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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諮詢教師可以幫家長
與學生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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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

目前每個年級各有2位課程諮詢教師



高中與國中的差別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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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課程設計

18週的自主學習

多元的大學
招生管道

學習歷程檔案
108新課綱第4屆



請家長參照選課輔導手冊

• 未來3年的學習過程會遇到
那些重要的選擇

• 未來3年的課程

• 4大升學管道與成績採計

•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在升上高中之後，很
多事情，孩子必須練
習自己做決定，包括
選課、高二選組、選
社團、自主學習時間
的安排，以及最後的
升學方式、大學校系
的選擇…。



家長在瞭解新課綱的內容之後，
可以站在陪伴與輔導的角色多
和孩子聊一聊，試著讓他決定
一些事情，畢竟我們無法陪他
一輩子。

放手，也需要練習。

不是孩子自己決定的，熱情無
法持久，他也不會自我負責。



鼓山高中課程地圖1



鼓山高中課程地圖簡介-課程分類

選修課程部定必修

部定基本
能力科目

校訂必修

深耕閱讀

專題研究

高一

高二

部定加深
加廣選修

學校開設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自主學習

充實補強

班會週會

社團活動

選手培訓

鼓山講堂

大學之旅

部定必修學科:

學測範圍

部定加深加廣
學科:

分科測驗



鼓山高中課程地圖簡介-分年段概況

高一 高二 高三

每週2節多元選修 每週1節 每週1~2節

校定必修 每週1節
(深耕閱讀)

每週1節
(專題研究)

試探 分流 專精

數A
數B

部定加深加廣

彈性學習 每週1節
(自主學習)

每週1節
(自主學習
或微課程)

每週1節
(自主學習)



中山電機系課
程
地
圖
概
念

升學管道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加深加廣選修 校訂必修

選修課程

(物理專題研究)(自然組)

(物理充實)

(魔力聲光電)

(電腦社)

(繁星推薦)

(汽車科技系統模擬)



大學入學考試與招生方式2



• 兩場最重要的考試

學科能力測驗(X)
1月底

分科測驗（Y）
7月

數甲.數乙.歷史.
地理.公民.物理.
化學.生物

國文.英文.數學
社會.自然 A.B

最多採4科



四大升學管道

特殊
選才

繁星
推薦

申請
入學

分發
入學

6.9% 42.4% 34.0% 16.7%
鼓山高中111
4大管道比例

17.0% 53.0% 28.3%1.7%全國



四大升學管道採計成績

管道 特殊選材 繁星 申請入學 考試分發

採計內容 特殊表現、
偏才

在校成績前
50％

學習歷程檔案 P1
筆試.面試.實作P2

數甲.史.公民
物理.化學.生物
筆試

在校成績 ○ (修課記錄)

學測成績 ○ ○ ○

學習歷程 ○

分科測驗 ○

P

Y

X



大學入學四大升學管道時程

英聽2次考試時間：
10月下旬.12月中旬

畢業

特殊選才 繁星

個人
申請
放榜

分發
入學
放榜



甚麼是學習歷程檔案？
為什麼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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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將參採綜合學習
表現 P，學測X占比降至50％以下。

一般校系 P 1 ≧P 2 或 P2-P1 ≦1 0%

醫牙學系.體育系及美術系 P 1 ≧ 1 0%



學習歷程檔案P1內容



課程學習成果
● 實作作品及書面報告，有學分的課程成果，

需經任課教師認證

● 每學年最多上傳 6 件

● 3年最多可上傳 18 件成果

● 申請入學各大學科系參採資料 18 選 3 

重質不重量



課程學習成果(範例-課程筆記)



多元表現

● 幹部經歷、競賽結果、檢定證照、志工服務、社

團及自治組織、自主學習等

● 每學年最多 10 項

● 3年最多可上傳 30 項

● 申請入學各大學科系參採資料 30 選 10 



高中學習反思.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 高三下學期學測後準備參加申請入學二

階甄試前，針對要申請的每一校系書寫。



高一、高二自主學習

建議必上傳的
學習歷程檔案

高二專題研究

高二探究與實作(自然或社會)

其它感興趣的學科

• 隨意亂傳完全暴露自己
的缺點是扣分不是加分！

• 集中火力做幾件好作品
即可，不必每學期傳滿
件數。

• 建議儘量高一高二做完
基本3+10件。

87%校系



大學申請入學備審資料示例

附錄

111學年度起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
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

4



3件

10件

數A.數B看這裡

台灣大學經濟系

採數A





感謝聆聽
• 父母可以適當地放下。教育不是把
每一個小孩都製造成一般人心中的
「標準人生勝利組」。

• 熱情若在，即使時間再久，他都會
去完成屬於他自己的夢。

• 3年後孩子將離開身邊獨立學習與
生活。利用這3年，培養他對學習
的熱情，探索自己的興趣，養成負
責任的態度。這樣，即使他不在身
邊，我們也會很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