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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鑑別度瞬間解題訓練的無奈循環

頂尖學系及考生:

提升考分鑑別度

考題刁鑽化

非實用性考題變多

瞬間解題綁架教學

補教產業推波助瀾

大部分考生陪頂尖生

耗費很多時間接受

非實用性考題訓練

補教題庫逐年納入

高鑑別度考題，

導致其鑑別度降低



聯考世代: 封閉的社會，缺乏生涯探索的教學，

面子導向、低風險、操作簡單的校系選擇

不管學系特性，就
依去年分數排行榜
依序填下去吧!

 允許大量志願數，以去年排行
來填志願。

 落點預測準確度高，”高分低
就、浪費考分” 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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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測驗瞬間解題不足以全方位評量學生，
資料審查、口試如何?

2002年- 多元入學
不再單用瞬間紙筆解題測驗得分

作為入學評量依據，
在台灣社會可行嗎?會公平嗎?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

由學測分數篩選

總分名次
降低
解析度

考分級數(75級)

(A咖、B咖…)

聯考 申請入學
A

B

A A A

B B B

534.3

先拚學測
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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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腳的申請入學
學測分數解析度的難題



申請入學時代:學系與人才之配對機制實務
三倍率、六校系限制

”考分不可浪費”-

選填志願主要依照去年學測及指考分數。
同一群考生在同一群學系徘徊競爭，

重榜率高，備取率高。

備審資料重要性到底多大??

B咖學系

B
B

B

考分

6



如果依照考分不浪費思維，N咖考分
學生挑選更多N咖學系，重榜率更高。

如果六校系變十二校系?

B咖學系

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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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A咖學系

如果依照考分不浪費思維，考分
B咖、C咖都可以進入B咖學系第
二階段，第二階段考生Diversity

變高，但重榜率更高。學系肯”

屈就”低學測分數的學生嗎?

如果三倍率變六倍率?

B咖學系
B

C

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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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C C



B咖學系的數量變多， B咖考分
的學生數變高，第二階段考生
Diversity變高，資料審查的重要
性提高。

如果學測級分解析度降低?

B咖學系

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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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B BBB

B B

B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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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如果第一階段高分不再保證錄取?
陷入賭博式考招的亂象，造成考生和社會的不安?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3%AD%E5%8D%9A


混亂情勢中，學非所願或學非所用比例居高不下

20182016



高中教學適性化、

大學教學適性化、

部分校系轉型

第一階段

不再獨尊學測

學測級分

再模糊化

調整考招

期程

增大篩

選倍率?

提升資料

公信力

提升資料

審核信效度

士大夫、分數排行的思維難改，
考招制度緩慢調整…

評量尺規?

跨校成績評比?

…

高三學習完整性



探索、素養、跨域、專題…

108 高中課程架構改變衝擊大學選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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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必修、增選修

強調加深加廣選修銜接
大學多元進路

以核心素養為導向
組織課程

強調跨領域、實作、
專題與體驗

共同考科
比重下降

無法單以瞬間
解題進行評量

適性揚才 學生學習歷程
重要性提升

► 因應108課綱課程實施，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構改變, 強調素養導向，

透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可以更了解學生學習結果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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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的挑戰

學科基礎
實作

能力

人格

特質

興趣志向

報到

意願?

競賽

檢定

資料
可信度?

適應
能力

社團
活動

自主
學習

資料
鍵別度?

少子化
招生不足額? 非正取

即備取?

各高中評量
標準不一?

軍備競賽？
增加壓力？
不利偏鄉？

評量標準?



強化備審資料公信力與結構性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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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評量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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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PDF備審資料對照檢視不易、真偽難辨

大學甄選會

大考中心 統一入學考試成績

考生

在校成績單（PDF）

多元表現（PDF）

各大學

統一入學考試成績

招生組

核算甄選總成績

校招生委員會

確認錄取並

公告榜單

各學系

在校成績單（PDF） 多元表現（PDF）

審查成績

技專聯合會
各技專校院



提供資料項目擇要檢視之便利介面

PDF: 依序逐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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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切換資料
類別、資料項目 擇要檢視核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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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單項資料統整呈現，提升評量一致性

PDF內容難對照評量

各項目統計、報表資訊
提供各項目學生表現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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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檢定等項目擇要與主辦單位勾稽檢核，
並提供統計資訊提供評量參考

琳瑯滿目的多元競賽、檢定，
競爭程度資訊不透明

擇要提供獎項、成績
等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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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高中課程計畫平臺，提供課程內容綱要

連結課程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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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自述】綜整高中階段多元學習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內容連結
資料庫紀錄，讓證據說話。

現行自傳、讀書計畫
易流於流水帳、作文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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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收集學習成果，避免高三下急就章

