 

課 程

時間 
110.03.08~110.04.26 課程地點 建功高中生物實驗室 

參 與

學生 
   503   班   07   號     第  7  組   姓名：許葆葳 

學 習   

過 

程  

、  

反 思   

與  

心 得                     

  這門生物探究與實作課的主題是生活中的發酵，因此我們設

計實驗時便決定從生活中常見的東西取材，作為我們這次探究的

問題。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講解自製優格

的文章，文章中明確標示著製作優格所需的優格以及牛奶量，讓

我們不禁思考若我們使用不同數量的牛奶會對優格（成品）造成

多大的影響，這也進而成為我們這次探究的問題發想。 

 

  在設計實驗時我們發現要測量優格濃稠度十分困難，即便我

們固定了製作優格的時間以及溫度，優格的濃稠度仍然差異非常

大（含 200ml牛奶的優格流動速度大約是含 250ml以及 300ml牛

奶的優格的 30倍左右），因此我們無法選擇裝置口徑較小的滴

定管作為我們的實驗器材，後來我們則決定自製測量工具以優格

的流動速度來觀察其濃稠度，進而分析牛奶含量對濃稠度的影響

程度。 

 

  在整個實驗過程中學習到了許多，除了如何設計完整的實驗

步驟、如何組織架構出完整又嚴謹的實驗思路之外，明白團隊分

工合作精神的重要性以及與團隊維持良好的溝通環境也是我的一

大收穫，唯有分工合作、理性溝通才能讓實驗進行得更順利，在

遇到問題時才能及時討論、及時解決。身為實驗操作者的一員，

能與團隊同心協力完成此次探究的實驗對我來說受益匪淺。 

 

    雖然我是文組班的學生但對我來說自然探究與實作仍是一門

十分重要的課程，不僅僅是因為它能帶給我更多自然科學方面的

知識，更多的是因為它能帶領我發現、了解生活周遭的問題，讓

我看見周遭那些被我們忽略的小細節。我想，這是除了知識層面

以外這門課帶給我的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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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透過另外製作簡報的方式，詳細舉例說明如何解決撰寫小論文
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學到了什麼能力、得到的啟發，並將歷次版本的主
要修改內容整理，作為附件放在最後面，檔案頁數較多的話可以製作目錄，
以利閱讀。

六、心得省思 p.13

七、製製作作小小論論文文給給我我的的啟啟發發 p.14~p.15

八、附件一~四 p.16~p.19
(小論文各版&各版差異整理)

目目錄錄

四、問題與解決方法 p.9~p.11

二、課程教學主題 p.2

三、作品摘要 p.3~p.8

五、從中收穫的能力 p.12

九、附件五(小論文競賽獎狀)   p.20

一、大綱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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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資料查找、探究報告、或小論文等專題報告類型的作品，都有機會讓審
查教授看出同學針對特定主題蒐集資料、整理資料的能力，如果能更進一步提出個
人的觀點，也能展現出自己的獨特性。由於這一類作品同學們幾乎都需要以既有文
獻資料為基礎，確實附上資料來源相當重要。此外，除了放上成果本身，詳加說明
作品與課程的關聯性、製作作品的心路歷程以及自己學習的心得收穫，也會讓作品
更為完整。

綜整式學習紀錄是將整學期「多主題、多單元」的作品，包裹在同一份檔案中
上傳，且可能包含前述兩種以上的作品類型（學習單、課程活動成果、實驗紀錄、
實作作品和專題研究）。舉例來說：有學生將自然探究與實作的單元筆記、學習單
及延伸製作的議題報告綜整起來；也有學生將英文科的小說閱讀心得、英文寫作練
習、海外明信片寫作活動及議題報告放在同一份檔案中上傳。

綜整式學習紀錄，比較常出現的問題是缺乏不同的單元之間的關聯性，或是挑
選這些單元的理由。建議可以在摘要和作品說明中講解整份作品的主軸，透過一個
完整的敘事將各個單元串起來，以呈現個人完整的學習和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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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面舉例的糖文化這份作品來說，內容包含學習單、實地訪查、地
圖分析等，但從摘要就可以看到主題都是環繞著認識「糖業」，比較能讓
審查教授理解單元間的關聯性。

除了摘要與作品說明，也建議在作品開頭加上目錄，輔助審查教授理解整份作
品的編排與思考邏輯。不過，目錄的標題須讓人能夠理解主題內容，像是標題「蘋
果腫摸惹」可以加入副標「蘋果腫摸惹：不同環境的氧化程度」。

