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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不論是高中或是大學皆掀起一陣課程改革的旋風，旨在提升學生對自我之認識，不只有學歷，

更要培養學生的學力。108 新課綱上路後，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大學選才的一環，引起利害關係人熱烈討

論。另一方面，大學端對於畢業生核心能力的要求早已行之有年，各個不同領域系所中也早已推動合頂

石課程，作為驗收大學生求學的最後一哩路。作為兩個求學階段的里程碑，本文旨在探討學習歷程檔案

與合頂石課程之異同。研究發現三個共同點，分別是 1.學習歷程檔案與合頂石課程皆有政策規範與引導；

2.學習歷程檔案與合頂石課程之內容、形式相互包含；3.學習歷程檔案與合頂石課程雖名稱不同但功能雷

同。另外則有兩個相異點分別為 1.學習歷程檔案之評量目標模糊，然而合頂石課程之評量目標清晰；2.學

習歷程檔案為外部評量，合頂石課程則為內部評量。作為兩個不同求學階段共同的「出場券」，高中端與

大學端若能落實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與合頂石課程的功能，建立高中生與大學生在邁入下一個人生階段

時能穩健而踏實的基礎，不僅有益於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規劃，更能厚植國民軟實力，在少子化的現況

與國際競爭不斷加劇的氛圍下，學習歷程檔案與合頂石課程值得教育研究者深耕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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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focused on curriculum reform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

recognition and academic abilit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cademic 

portfolios and capstone course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colleges. Both are guided by government policies, 

overlap in curriculum content and format, and serve as exit tickets for students. However, academic portfolios 

have unclear assessment objectives compared to the distinct objectives of capstone courses. Additionally, 

academic portfolios are external assessments while capstone courses are internal assessments. By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academic portfolios and capstone courses, students can develop strong foundations for their future 

endeavors, benefiting their career exploration, arrangement, and soft skills development. Given the challenges of 

low birth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t is crucial to cultivate and optimize academic portfolios and 

capston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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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08 學年度開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新課綱）正式施行。108 新課綱

帶來了諸多變革，在高中階段，除了有校定必修、彈性學習，加深加廣選修，補強性選修等課程改革外，

另一項引發各界關注的變革則是配合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招聯會）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會

議決議（江宜芷、林子斌，2020）自 108 學年度入學的高一新生開始，每人每學期均須至學習歷程資料

庫建立個人學習歷程檔案。而各學期累積的學習歷程檔案則會在高三下的申請入學第二階段作為書審資

料使用。因此自 108 新課綱開始，學習歷程檔案將取代以往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的備（書）審資料，作為

大學選才的重要依據。由於攸關升學，不僅高中端師長、大學端教授們、家長團體與在學學生皆十分在

意哪些項目可列為學習歷程檔案，哪些又會為大學端所採用。不過，學習歷程檔案沒有學分，不屬於正

式課程，該如何推動？其內容不只試圖呈現課堂學習成果，亦有檢定證照、活動經歷等，在高中學習階

段中，究竟學習歷程檔案的定位又該如何？ 

另一方面，合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則是大學畢業的最後一哩路，藉由適當方式，檢驗學生學

習成果，讓學力不只是學歷，更能學以致用解決問題，亦能為未來就業做準備，打造就業力。雖然合頂

石課程名稱不同於高中端的學習歷程檔案，但都著眼於評量學生該學習階段所學，具備驗證學生能力等

目標，也有不少學校將之列為必修課程或畢業標準，似與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一般具有做為審查該教育階

段能力是否充備之功能。故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兩者之異同與析論兩者

在不同教育階段之功用。 

貳、學習歷程檔案的脈絡分析 

108 新課綱的變革不僅在學習歷程檔案建置與使用，其他尚有：部定必修學分數減少、新增校訂必

修、彈性學習時間（含自主學習）的增設、補強性選修、加深加廣選修等，因本文著眼於比較高中學習

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故後文的新舊課綱改革之陳述著重在與學習歷程檔案相關之議題，以免失

焦。 

一、高中 108新課綱實施前 

狹義來說，學習歷程檔案之前身其實是 108 新課綱實行前，學生在高三時報名參加大學或四技個人

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料或稱書審資料。自大學多元入學施行以來，莘莘學子在高三寒假經歷過學科能力

