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作品類型 

  作伙學團隊已舉辦五場次「課程學習成果實例審議焦點座談」，根據與會的 32位高中教

師所提供的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實例，大致可將目前高中端所產出的課程學習成果分為六種類

型：學習單、實作作品、實驗及活動紀錄、主題式專題報告、小論文專題研究及綜整性學習

紀錄，說明請見下表： 

 

二、作品呈現建議 

1、優先呈現作品摘要 

  在五場的焦點座談中，不論是校訂必修、多元選修，或是部定必修課程，大學教授們都

一再強調相同的意見：大學審查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高中端所繳出的課程學習成果仍然需

要具備簡潔、吸睛等特質。若學生只是把整學期的學習歷程上傳，大學教授在審查時就會毫

無方向。因此在焦點座談會議中，高中老師與大學教授逐漸討論出一個好的呈現做法，就是

每份課程學習成果可以在前幾頁優先呈現這份作品的「摘要」。 

  摘要的內容必須掌握「具體」和「精煉」兩大原則。若能在課程學習成果報告前的 1-2

頁，優先呈現作品摘要，大學端在審查時便能更快速抓到申請學生的特質與能力。在撰寫作

品摘要時，授課老師也可以利用提供表格的方式，來讓每位學生了解到作品摘要的重點。具

體來說，摘要可分成這四個部分：  

 強調重點： 

  摘要主要是希望提取整份作品的精華，讓教授能夠在第一眼便知道這份檔案的呈現重點，

例如課程目的、學習收穫以及個人省思。因此在此部份應盡量刪減不重要的資訊、精簡內容，

引發教授的閱讀動機。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好多，我就沒有重點，那我現在重點不是說所以你要在學習歷程裡面畫個

粗體字給我看，不是的，因為有時候你畫粗體字也不是重點。所以就是說我們的的東西的量

的多和少，的確是比較辛苦，那我會覺得說你在學習歷程做出來的時候，你已經覺得他是一

個精華的產出了。但是對我們來說這個東西可能它還是一個 raw material，它就還是生的，

你要把你精華的東西再精煉再提煉出來一次，然後讓它那個最棒的東西把它呈現出來。（黃

山耘，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學習的目標與內容： 

  承接第一點強調重點的原則，學生可在作品前兩頁交代作品產生的脈絡，亦即說明課程

目標是什麼，該堂課中實際做了什麼、以什麼為目標、運用什麼方法等等。另外，同學也可

以說明自己完成作品的動機為何，以讓教授更知道學生自己的想法。關於交代作品摘要與脈

絡的重要性，江友中教授即提到： 

他的所有的報告，會希望可以一個簡短的摘要，摘要其實還有一些可以 modify的部份，怎麼

說呢，目的是什麼？好，再來方法是什麼？再來結果是什麼？再來結論是什麼？都不要長，

但是很快我們就可以抓住它，抓住它之後因為這是一個邏輯，對我來講它是一個很清楚的邏

輯判斷的一個部份，邏輯判斷之後我才會往下看。（江友中，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收穫、心得與反思： 

  若在作品中能呈現出學習過程，不管是順利的過程，或是過程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

會讓教授們更清楚知道作品產出的背後，學生習得哪些知識、付出了哪些努力，並從中了解

學生的思考邏輯，看見學生的熱忱及能力。 

  另外除了說明過程之外，在作品中加入一個綜整的反思也很重要。在學習的過程中，並

不會是一帆風順或是沒有任何挫折，若是能將這些困難與心路歷程記錄下來，並說明這些困

難及挑戰帶給自己什麼轉變及反思，也可讓教授更清楚的了解同學在學習過程中思考的歷程

及轉變，以及有什麼樣的成長與收穫。 

比方遇到一個問題，我在考慮說到底要用 A方法還是 B方法，然後他最後決定用 A方法，我

覺得這個過程是 OK的，可是他差一點點就是，他沒有告訴我為什麼他要用 A方法，他就還是

說了就是我決定，決定還是用這個東西，我們更希望看到說，他在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他

提出的解決方法，背後的整個過程的思考是什麼，那如果我可以閱讀到這個東西的時候，我

會感受到這個學生在做這一件事情上，是有潛力或者是他對這件事情他的確有學習到。(黃毓

超，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今天呈現了 10張學習單的時候，我們看不出任何的差異，可是如果他可以把其中的 1張學習