此外，綜整式學習紀錄作品也經常缺乏統整的心得。許多同學雖然在每一個部
分可能都有寫下完成該作業或活動的心得，但最終卻缺乏一個總的心得反思來統整
這門課的收穫與成長。若是篇幅較長的綜整性作品，建議將心得反思放在作品的開
頭，配合摘要與作品說明，點出經過一學期所學到的學科知識或素養能力，以及這
份作品中有那些亮點，也可以說明每一階段的學習如何使自己逐漸進步，讓審查教
授在瀏覽時能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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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下面這份公民科的綜整作品，透過總心得反思回應各單元所學的
知識內容，並能夠將經濟學與生活、時事，以及社會不同面向的議題進行
連結，同時也說明自己如何進行延伸的學習活動。如此便能清楚的看出，
修完一學期的課程後，學生具體的收穫與成長。

啟發與省思
•這學期的公民課，從一開始的資源無限，到需求供給、市場機能、國民所得，
甚至最後的國際市場與貿易自由，無非是在用循序漸進的方式為我們打好基
礎經濟學的底子，透過這些單元，形塑了我對經濟學世界的大致認識，平時
我大概也不會接觸遺產如何分配的問題，或者廠商聯合漲價造成的問題，以
及政府如何控管，這些看似生活化的議題，原理遠比我想像的困難，除了了
解根本原因、定理，尚要懂得變通。

•和以往公民課不同的是，經濟學小則如個體經濟學，大則可達總體經濟學的
地步，要掌握的東西多，又需要活用，對於擅長背法條的我是個全新的挑戰，
但我漸漸抓到學習的方法，老師上課補充的都要融會貫通，輔以筆記整理，
先熟悉基本經濟學概念再寫題目，是學習有效的方法。

•我發現經濟學很少時候是單獨存在的，幾乎都參雜在不同面向中，例如我看
新聞就會聯想到疫情中口罩的進出口分配，醫療體系到底該怎麼在大家的資
源都有限的狀況下妥善分配?這一個個牽扯到多元面向的考量和社會倫理的
難題，到底該如何解決?到底是哪些人該合作解決?我常會有這樣的疑問。

• 學習過 有 ， 同一個題目問不同人得到不同 我
有 ，但有 於 對生活的 在不 小 ，得為了 考
好好學習， 不會 於社會 ，也有 於生活 都可發現經

濟活 ，我在學習上也能有 多機會 生活的例子學習，例如
雜 或社會新聞

• 這 期 我除了 老師的 步 習課 所學，也會接觸
的 資 ， 世界的經濟 、商 人都 哪
上商 ，我發現 除 和 的 分，我是 有 的，甚至上

了 比 ， 了 資比 和一 長 ， 課 所學
際 用到現 生活中，可以 有效 面 識， 可以 的
考 式， 該 是公民課 給我的 效 。上這學期的經濟學 ，
的 經濟學想成一 很 的學 ， ，上 課的我，懂得以不同面向
看 ，不管是經濟人 學 是和生活的 合，經濟學 對是生活中一個
不可或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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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提醒，雖然課程會分成不同的主題或單元，卻不一定要全部放入作品中，
也不一定得按照課程順序呈現，建議學生可以在重新組織、內化後，選擇有特色或
對自己較具啟發性的單元深入呈現。如果單元間沒有關聯，也要在首頁分別說明不
同作品想呈現的重點，以及在編排上明確區隔不同單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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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0 年五十場審議活動中，參與者深入地討論課程學習成果的呈現方式外，
也請高中老師、高中同學彼此分享已經上傳至檔案平台的作品。活動蒐集到超過
六百件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其中包含學習單、實驗記錄、課堂活動成果、專題報告、
實作作品、綜整式學習紀錄等等，呈現形式非常多樣，作品內容也因為科目、課程
類型而有所差異。作伙學團隊整理了審議現場參與者經常提出的困惑，以及作品常
見的問題，分別從呈現內容、呈現格式兩個部分回答大家的疑問：

學生在生物課做的細胞核筆記、國文課在課本中做的註釋釋義、英文學習筆
記，究竟適不適合作為課程學習成果上傳？參與者認為，這必須取決於內容
的豐富度。同樣是課堂筆記，但每個人呈現的內容與寫法都不太一樣，部分
作品僅掃描課本頁面，或是上傳的學習內容僅是老師抄寫在黑板上的補充，
但也有同學自己做了許多延伸，額外找學習的資源，呈現多面向的學習紀
錄。相較之下，後者的內容就更為豐富且完整，也更適合呈現出個人的能力
與特質。因此，若要上傳學習筆記，建議同學可以針對學習內容進行延伸應
用，或是補充自己還透過什麼方式理解這個單元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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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免 只 有 情 緒 或 感 官 上 的 敘 述， 像 是「 我 覺 得 很 棒、 很 開 心、 收 穫 良
多……」，也不要只以「我學到了……」這樣的敘述一語帶過，應該要明確
說明因為經歷了那些事件，做了哪些努力，才有什麼樣的收穫，在哪部分的
能力上有所增長。