拚完統測再來拚多元表現？

１

２

３

４

回應新課綱的多元課程特色
學生修習各類課程所產生的課程學習成果，經授課
教師認證，是學生學習表現真實展現，也是學校課
程實施成果的最好證明

呈現考試難以評量的學習成果
尊重個別差異，重視考試成績以外的學習歷程，呈
現學生多元表現。

展現個人特色和適性學習軌跡
鼓勵學生定期紀錄並整理自己的學習表現，重質不
重量，展現個人學習表現的特色亮點與學習軌跡。

協助學生生涯探索及定向參考
學生透過整理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可以及早思
索自我興趣性向，逐步釐清生涯定向，亦協助技專
校院招生選才時，瞭解學生之成長歷程與發展潛力。

一步一腳印，累積學習歷程紀綠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資料項目

一.基本資料 (含校級幹部、班級幹部及校內社團幹部)

二.修課紀錄(每學期修課之科目、學分數及成績)

三.課程學習成果(授課教師認證，每學年至多6件提交中央資料庫)

四.多元表現（如幹部經歷暨事蹟、志工服務、競賽參與、檢定證照、彈

性學習、職場學習、作品成果、團體活動、其他多元表現等，每學年至
多10件提交中央資料庫。
註 : 競賽參與、檢定證照等項目得擇要與主辦單位進行資料勾稽檢核。

註: 學習歷程自述、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報考時於備審資
料上傳系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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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資料收整方式考量

一.提升資料之公信力

◼ 核心資料由校方或主辦機構上傳或勾稽。

◼ 每學年上傳中央資料庫，防止高三下不當回溯修改資料，
亦減低學生高三下準備資料之壓力。

◼ 提供各式綜整統計資料供比較參考，利於檢核及防弊。

二.加強資料之結構化及可運算性

◼ 易於各項表現之排序、搜尋及統計。

◼ 優化資料審查介面，改善資料審核機制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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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檢定主辦機構

招生報名平臺
（甄選會／聯合會）

各大專校院
招生審查系統

提供資料勾稽比對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國教署
高教司
技職司

學生自中央資料庫自行勾選
檔案，作為升學備審資料

學生自行上傳作為升學備審資料
(個人申請第2階段或技專校院甄選入學時)

學校人員

提交

學習歷程學校平臺

• 課程學習成果
• 多元表現
(如彈性學習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及
其他多元表現) 學生

校內學習歷程檔案
紀錄模組

上傳

• 基本資料
(校級、班級及
社團幹部經歷)

• 修課紀錄

教師
及

學校人員

登錄

校務行政系統

2

•教學科目及學分數表
•課程規劃表(教學大綱)

學校人員 課程計畫平臺

填報

1

3

4

5

• 其他資料(如學習歷程自述、自傳、
讀書計畫等)

學生

6

7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運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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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學校平臺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項目 內容 項目 內容

基本資料 學生學籍資料
(含校級、班級及社團幹部經歷)

基本資料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

修課紀錄 每學期修課紀錄，包括修習部定／校
訂必修／選修等科目學分數及成績等；
課程諮詢紀錄

修課紀錄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
不包括課程諮詢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需任課教師認證）
有修課紀錄且具學分數之課程實作作
品或書面報告
●每學期上傳時間及件數由學校自訂

課程學習成果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
●每學年學生提交至多6件

多元表現 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
多元表現
●每學年上傳時間及件數由學校自訂

多元表現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
●每學年學生提交至多10件

學習歷程學校平臺及中央資料庫蒐集的資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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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情況，如：

✓ 新課綱實施前就已

經入學

✓ 從國外高中返臺升

學

✓ 升學進路尚未定向

無法或選擇

不運用學生

學習歷程檔

案產出備審

資料

仍可採現行方式在高三
下自行製作PDF檔案上
傳備審資料

→不會影響報考資格

1.無教師認證

2.無時點歷程記錄

3.在技專端審查介面中，

會與透過高中學習歷程

檔案產出的備審資料，

明確標示並予以區隔

PDF

檔案

上傳

注意

由學習歷程檔案產出備審資料



28三階段公布大專校院申請或甄試

參採學習歷程內容及期程

108年
4月

108年
8~11月

109年
4月

補充公布全國各校系「學習
歷程」備註、自傳(含學習歷
程自述)及讀書計畫與「其他」
等欄位說明；另大學校院
「參採考科」(數學考科) 。

研訂大專校院招生參
採學習歷程內容之結
構化表格暨敘寫範例；
向各大專校院校系進
行調查

公布全國各校系研訂
「學習歷程」審查重
點涵蓋範圍。



備審資料評量輔助工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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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技專校系在有限時間內進行高品質審查。