測驗（以下簡稱學測）的洗禮，成績公布後，如欲透過「個人申請」方式就讀大學或四技。首先須經過

第一階段的學測五標標和倍率篩選後，進入第二階段各大學或四技辦理的書面資料審查或面試等，最終

大學或四技將二階段成績依自訂比例加總而產生錄取名單。書面審查資料占比各校比例不一，從 10%到

50%以上皆有，影響考生總成績甚鉅，故為求上榜，許多考生在高三下學期初卯足勁製作備審資料。 

舊課綱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所需備審資料，以民國 110 年畢業之高三生為例，審查項目共可分為六大

項，如下表 1，計有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學習歷程自述與其他。並進一步細

分成代碼 A 至 R，包含個人資料表、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等在內，共 18 個細目，以供各大學校系指

定參採。 

由表 1 可知，第二階段各大學臚列之審查資料種類繁多，是故，過往高中老師對同學們無不從高一

起，耳提面命同學們須從高一起將參加過的校內外競賽、語文檢定、社團活動、服務學習或其他特殊表

現留下資料，以便在高三時能彙整成備審資料，上傳至指定系統，供各大學下載評分。實務上，藍偉瑩

（2019）也指出許多是學生在繳交截止期限前急忙趕製的檔案，僅僅只是資料的推砌。然而卻有百分之

七十的高中生透過個人申請進入各大學校園，對於大學招生選才不可謂不重。畢竟備審資料就是高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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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項次 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資料項目代碼對照 

1 基本資料 A.個人資料表 

2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3 課程學習成果 
C.成果作品 

D.小論文(短文) 

4 多元表現 

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F.社團參與證明 

G.學生幹部證明 

H.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證明 

I.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J.證照證明 

K.社會服務證明 

L.數理能力檢定證明 

M.學習心得 

5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述) 

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6 其他 

P.學習檔案 

Q.(校系自行輸入限 10 字) 

R.體驗資歷(體驗學習報告及雙週誌) 

資料來源：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總則 

年生活的縮影，整合高中階段的學習成果，將考生本人有利於或符合系所潛力的特質與優勢展現。在短

時間內讓審查教授評斷一個高中生是否符合系所要求的工具，讓自己提早取得大學入學門票。 

然而，自 91 學年度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以來，備審資料雖使用多年，卻也累積了許多問題，例如：

資料內容的客觀與公平性、檔案是否自行編輯彙整、過度重視美編排版而忽略內容、經濟資本弱勢學生

受到排擠等問題（張新堂，2002），而為人所詬病。但經過這麼多年，雖然存在這些問題，直接或間接導

致選才公平性遭到質疑，整個備審資料的運作方式也沒有太大幅度的改變。在 110 學年度末代舊課綱生

入學各大學或四技院校後完成任務，交棒給 108 新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 

二、高中 108新課綱實施後 

自 108 學年度新課綱施行，所有入學的高一新生均須按照規定時程上傳學習歷程檔案至中央資料庫。

然而，電子式學習歷程檔案並非全新的嘗試，岳修平與王郁青（2000）就曾以大學端課程進行電子化學

習歷程檔案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指出學生資訊能力足以影響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的成效。考量此一因

素，為避免數位落差，108 學年度入學的新課綱高一新生也須依政策要求完成 6 個小時的課程以熟捻未

來三年期間的學習歷程檔案系統使用方式。 

在舊課綱，只有參加個人申請且順利通過第一階段倍率篩選的考生須繳交備審資料。而自 108 新課

綱開始，教育部委託暨南大學建立中央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平台，學生須在每學期規定時間內上網至系統

內上傳個人學習歷程檔案（108 課綱資訊網，2020），並由教師完成認證。而根據 108 課綱資訊網（2020），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包含四大項目，臚列如下表 2： 

 

 



 毛琇嫺／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 第 9 卷第 1 期 2024 年 6 月 54—65             57 