這位同學描述學習收穫的方式，並不是用一句「學習完這堂課，我覺
得自己收穫良多」帶過，而是以具體的事例，反思最初在問卷表單的設計
上不夠周延，沒有考慮到受訪者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立場，並且在統整時過
度詮釋問卷結果，加入太多個人想法，去推論受訪者有不同立場的原因。

 8 

心得與反思 
 在這學期的這門課中，真的學習到了很多新的技能。閱讀文獻是國中幾乎沒

有接觸到的領域，在高中課程的剛開始，這門課教導我們如何閱讀文獻並分析重

點，想必對未來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在課堂上我們還學習要如何引用文獻，我

想這對之後會撰寫到的小論文也是一個很有用的技能。 

 在這門課的專題報告，我們選了高中生對死刑存廢的看法作為主題，雖然我

們只訪問到少少的 36位高中生，但令我訝異的是這 36位高中生的看法全都是支

持死刑，後來我們去推測為什麼所有的受訪者立場都是一樣的，我們猜想，或許

是因為「媒體」對我們所造成了影響。我們每天都在接觸網路媒體所給我們的資

訊，或許這些資訊在無形中也漸漸的影響到我們。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個所有資

訊皆輕易可得的環境中，我們應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才能使我們不輕易受媒體

洗腦。 

 在成果發表的那天，報告完時觀摩的老師給了我們一些建議，老師說我們的

結論必須直接從表單結果去推論，而不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想法直接推定是媒體造

成所有受訪者的立場一面倒，我們的表單結果並未提及什麼原因導致高中生有這

樣的看法，所以我們就不能直接推定是媒體造成表單有這樣的結果出現。老師建

議我們，我們應事先在表單設計好是什麼導致受訪者會有這樣的想法。 

 這次的專題報告，讓我學習到了我們在做任何推論之前都要有依據，而不是

將自己認為的原因作為推論。如果我們直接依照自己的想法推論，會導致結論太

過主觀。發表完那天過後，我仔細想了想，之後如果有報告需要用到表單的，我

們應該仔細的把可能會發生的結果預想過一次，這樣也能去設計更多可能會被遺

忘但卻很重要的問題，才能避免又有同樣的狀況發生。 

 經過了這門課的洗禮，學習到了很多新的事情，也更知道要如何做一個報告

才能夠更加完整。這學期的這門課，真的是收穫滿滿，也讓我發掘，閱讀文獻並

試著引用文獻來支持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增加說服力。希望在未來求學的道路上，

我能將這門課所學得更加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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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許多人都有著上傳的容量、篇幅有限，該如何拿捏過程與成果比例的困
惑。呈現學習的過程與心得收穫固然重要，但是還是建議要附上成果作為佐
證，如此才能提升所述內容的真實性。

舉這份作品為例，同學認為自己在製作這份傳染力報告的過程中，學
到如何統整網路資料，但他並沒有附上完整的報告內容，審查教授無法從
兩張小縮圖看到他是否良好的彙整資料。

110099--22地理科課程學習成果--書面報告
普台高中高一庚班 4號王毓翰

0011課程學習
 課堂內容

 小組學習

這學期的地理課程先從人口依序講到了

交通、產業到世界的經濟以及東亞的地形。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便是產業，其內容包含

產業系統、分布與區位選擇以及知識經濟。

雖然在此章節中有非常多的專有名詞，導致

我在學習時常常搞混，但在經過長期的理解

下，我終於能理解一些企業或產業園區的經

營模式，讓我豁然開朗。

0011課程學習

從傳染力法則此報告中，我學到了如

何將組員有疑問的地方互相討論，並互相

將每個人中內心的最佳答案提出後給小組

長後再由小組長來統整。其中最令我頭痛

的地方是摘要列點的部分，可能是因為我

平常在看一篇文章時會抓不到重點的關係。

在共筆作業方面，我們也透過以上的

方法來完成此次的報告。在此報告中我是

做有關產業聚落的回答，我也學會了如何

統整網路的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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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準備學習歷程檔案時，老師可以試著先用制式的表格做引導，再慢慢
讓同學尋找自己慣用的形式。老師可以規劃學習單公版，透過架構引導學生
進行漸進式反思；學生也可以自行製作自我檢核表格，用易瞭的方式呈現學
習收穫與反思，最後在沒達成目標的項目上加以解釋。

舉例來說，這份作品透過公版 Q&A 的方式，依序說明做了哪些工作、
遇到的困難與解方、反思自己的優缺點、學習收穫等，將反思心得所需包
含的基本內容具體地呈現給審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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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心得不單單是讓你抒發心得感想，同時也能從中展現出你的「獨特性」與
「素養能力」，像是陳述個人的分析或見解，一方面可以讓教授看見你的獨特性，
同時也能呈現邏輯思考的能力。