單，把它放大，或者是他甚至打字告訴我們說，他為什麼要特別呈現這個學習單的內容，如

果他今天真的有，對其中的某一個主題，他發現他有特別高的認同感，或者是他有，真的有

學到某一些東西，他願意把他的這些心得，再做放大，然後把它的那個內容用打字的方式寫

出來，其實對老師來說，我們會看到的是，這個學生真的有把這個，他所學習的這個內容的

部份，其實是有用心在做這個部份的這個探討的，那其實我們反而會覺得這個學生在學習上

面，他是有熱忱的。（鄧文玲，中興植物病理學系） 

  舉例來說，某位桃園地區高中的同學就在他的校訂必修—新高學的課程學習成果中的首

頁中簡單扼要但具體說明他整學期的收穫與心得： 



 

 交代個人貢獻 

  若是分組報告，不要只附上簡易的分工表，而是仔細說明自己在負責的過程中有沒有遇

到什麼困難以及個人在團體中的貢獻；若是老師指導，則須明確說明在老師提供的框架以外，

哪些內容是實際由自己完成的： 

比如說你 project可能是一個 team，那因為每個學生他所擅長的部份，還有他在做這個整個

project裡頭當中他的貢獻。補充一下自己在這整個裡頭當中所扮演的一個角色或是工作，

還有他自己所學到的一些反思，然後可以再強調一下自己的一個強項的部份。（郭碧蘭，屏

東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在他在這整個合作的過程當中他做了什麼，能不能，而不是也許不是只有一個報告的照片，

或者是不是一個全組都一樣的投影片，當然那個都是可以當作附件，這個絕對沒有問題，只

是說他自己個人在這個整個團隊合作當中，他的學習的過程，包含找資料的過程他找了什麼，

我覺得那個那個都是可以呈現出來。（黃毓超，東華大學民族傳播學系) 



  至於摘要的部份可以如何設計，某桃園地區高中的校訂必修以及某苗栗地區高中的多元

選修課程，有提供給同學參考的表格框架，在焦點座談中同時受到高中老師與大學教授的肯

定。高中端老師普遍認為多數同學做得來，大學端教授則認為有助於審查的效率。 

  不過，並非一定要使用表格來呈現自己的作品摘要。焦點座談中，某新北地區高中與臺

北地區高中的老師，就提到他們讓同學在課程學習成果的前 2至 3頁用一般文章、以文字敘

述的方式，或列點式呈現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心得反思，同樣也一目了然。 

  總的來說，無論何種的作品呈現格式，最重要的是在呈現自己的課程學習成果之前，需

要先適度呈現作品的說明和摘要，這也有助於大學教授在審查時，區分每位學生交出課程學

習成果之間的差異性。 

2、完整性 

 脈落 

  同學的作品應呈現出脈絡性，完整呈現其探索的歷程，包含：動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解決方法、得到的收穫或啟發等。作品的內容需統整，就算成果不好也沒有關係，清楚的交

代學習的歷程軌跡，從同學的敘述中，教授仍可以知道這是學生努力的成果，看見學生學習

的歷程及軌跡，從中知道學生背後的思考邏輯，以及發掘學生的潛力。 

我希望看到的是脈絡，是什麼樣的脈絡？就是，第一個就是學生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他是

遇到什麼困難？我們常常第一點就已經沒有通過了，因為我們看起來，不管這個問題是不是

學生自己想做的，看起來的情況都是老師給的，或是從哪裡找出來的固定題目，也許他真的

是想這麼做，比如說詩詞建築那題目，可是我看不出來，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固定的題目，我

看不出來他是從他自己內心想要做的題目。（蘇文鈺，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所以好像大家不用太擔心（編按：作品不好），其實重點是你要有很好的材料，然後你可以