表 2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項目 

項目 上傳人員 時間 上傳內容 備註 

一、 

基本 

資料 

學校人員 每學期 

學生學籍資料，包含姓名、

身分證明號碼、擔任校級、

班級、社團幹部紀錄及其他

相關資料。 

 

二、 

修課 

紀錄 

學校人員 每學期 

包括各科目課程學業成績及

課程諮詢紀錄，課程諮詢紀

錄將不會上傳至中央資料

庫。 

 

三、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生 每學期 

包括修課紀錄及學分數之課

程作業、作品及其他學習成

果。本項須經任課教師於系

統進行認證，僅認證成果為

相關修課之產出，但不會進

行評分與評論。 

1. 每學年由學生勾選 6 件，經由學

校人員提交至中央資料庫。 

2. 大學端參採限制：學生自中央資

料庫勾選提交至招生單位之件數

上限，大學至多 3 件，技專院校

至多 9 件。 

四、 

多元 

表現 

學生 每學年 
對應 108 新課綱之彈性學習

時間、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 

1. 每學年由學生勾選 10 件，經由

學校人員提交至中央資料庫。 

2. 大學端參採限制：學生自中央資

料庫勾選提交至招生單位之件數

上限為 10 件。 

資料來源：108 課綱資訊網 

由表 2 可知，雖然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內容包含甚廣，但基本資料與修課紀錄乃是由學校人員統一上

傳至中央資料庫，此舉可以減輕學生負擔，亦可確保資料內容的公正性。而學生須自行負責的課程學習

成果為課程作業、作品或其他學習成果。舉例來說，如以英文科為例，則學生可能有英文作文、GO 圖

（graphic organizer）、分組報告照片等等可供上傳。如以藝能科為例，則有美術、家政、生活科技科的實

作作品可拍照上傳。 

然而，為了呈現學習成果的真實性，該學期上傳時間結束後無法回溯上傳系統，在以防萬一，不缺

不漏的前提下，各科若是每學期規劃至少一個作品或作業，則一學期就有超過十件的課程學習成果可供

選擇，兩學期合計超過二十件。但受到每學年僅能勾選 6 件提交至中央資料庫的限制，最終仍必須汰「弱」

留「強」。而這個「弱」與「強」其分別在於未來大學端參採之相關性。歐靜瑜（2022）以自身教育工作

從事者經驗提出「學習歷程檔案的紀錄提供學生學習反思以及生涯進規劃的參考」（頁 24）的見解，鼓勵

學生必須盡早認識自己的性向，趁早累積課程學習成果，證明自己具備就讀該科系的潛力。 

反之，若是遇到性向未定的學生，很有可能會在高二下學期或高三上學期時轉組，此時，受到各校

原本開課的課程規劃，學生極有可能面對，如何在僅剩的二學期（高二下、高三上）或一學期（高三上）

準備夠多的課程學習成果以供大學端檢證自己的科系適配性。這一點是 108 新課綱學習歷程檔案實施後，

學生要多加注意的地方。 

第一屆 108 新課綱畢業生李瑞霖、陳意平、廖宥甯（2022）透過問卷調查蒐集同儕意見發表《108 課

綱觀察報告》，2023 年版的《108 課綱觀察報告》作者群擴增至 9 人，並分成普通高中組與技職高中組進

行調查。這兩份《108 課綱觀察報告》直陳高中生的心聲。關於學習歷程檔案，不論是 2022 年或 2023 年

的觀察報告，都肯定政策訂定之初的良善立意，希望學生能藉由高中三年學習探索個人性向、潛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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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符合個人志趣的生涯進路。然而，108 課綱上路來，學生對學習歷程檔案在高三準備備審資料減少壓力

上較為無感（林軒如等，2023），也感到城鄉或貧富差距對於學習歷程檔案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李瑞霖、

陳意平、廖宥甯 2022）。綜合學生的回饋顯示，108 課綱學習歷程檔案雖定義明確、分類清晰，但仍受到

學生個人社會經濟條件不同等影響，尚未達到預先規畫之功能。 

三、學習歷程檔案於大學選才之應用 

前述說明了高中端的學習歷程檔案製作後，接下來說明大學端如何使用學習歷程檔案來做為選才工

具。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招聯會）於民國 108 年 8 月 31 日公布「大學參採學習歷程項目內