但如果你還是不太確定自己的作品適合放入哪些項目的話，「學習收穫」、「遇
到的困難與解方」、「對自己的具體影響和轉變」是大多數教授會看重的項目，而
若你的作品是心得評論、針對特定主題的探究成果，又或者你對該課程、單元的主
題特別有感觸，則可以再加入「個人的分析或見解」與「延伸學習或未來發展」，
如此一來便能夠寫出一份獨一無二的反思心得。

當然，也不是上述所有項目都一定要寫進反思心得中，可以衡量自己的作品性
質，以及想要呈現給審查教授看到什麼樣的內涵與特質，來決定要放入哪些要素。

我們根據會議的討論紀錄，整理了三種心得反思的編排方式，供同學們參
考。

一開始就摘要整份報告所欲傳遞的重點，強調透過作品所習得的學科知
識、素養能力。在前面先加一段心得總結課程學習後的成長，可以讓教授不
用特別去找學生想展現的能力，不過要特別注意，在放上反思心得之前，需
要將題目的動機和作品的主軸介紹清楚，否則容易使審查教授因搞不清作品
內容而感到困惑。

這是一份探討女性在政治場域中所面臨的困境的報告，作者在
開頭便加入了摘要和動機，清楚交代作品脈絡後，再透過心得反思
點出自己從這份報告中所習得的素養能力、困難解方與延伸建議，
讓審查教授能快速抓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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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探究與實作｜政治場域中女性面臨之困境 

一、內容摘要 

    這學期公民探究與實作課程的主題是「「性性別別議議題題」」，本作品將簡述活動動機、活動成果與心得反

思等，最後將統整在課程中學習到的能力與未來繼續研究的方向。 

 

二、活動動機 

    課程中我們看了一部韓國電影《八十二年生的金智英》，裡面提及到女主角在職場中面臨的困境，

包括升職困境、女廁被安裝針孔攝影機和上司的冷言冷語，這讓我聯想到不久前看到的新聞寫道：

2020政府提名的內閣是「最男內閣」，婦女團體紛紛批評這史上最低的女性內閣比例，甚至提出婦女

保障名額應實施於內閣名單之中，不過也有人認為要選出最有能力的人出來，而婦女保障名額將使能

力比較差的女性進入內閣名單裡，反而排擠原本較有能力的男性候選人。除此之外，我想到高一公民

課本內亦有提及婦女保障名額的建立，將將電電影影的的情情境境、、現現實實狀狀況況和和高高一一所所學學連連結結後後，，讓讓我我開開始始思思考考女女

性性於於政政治治場場域域中中是是否否也也面面臨臨電電影影中中類類似似的的困困境境？？因此欲探討：一一、、女女性性於於政政治治場場域域中中面面臨臨的的困困境境；；二二、、

政政治治中中性性別別的的多多元元性性是是否否與與公公職職人人員員的的能能力力互互相相排排斥斥；；三三、、婦婦女女保保障障名名額額之之必必要要性性。最後，我與另一

名組員發現周遭的人對於政治及性別觀念也存在著許多誤解，所以希望以設計相關課程活動的方式，

去推廣不同於以往的思考模式，使人們能去發現存於此世代中的權力不對等。 

 

三、活動心得與反思 

    這次的活動讓我學習到口口語語表表達達、、邏邏輯輯思思辨辨、、溝溝通通討討論論、、資資料料統統整整分分析析和和社社會會關關懷懷等等能能力力，並

且針針對對婦婦女女保保障障名名額額之之利利弊弊有有更更深深刻刻的的理理解解，另外也讓我體體悟悟到到日日常常生生活活中中的的各各種種小小細細節節都都可可能能對對

於於某某些些族族群群是是種種壓壓迫迫，其中十分顛覆我想像的是黃長玲教授的研究：有九成因保障名額而當選的女

性能力不亞於甚至優於他們排擠掉的男性，這使我在未來思考社會議題時更加謹慎，一定會尋找相

關數據資料再作判斷。除此之外，研研究究中中遇遇到到的的困困難難有有：：上上課課時時間間不不夠夠籌籌備備、、活活動動如如何何設設計計得得吸吸引引

人人，第一個問題我們透過通訊軟體與線上共同編輯檔案，利用放學後與假日籌備計畫來克服時間不

足的困難；第二個問題我們透過查找過往曾經做過的研究，例如：畫出心目中的領導人的活動，來

增添整體活動的參與度與趣味性。最後，我發現原來憲法中也有婦女保障名額的相關規定，未未來來也也

會會從從法法律律角角度度來來思思考考婦婦女女保保障障名名額額，近近期期目目標標希望能閱讀更多與女權相關的書籍以及探討婦女保障

名額的相關法律；遠遠期期目目標標希望能舉辦更多活動繼續推廣此議題以及參加相關講座來提升對議題了

解的深度與廣度。 

 