用說故事的方式把它講好，那你就超棒。（黃山耘，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資料來源 

不管是任何格式的作品，都強調資料的真實性及完整性，因此同學在作品中，加入文獻資料

佐證，可以讓作品更加豐富、有厚度且有公信力。引用資料的同時，也需要詳細註明資料出

處，忠實呈現資料的引用來源。 

我建議不管什麼樣的資料都建議放最後要放一個資料來源，不管你的有幾頁，我覺得這是一

個尊重原作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因為學生一定會花很多時間去上網去蒐尋，他不大

可能是完全就原生的資料出來，他一定是有參考過很多的資料，那我建議把資料來源都要列

出來，當然它不是放在最前面，第一頁不要放，但最後面我建議可以放一下，那會讓我們在

看資料的時候會覺得這個學生他本質上是誠實的。（蔡孟勳，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自然科作品應呈現實驗步驟 

因自然科作品較多需要操作實驗報告，在作品的呈現上可以附上實驗步驟地說明，讓教授更

加了解學生已有基礎實驗概念。像是可以以條列式說明實驗目的、原理、使用器材、步驟、

及觀察結果；也可以以圖說式說明，以某新北地區高中為例： 



 

3、獨特性、真實性 

         在這五場討論中，許多教授一再強調呈現個人獨特性的重要，亦即學生們需要去思

考，要怎麼讓教授在成千上百份的審查資料中看出自己與其他申請者的差別？綜整教授們的



意見可以發現，不論作品中呈現的是學習內容、心得記錄或反思，大學端期待能夠看到學生

能從個人經驗出發，且言之有物地說明學習所獲、熱忱與省思，只要是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就

不會跟其他人一樣、是獨一無二的，可以看出個別學生能力、特質與熱忱的差異。 

  舉例來說，有教授在討論中提到，同一門課程的學生可能每人都上傳同一份作業、相似

的內容，對教授來說其實是沒有鑑別力的，這時會建議學生可以特別針對某部分學習內容，

進一步寫出他特別感興趣、有收穫的部分，凸顯出學生學習熱忱，這份作品就會相對更吸睛。

在台北場次也有高中公民老師分享，同學在完成課程作業後因為自己對該研究主題非常有興

趣，便自主延伸學習將該研究主題發展成小論文，亦讓大學教授驚艷。 

  上述兩個例子一個是針對課堂原本學習內容多補充個人的想法、一個是自己再花額外的

時間做加深加廣的學習，兩者最後呈現出的成果不同，但共通點是可以看出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從自我興趣出發去呈現學習成果，對教授來說兩種都很好。此外，大學端亦重視此份作品

是否由學生本人完成，這類能夠展現個人興趣、學習熱忱的作品，除了看出學生之間的差異，

對於大學端來說也有較高的真實性。 

 三、其他呈現內容的討論 

1、與課程知識連結 

  現場與會者所提出的共識，認為在作品的呈現上，應反映課程所學之知識，可以看出作

品與知識的連結為佳。 

  以台北市某高中自然探究與實作課程作品為例，此課為物理及地科跨科共備課程，老師

以該校校園特色的椰子樹作為課程設計的發想，請學生以小組合作方式，運用物理推算與實

驗設計，規劃出如何避免被校園中掉落的椰子砸到的方案。所以同學透過所學知識及方法，

從一開始的小型實驗規劃設計，到實際操作並記錄實驗數據，最後分析數據，並分組報告，

進行解釋如何躲避椰子掉落的方案，作為這學期自然科探究實作的作品。 

2、與生活情境連結 

  另外，現場也討論到若作品與生活情境有所連結，也可以讓作品更為亮眼。像是某新北

地區高中的自然科探究與實作，老師以咖啡牛奶作為課程主題，請同學觀察咖啡加入牛奶的

溫度變化，並探究咖啡牛奶溫度的影響因素與可能的關係，同學需自行計實驗步驟，依序提

出問題的發想、規劃與研究，最後提出論證與建模。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同學根據課程所學知

識，並與生活情境連結，讓人印象深刻。 

3、地方、校園特色化 

  最後也提到，若作品能展現地方特色或是校園特色，讓人印象深刻。像上述所提到的臺

北地區高中的自然科探究與實作，可以看見校園特色與作品的聯結，展現學生在充滿椰子樹

的校園中，如何應用物理學科的知識、發揮創意，設計避免被樹砸到的方案。 

  另外某桃園地區高中的校訂必修的人文科目也有開設一堂新高學課程，讓同學根據校園

所在地理位置，研究新屋的文化歷史、移入族群以及神明信仰，並與課程連結，讓同學更加

了解在地特色，在作品的呈現上也更加多元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