• 兼顧高中課程改革與大專選才需求，建立更友善且有效率的審查系統介面。

系統目標

• 依據校系選才（評量尺規）設定關鍵項目與評量權重，並利用評量輔助工具進行

初步評量。

• 分層分類分項評核學生量化/質性資料、綜整評定審查成績。

系統功能

• 作為未來備審資料評量公版系統，提供大專院校下載後彈性修改參酌運用。

• 各校可依發展需求導入更多IR分析資料或銜接校系招生評量尺規。

• 各校可依發展需求另行建置進階系統。

彈性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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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各項資料PDF報表供對照檢視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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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PDF報表供對照檢視或列印



32

2. 提供各項資料報表EXCEL供各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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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校系屬性擇定關鍵性核心資料項目，重質不重量

依照評量尺規
設定核心項目

強調技高必選修課程
學習及校內多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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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構化、超連結化之超媒體資料檢視介面，
提升資料分類檢視效率

核心資料
項目清單 各項目細節資訊



傑出（90-）優（80-89）佳（70-79）可（60-69）不佳（-59）

面向一 定義及標準

面向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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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制定
評量尺規

擇定核心
資料項目

關鍵課程、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自傳 、學習歷程自述、技專學習計

畫…

運用評量
輔助工具

綜合考量
擇優錄取

5. 學系自主彈性運用多樣化擇優錄取機制



評量作業分工優化-前置作業及分工

教
授
評
分

前
置
作
業

以部分核心資料初評分數適度初篩
(如修課紀錄、課程成果、競賽等項目)

依評量尺規及學系分工規範
設定評量項目及權重、帳號權限

評分一 評分二 評分三

共識會議討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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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多面向
多元擇優

核心資料設定

面向設定

評分委員設定

B2.
多面向
初評加總

核心資料設定

面向設定

初評、評分
委員設定

A1.
核心資料
綜整評核

評分委員設定

核心資料設定

A2.
核心資料
初評加總

核心資料設定

初評、評分
委員設定

Q0.
修課成績及
歷程自述
重點評量

評分委員設定

多元評分機制

多面向評分綜整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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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 以學業成績及學習歷程自述為重點，
綜整學生整體表現評量

評分及評語輸入
介面

逐一瀏覽歷程自述
評量學生整體表現

學生畢業高中及
畢業成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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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以核心資料為基礎，綜整學生整體表現評量

逐一瀏覽核心資料
評量學生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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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

核心資料項目

核心資料初步評量

初評分數加總排序粗篩

綜整考量調整分數

學系屬性

輔助工具

合成尺規

綜整考量

A-2. 以核心資料初評得分為參考，進行綜整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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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學

習

歷

程

得

分

預估錄取線

綜整考量調整總得分

各項核心資料
初評分數

A-2. 核心項目考量互補性，避免僵化積點比序



B.多面向評量- 依評量尺規擇定核心資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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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

數 理 邏 輯 能 力

語 文 溝 通 能 力

學習歷程自述

學習歷程自述 國 語 文

程 式 設 計

英語能力檢定 英 語 文

奧林匹亞競賽

數 學

英文寫作

科學展覽會

幹 部 經 歷

物 理 實 習

多元表現課程學習成果修課紀錄 自傳及其他

學習歷程自述

其 他 … …

個 人 自 傳

學 習 計 畫

其他資料……

選修

其 他 … …

一般競賽參與

志 工 服 務

化 學

生 物

地 球 科 學

自然科學探究

資訊科技專題

其 他 … …

國 語 文

數 學

英文寫作

程 式 設 計

英 語 文

物 理 實 習

科學展覽會

英語能力檢定

幹 部 經 歷

其 他 … …

自主學習

課外活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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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面向評量

B-1. 多元擇優- 強調學生優勢面向之表現，
擇優錄取

參酌核心資料
重視學生優勢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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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

綜整考量調整分數

面向一
核心資料項目

面向二
核心資料項目

面向三
核心資料項目

核心資料初評

面向一評量 面向二評量 面向三評量

學系屬性

運用評量
輔助工具

多元尺規

綜整考量
歷程自述

B-2. 多面向加總- 以各面向得分加總為參考

各面向分數加總排序粗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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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面向評量

B-2. 多面向評量

部分項目先酌予初評，
提升評量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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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考量

面向一

面向二

面向三

參採面向
內的最佳
表現項目

預估錄取線

B-2. 單一面向評量以考量面向內最佳項目為原則

非僵化積點比序大賽。



47

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
大學非剛性參採、積分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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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表現以總覽方式呈現，提供大學綜合評量



49

大專招生專業化提升學習歷程資料審查品質

大學甄選會
技專聯合會

各大專校院

評量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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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指教，謝謝!

計畫補助單位：教育部
系統設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