介紹活動動機
與心得反思

介紹文獻探究
與活動成果

總結心得與未
來探索方向



108

若是作品多主題的綜整，或有分成好幾個階段或步驟，可以在各段後面
補充自己遇到的困難、制定什麼樣的策略去解決，階段性的去鋪陳製作的心
路歷程，最後在結尾加入對整份作品的心得反思作為總結。

舉例來說，這份生物科多元選修的綜整中，作者將製作過程分
為多個階段，包含：資料蒐集、線上討論、插圖繪製、成果發表等，
並在其中適度加入在該環節所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法，心得則聚焦
在不同階段的學習收穫與自我省思。

 
8 

 
 
 
 
 
 
 
 
 
 
 
 
 
 
 
 
 
 
 
 
 
 
 
 
 
 
 
 
 
 
 
 
 
 
 
 
 
 
 

到的 與 ： 

1.因為是以 的方式討論，所以討論的 很 ，也 現 個人 的 不一定， 造

成討論 的 。 

2. 資料 ，很 ，不知從 。 

3.有 資料 廣，造成 的 。 

4.有 找到 以 的資料， 有是 成果發表主題的 。 

決方法： 

我們 一個 ，用 Line 組 的方式討論， 此一來就 以 決討論 的問題。 

我們 用 課 與老師討論，問老師有關於資料 的問題，也 老師 我們找的 資料是

題， 我們 決 資料 的 。 

： 

因為疫 課， 作 式有很 的 ， 對 討論的方式改為 討論， 這 成為 來

，也是我們 的 方， 用 體 作不中 。 

及 的資料 ， 領， 真是個不 的 ， 過這 的 ，

我 資料的 力 一 。老師也教導我們 找到 高的資料， 考 科學論

力 高的科學 。 資料，我 關於溶瘤病毒療法的 及資料，

此學習溶瘤病毒療法的運作方式、發展歷程、 、合 療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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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結尾的優勢在於它符合一個正式研究報告的邏輯脈絡，並且在瞭解
整份作品的動機、過程之後，再閱讀反思心得會更有共鳴。

像是這份公民行動方案作品，前頭先說明行動方案的發想緣
起，接著解釋擬定訪綱與實際訪談的過程與內容，最後才放上個人
整學期的心得反思，並在反思中與前文做呼應，既加強整份作品的
邏輯，也提高了心得收穫的可信度。စစǵǵჴჴբբࡕ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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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在上傳學習歷程檔案平台時，都可以撰寫 100 字
內的簡介。百字心得是要向審查教授介紹這是一份什麼樣的作品。撰寫心得
時，可以想想看教授為什麼應該要點開這份作品，這份作品對你而言的意義
是什麼？又如何能夠幫助教授認識自己？
百字心得與正文首頁的摘要有類似的功能，但不建議省略任何一個。可以把
百字心得想像成正文摘要的精簡版，但如果只寫出「這是公民與探究成果作
品」，解釋是哪一個科目的作品，顯得過於簡短，不容易吸引教授點閱。由
於字數相當有限，審議討論建議應先寫出作品的主題或是課程單元，再放上
想讓審查者瞭解的重點，可以是探究的發現、自己的想法，或是在素養能力
的增進等。至於如何發想主題、過程遇到的困難解方，以及更具體的學習收
穫等，則可以放在作品的摘要或心得反思中說明。

如果是同科目、具連貫性的課程，可以在後續的作品中，將以前的作品或是
心得反思當作附錄，說明不同時期的進步，呈現出成長的軌跡。如果是無連
貫性的課程，則可以放上不同的檔案做比較，說明自己在素養能力方面的提
升。這些都是目前高中端實際嘗試過的做法。要注意的是，想要在單份作品
中呈現跨學期或跨學年的內容，應該要思考想要重點呈現的內容，避免篇幅
過長與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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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報告與學習歷程檔案標準不同，需要經過額外的整理。兩者有一個基本
的區別是，課堂報告是講給老師、同學聽，或寫給任課老師評閱的；而課
程學習成果則是要給審查教授看的。製作學檔時，不能預設教授了解課堂進
行的方式，或是課程中習得的專有名詞 ( 例如湯瑪森物品、ORID 法、STAR)
等等，要補充這些專有名詞的涵義，讓審查教授能掌握作品內容。另外，課
堂口頭報告的簡報檔會輔以口頭說明，可以使用圖像化的方式呈現，文字也
相對簡潔，但在沒聽到口頭說明的閱讀者看來，卻容易毫無頭緒。因此，口
頭報告的簡報檔、團體報告也不能直接上傳，需轉換到閱讀者的立場，不只
要加上課程和動機的說明，讓閱讀者了解作品的脈絡，也想想看形式該如何
呈現、加入哪些說明，才能讓大學端更認識作品的內容。

