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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備審資料採用學習歷程檔案後續規劃第 2 次諮詢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整 
會議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綜合科館機械系 115 會議室 
主  席：簡執行長良翰                              記錄：劉文雅 
出、列席人員： 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長官致詞：（略） 
參、提案討論： 

案 由：有關備審資料採計學習歷程檔案研擬通用性審查原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由於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之備審資料可參採高中學習歷

程檔案，惟外界因不熟悉前述檔案，進而提出對大專校院備審資料

審查之疑慮；本會為減輕外界疑慮，研擬備審資料通用性審查原則。 
二、 本會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備審資料採用學習歷程檔案後續規

劃第 1 次諮詢會議討論後修正審查原則如下，修訂會後說明如附件

1。 
(一) 重視學生兼具手腦並用之實作能力及專業知識。 
(二) 以校內學習活動為主，質重於量。 
(三) 重視學生有意義且具關連的學習反思。 
(四) 重視資料真實性及學生自主準備。 
(五) 技專校院重視多面向的成果參採，並非所列項次都要具備。 

決  議：審查原則經討論後修正如附件。 

 

發言紀要： 
一、 審查的參考原則，建議從技高教師、學生、家長可理解的文字做

敘明，撰寫對象非以「技專審查」的角度出發，可有效的減少教

學現場及家長的焦慮。 
二、 技專審查時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及學習態度，並非每門課程的成

果都須上傳，以免造成「軍備競賽」，學生僅需忠實呈現自己的學

習歷程即可，不須花錢製作精美的備審資料。 
三、 「多元表現」和「特殊優良表現證明」是廣義的，並非要非常特

殊的表現才能上傳，若技專公告之「學習準備建議方向」設有件

數限制，則鼓勵學生上傳「最能突顯」自己的表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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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習歷程反思」的撰寫是學習歷程重要的一部份，亦是幫助技

專審查以綜整性角度瞭解學生三年學習過程的重要資料，此項目

很難具體化公告應如何撰寫。 
五、 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項目「學習歷程檔案審查」僅是二階成績

佔比的一部份，尚有面試或實作測驗之成績，且在進入二階之前

須先通過統測成績的篩選，建議不應「學習歷程檔案審查」忽略

學生本職能的學習。 
六、 現行 PDF 上傳機制有容量的限制，仍會持續保留給非應屆畢業

或同等學力報考之學生使用，以免影響學生升學權益。 
七、 為使外界更清楚瞭解技專升學採用學習歷程檔案，建議可加強對

話溝通之平台，引導技專與群科對話，提升外界對學習歷程檔案

之信心。 
八、 建議籌組宣導人才庫，讓技高學校在辦理相關活動時可邀請入校

進行說明。群科中心亦可善用「種子教師」之培訓與第一線教師

宣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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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備審資料審查原則(草案) 

學生通往技專校院的升學管道十分多元，需要使用備審資料審查的管道有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以及招收普高生的四技申請入

學，每個管道都有不同的特性，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條件及特質選擇適合自

己的管道升學。 

在上述升學管道中，其中又以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為通往技專校院最主要的

升學管道，甄選入學分為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根據統測成績篩選出 3 倍

率學生；第二階段為指定項目甄試，是由技專系科以書審、面試或實作來進

行評分，其中的書審是指學生向所報名系科繳交備審資料，再由科系進行審

查。 

 

學習歷程檔案為備審資料之一，由技（綜）高生就學期間逐年累積，對學生

未來發展提供更多幫助 

技專校院審查備審資料行之已久，111 年甄選入學的備審資料項目與現行項

目類似，來源分為兩類： 

一、 主要方式是從技（綜）高生在校期間逐年定期上傳的學習歷程檔案中，

勾選出具備系統化、數位化，而且有經過任課老師認證的成果，製作成

備審資料給升學系科審查。 

二、 如果學生是海外歸國再升學、重考或個人意願的因素，依然可以沿用目

前的方式製作備審資料，在升學時一次上傳PDF檔案給升學系科審查。 

 

五個重點來認識技專校院的審查原則 

一、 重視學生務實致用的專業知識及實作能力 

學生在校期間課程學習過程的能力表現最為重要，因為技專校院系科

在選才時，重視在學期間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和綜整心得，由於系科課

程及教學設計的需要，所以在審查學生備審資料，會從學生提供的資料中，

觀察學生有沒有具備解決問題、學習熱忱、邏輯推理、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批判思考等特質，以及務實致用的專業知識及實作能力等「綜合判斷」學生

的各項表現，而不是採集點方式，加總每項資料積分來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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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校內學習活動為主，質重於量 

學生可以看到今年技專系科所公告的「學習準備建議方向」，重點是以

學生校內的學習活動為主，像是課程學習成果為「部定及校訂採計學分」的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都是技（綜）高生修讀科目的學習成果；多

元表現的重點是學生平時累積的社團、幹部、服務學習等校內經驗，或透過

學校規劃，參加由公部門舉辦與本職學能專業相關的競賽或證照等。技專系

科審查重質重於量，備審資料要跟校內學習有關，無須出現補習、才藝、營

隊等與校內學習無關的校外活動。 

 

三、 重視學生有意義且具關連的學習反思 

技（綜）高學生都已專業分群，希望學生能從事對自己有意義，和課程

有關連的學習活動。技專系科除了可以透過技（綜）高學生的修課紀錄、課

程學習成果瞭解學生專業實作能力外，也可以從學生的學習軌跡中，發現學

生的學習動機、熱情與系科的契合度，所以，學生在技（綜）高的學習過程

中所產生的想法及心得，也就是學習歷程反思，是技專系科想要看到的，如

果學生能從學習經驗的反思中反應出志向的選擇，更能得到技專系科的重

視，繳交太多不相關的資料，反而沒辦法讓審查委員看見學生的特色。 

 

四、 重視資料真實性及學生自主準備 

學生在課程中所完成的作品或成果表現，都可以製作成備審資料提供

技專系科審查，如果為專題實作、專題報告等分組成果作品，也可以作分工

表說明自己的作品貢獻度。教師在輔導學生準備備審資料時，不需過度介入

學生要提供的資料內容，學生更不用透過補習班等其他管道來刻意美化資

料。過度美化的資料，會讓技專系科在審查時看不到學生真實的學習面貌及

個人特質；自相矛盾的備審資料反而容易讓審查委員產生負面印象，學生在

參加面試時，也可能因為無法回答審查委員的提問，影響對學生的評價。 

 

五、 技專校院重視多面向的成果參採，並非所列項次都要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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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系科在已公布的 111 年學習準備建議方向中，各系科所列的項次

並沒有要求學生必須全部都要提供。例如：A 系於「多元表現」看重學生的

「擔任幹部經驗」及「特殊優良表現證明」，但學生如果沒有特殊優良表現

相關證明（A 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一），可以提供多元表現的其他項目，也可

提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或是可以選擇在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呈現相關

表現資料，系科在審查時仍會以學生所提供的資料情形，據以綜合評量，不

需要樣樣具備，做滿所有項次。 

 










	壹、主席致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