舉例來說，像這份作品如果只放上四張簡報檔，未附上其他的說明，
就無法知道他最後的成品是一本旅遊小書。較適當的呈現方式是在作品前
頭說明整堂課最終是要產出一本手冊，旨在介紹曼谷的景點與美食，規劃
一條旅遊路徑，吸引旅客前往泰國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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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二、、 作作品品行行銷銷  

1 2 

3 4 

＊以上僅擷取部分簡報＊ 

＊完整簡報與口頭報告影片，詳見下方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DGLaj3_dgQ5KTpzMRxIrYqDm7L6mF07?usp=sharing 
 

利用不同於一般報告的方式，針對最終產出的旅遊小書進行作品行銷，選出

最精采、最吸引人的內容，展現我們的優點。 

  

  

  

  

  

  

  

  

  

  

  

建建議議與與回回饋饋：：  

1. 你們的 5大特色：「深度人文之旅」是否要提及博物館？畢竟你們去

了 3座？ 

2. 在這份行銷簡報中，看不出「價格實惠、資訊充足」，是否要再從終

極版 2當中，擷取一些足以證明的部分？ 

返回

目錄 



114

版

作品內容在精不在多、重質不重量。只要能夠掌握標題、摘要、作品說明、
內文、心得反思的基本架構，注意內容的完整度與邏輯性，資料避免過於龐
雜或未經整理，即是一份好的作品。篇幅則會因為作品類型、主題、格式排
版而有所差異，但盡量控制在 10 頁以內為佳（含圖表，不含附件），若有
長篇幅的需求，建議放上目錄索引與頁碼以供審查教授參考。篇幅過長的課
程成果作品（如專題報告或小論文），可以依照上述的基本架構重新整理，
把原來的作品當作附件。

格式、排版、整理方式極為多元，建議同學以能清楚呈現重點為原則，試著
站在審查教授的角度思考，並自我檢視作品的易讀性。注意字體大小、行距、
顏色選擇、段落對齊、圖表位置、標題結構等細節。標註的重點不宜過多，
否則容易干擾讀者閱讀。

舉例來說，這份作品在呈現資料來源時，在同一個頁面就有 7 個顏色，
4 種字體大小，雖然試圖想要區分重點，但稍嫌複雜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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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在正文中融入照片、圖片，能夠讓作品更生動，但要注意插入圖片之餘，
必須附上簡短說明，描述圖片欲傳達的內容。

參與審議活動的大學教授，多數肯定影片、網站連結能夠增加作品的豐富
度。不過，卻也指出影片、連結需要適度融合正文，避免整份作品只有一段
網址，這樣的做法會讓審查教授毫無頭緒。建議除了附上網址，也可以事先
在作品中「主動」說明希望教授從影片中看到什麼、哪個片段才是亮點。另
外，若影片是團體口頭報告，也要預先說明幾分幾秒開始是自己。
作品以 QRCODE 呈現固然顯眼，但「一定要」附上超連結網址，教授才能
在電腦閱覽你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還需要特別注意連結的有效性。這個
部分可以善用網頁的無痕模式功能，檢查作品公開的權限範圍。

舉例來說，這份作品就用每張照片下方用 5-10 字，說明銀鏡實驗的步
驟，帶領讀者認識實驗現場。

         
   圖(一)將貼片割成想要的文字                     圖(二)將割好的貼片貼在玻璃板上      

 

1.如何讓試液留在玻璃板上？ 

    試劑加熱完成反應需要一段時間，但我們無法讓玻璃片完全平行於

地表，所以溶液必然會流動，因此我們得想辦法將試液留於玻璃板上。 

經過一番討論，我我們們決決定定用用白白膠膠在在玻玻璃璃邊邊上上圍圍出出一一個個盆盆狀狀區區域域，讓

試液不會流出玻璃板。 

    
   圖(三)在玻璃版四周擠上白膠，形成一個        圖(四)將白膠用吹風機吹乾，加速乾燥     

盆狀區域 

 

2.如何讓玻璃板不要因為太熱而破裂? 

    接著我們要將其加熱，我們打算利用蒸氣加熱，於是將玻璃板放置

在燒杯上，在燒杯中裝入水，讓飄上來的蒸氣加熱玻璃板，但沒想到的

是，因為溫度高，玻璃板居然碎裂了，但我們需要使水沸騰，才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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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同學在課程中製作了一個關於轉型正義的公民 DJ 節目，
除了放上 QRCODE 與連結吸引教授目光外，也放上影片的截圖與說明，凸
顯影片在這份作品中的重要性。

��

#//+.ѷҝҝ4*0/0ѵ� ҝ��.Ҕ$'%ф*��

4�

善用網頁的無痕模式功能，檢查作品公開的權限範圍。

QRcode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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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成果呈現的形式百百種，內容也會因為課程設計、主題挑選、科目而
有不同。團隊除了回答審議現場參與者經常提出的困惑外，也統整了作品常見的問
題，並分析了不同身份的參與者的問卷調查，分別從呈現內容、呈現格式兩個部分
給予建議。一份理想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基本上應該要有標題與姓名、摘要、作
品說明、正文、心得反思五個部分，呈現內容必須經過重新整理，著重在學習過程
與一般性素養能力，以具體事例舉例說明，在作品中凸顯自己的獨特性。每位同學
做出來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重點是要忠實記錄自己的學習過程，從中檢視自己
的成長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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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1 學年度開始，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的書審資料包含修課紀錄、課程學
習成果、多元表現及學習歷程自述四大項次，四項次底下總共 17 個項目。每個校系
（組）需在校系分則中，公告各項次的參採項目，並提供「書面資料準備指引」，
向申請者說明該系各參採項目的審查重點和準備指引。

學生可以針對每一個申請校系，分別勾選至多三件課程學習成果和十件多元表
現檔案，並依照校系要求撰寫學習歷程自述內容。建議同學們在準備申請資料時，
盡可能把握以下三大原則：(1) 充分瞭解目標校系重視的特質與能力、(2) 根據校系
重視的能力特質，勾選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項目、(3) 在「學習歷程自述」中，
綜整說明高中學習經驗與目標校系的關聯。

同學們在準備書審資料時，需詳細閱讀甄選會公布的校系分則，以及公告在學
校網頁、學系網頁的書面資料準備指引，搭配校系網站以及 ColleGo 網站，充分掌
握目標校系重視的特質和能力。例如：政大英語系以「具備優良英語文能力與高度
學習熱忱，未來有志於從事英語文相關或運用英語文知識之跨領域工作者」為審查
重點。而台大獸醫系則因課程及未來實務工作需求，重視「人際互動、溝通協調與
情緒管控」的能力特質。

除了上述提到的四個資訊管道：校系分則、書面資料準備指引、校系網站、
ColleGo 網站外，網路上還有其他網站及論壇等非正式管道，刊載過去準備申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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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好目標校系所重視的特質與能力後，下一個步驟是從已上傳中央資料庫的
檔案中，勾選最能展現這些能力特質的組合。以前述政大英語系為例，所挑選的課
程學習活動成果和多元表現，最好能夠顯現「英語文能力」、「學習熱忱」以及「應
用英語文知識於特定領域的志向」。如果想申請台大獸醫，檔案中最好能夠展現出
「人際互動、溝通協調與情緒管控」的能力特質。

需要注意的是，在勾選檔案時，應參考校系分則及準備指引：參採項目包含哪
些，針對各項目的說明或限制事項又是什麼。舉例來說：111 學年度台大公衛系的
課程學習成果參採項目包含書面報告、實作作品、自然探究成果及社會探究成果。
並且在準備指引中說明希望看到學生是否有「與公共衛生領域有關」的成果，這並
不代表「書面報告、實作作品、自然探究成果及社會探究成果」中的每一個項目都
需要上傳。而台大中文系 111 學年度的課程學習成果參採項目則要求提交書面報告
或實作作品至少一項，書面報告限文史哲小論文、實作作品則可以是文學創作、編
輯報刊、專題報導或文學展演等，學生就要考量勾選給台大中文系的作品，是否符
合這些特定的要求。

大學端在審查時秉持「考慮學生與校系適配程度」及「重質不重量」的原則。
有一位 111 學年度的審查教授表示，審查的資料量較過往增加許多。有些學生為了
將件數湊滿，上傳看不出與校系關聯性的檔案，未必有利於審查結果。因此，提醒
同學勾選上傳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時，數量不必多，重點是提交的每項資料
都能夠向目標校系傳達「自己具備學系重視的特質與能力」的訊息。

的經驗談與建議。有一位參加 111 年申請入學的學生，在焦點座談分享自己完全根
據網路考古題準備面試，然而，實際面試時教授的提問皆著重在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的細節，沒有問任何考古題。因此，提醒同學們在收集資訊時，仍需以前述四個正
式管道為主，其餘管道為輔。



120

學習歷程自述包含高中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三
個項目，後兩項與過去備審資料相似，高中端應該並不陌生。「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則是 111 學年度起新增的項目。大抵而言，校系期待透過高中學習歷程反思這樣一
個回顧性的個人敘述，看到學生在高中課內外學習過程所累積的興趣和能力，以及
這些興趣能力如何能與申請該系相關。

建議同學們用勾選的課程學習成果和多元表現項目，作為闡述個人興趣，以及
具備該學系所重視的能力特質的例證。事實上，這也是部分校系給學生的準備指引，
一方面可以讓自述內容更有可信度，另一方面也讓整份書審資料更具連貫性。由於
同學們當初在製作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目時，可能沒有特別強調特定校系所
重視的能力特質，同學們應該利用撰寫學習歷程自述的機會，說明勾選的作品或活
動紀錄，如何展現該校系所重視的能力特質，如「學習熱忱」、「溝通協調」等。

此外，同學們在撰寫學習歷程自述時，需要針對個別申請校系提供客製化的內
容。即使是相同領域，或是不同校的同一學系——例如申請的校系同屬工程學群，
或是同時申請不同學校的土木系——不同的校系對於重視的能力特質可能都有差
異，並且部分校系也會針對自述有特殊的規範指引。例如：111 學年度台大化學系
請同學們用 1000 字說明高中學習過程中最深刻的挫折經驗。因此，提醒同學們需
要詳閱校系分則及準備指引，就個別校系提供客製化內容。

有不少學生會擔心過去累積的課程學習成果，與申請校系沒有「學科知識」的
對應關係，而趕在在高三申請前重新製作。其實，絕大多數的教授瞭解：並不是每
個學系的專業知識，都可以在高中課程中找到直接對應的科目。大學端在審查課程
學習成果時，會重視作品所展現出的核心素養能力。例如：東海社工系在乎的是學
生有沒有在課程學習成果中說明學習收穫，以及展現出問題解決的能力。成大心理
系更是直接在指引中提到：「請不必急著強調自己對心理學領域多有興趣，而是凸
顯自己有想法與行動力。前者包含批判思考、反思能力、及社會關懷等；後者包含
接受挑戰、有擔當的行動歷程與問題解決事件等。」

此外，許多學系的準備指引，寫的是希望看到某一個高中學習領域，而非特定
科目的課程學習成果。例如，師大化學系並未限定申請者一定要提交化學科的作品，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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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引申請者可以提交自然領域的相關作品，並寫出學習的歷程與心得。台大人
類系則是期待看到人文領域相關科目的學習成果。

或許有些學生會認為高一高二的作品「不夠完美」，選擇在申請前重做一份新
的課程學習成果。然而，大學端審查時，重視的是學生在製作或學習過程中的收穫
與心得反思，並不會期待看到完美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因此，同學們不必因為過
去的課程學習成果與申請學系「沒有學科知識的對應關係」或是「不夠完美」而重
做，只要作品能幫助自己說明與申請學系的適配關係——如何培養出自己的興趣與
能力——，便是適合勾選至書審資料的項目。如果可以在學習歷程反思中，說明挑
選這份作品的原因，也能讓審查教授對於展現了哪一些學系所重視的特質與能力更
有概念。

我已詳細閱讀申請校系的校系分則、書面資料準備指引、校系網
站、ColleGo 網站

我勾選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項目，能夠展現申請校系重視的
特質與能力。
我勾選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項目，符合校系分則和準備指引
當中的規定及說明。
我沒有勾選無益於說明申請動機或展現個人能力特質的課程學習
成果及多元表現項目。
我的學習歷程自述，具體說明了我的高中學習經驗所培養的興趣和
能力，以及這些興趣能力與申請校系的關聯。
我的學習歷程自述內容，符合校系分則和準備指引中的規定及說
明。
我有針對個別申請校系，撰寫客製化的學習歷程自述。

我已經充分瞭解申請校系重視的特質與能力。



122

以上為作伙學團隊這兩年多來 (109-111 年 )，透過舉辦共 12 場針對課
程學習成果的焦點座談、100 場的審議討論會議，蒐集了六百多件作品，
彙整出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建議指南。特別要注意的是，本書並不是要告訴
大家，關於製作課程學習成果的技術性細節，而是提供具有共識性的指引
綱要，彰顯 108 課綱的精神。

本書每個章節帶著各位循序漸進，介紹 108 課綱與學習歷程檔案的理
念目標，以及與考招制度的關聯，並忠實地呈現高中端及大學端，經過充
分的溝通與交流之後，所得出具有共識性的審查指引。作伙學團隊以此為
奠基，整理出製作課程學習成果的六大指引及理想的作品架構。透過詳盡
的圖文說明及具體範例讓大家更能夠理解其中的意涵，並提供具體可行的
參考做法。本書後段亦分別指出六種作品類型在呈現上常犯的錯誤，並依
據六大指引提供不同的呈現建議與範例，希望大家能循著呈現建議的指南
而不迷惘，為自己的學習歷程檔案添上屬於自己的獨特色彩。

期望透過此書的說明，讓同在 108 新課綱道路上的朋友們有個明亮而
堅定的依靠。不管是以前、現在還是未來，作伙學都致力於擔任高中端及
大學端的溝通橋樑，促進雙方的對話，並持續蒐集學習歷程檔案相關資料，
為大家帶來最新的一手資訊！修習學檔的路上，有你有我，讓我們一起攜
手探索、解密學習歷程檔案這塊領域。

教育部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作伙學團隊全體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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