容草案」，記者潘乃欣（2019）據此整理了各校系參採高中學習歷程一覽表以供參考，如下表 3。招聯會

復於民國 109 年 5 月 15 日公布了「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提早一年

半定稿，讓 111 學年度首屆 108 新課綱應考生、家長以及關切教改的各界人士可以自由查詢。 

對照表 1 及表 3，可看出舊課綱的審查資料「多元表現」共列出 9 個子項目（審查項目代碼 E 至審

查項目代表 M），雖然子項目多但項目分明。相較之下，新課綱對於表 2「多元表現」的說明顯得空泛，

「對應新課綱…」一詞容易令家長、學生以及教師感到困擾，雖留有表現學生個人潛質的空間，但學生、

教師、家長並不能確定陳列的內容是否符合大學端選才的期待。表 3 的大學參採「多元表現」各子項目

則分門別類，內容明確，讀者能清楚了解大學端的重點，符應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之精神，雖

然容易落入考試引導教學的陳窠，但和表 2「多元表現」的說明相比，顯得明確易懂，有利學生三年的整

體學習規劃。 

表 3 

111 學年度大學各校系參採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一覽表 

項目 子項目 參採原則 參採校系數 

修課紀錄 

1.語文領域 

一系至多參採 5領域 

1266（65.6%） 

2.數學領域 768（39.8%） 

3.社會領域 771（40%） 

4.自然科學領域 756（39.2%） 

5.科技領域 565（29.3%） 

6.綜合活動領域 344（17.8%） 

7.藝術領域 211（11%） 

8.健康與體育領域 99（5.1%） 

課程學習

成果 

1.書面報告 

一系至多參採 3 件

作品 

1596（82.7%） 

2.實作報告 845（43.8%） 

3.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595（30.8%） 

4.社會科探究與實作 515（26.7%） 

多元表現 

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成果 

一系至多參採 4 子

項目、10 件成果 

1683（87.2%） 

2.社團活動經驗 867（44.9%） 

3.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926（48%） 

4.競賽表現 646（33.5%） 

5.檢定證照 519（26.9%） 

6.服務學習經驗 434（22.5%）（新增項目） 

7.擔任幹部經驗 382（19.8%） 

8.非修課紀錄的成果作品 378（19.6%） 

取 自 ： 聯 合 新 聞 網 「 111 學 年 大 學 參 採 高 中 學 習 歷 程 定 案 了  網 址 在 這 裡 」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4194579，作者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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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潘乃欣整理的一覽表以外，為使第一屆考生可依 108 新課綱精神，在學習歷程資料庫已建置「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方便同學搜尋心目中理想校系未來參採情形。為供

後文比較之用，此處以「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為例，如下表 4，一探大學端如何應用學習歷程檔案。 

表 4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項目 內容 

參採數學 

考科情形 

參採數學

A 

 備註： 

1.繁星推薦本系(組)參
採數學 A 

2.繁星推薦未參採學習
歷程 

學習準備 

建議方向 

修課紀錄 

1.本系屬工程學群，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

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高中之課程等

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

域：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自然科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本系選才理念：土木工

程需要多元人才以因應

複雜的人居環境建設需

求，雖以數理為重，但

亦兼顧社會人文。本系

尤其重視培育學術研究

與社會領導人才，因此

選才上亦重視具有從事

工程及學術研究潛力、

團隊領導統御能力、及

倫理意識、勇於負責、

願意服務社會公民素養

的人才。 

課程學習

成果 

學生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

供，至多 3 件，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書面報告 

2.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

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生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

供，至多 10 件，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心

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競賽表現 

3.檢定證照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自述 

1.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2.就讀動機 

3.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其他 無 

資料來源：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

（https:// https://www.jbcrc.edu.tw/learn1.html）」 

首先，依表 4 項目排序，「參採數學考科」一項為學生高一升高二時須做出的抉擇，數學領域在高二

時分成數學 A 與數學 B，這同時也是未來學測的考科分科。屏除以往學測為五大科：國文（含寫作）、英

文、數學、自然、社會。108 新課綱實施後，111 年學科能力測驗考科將為：國文（含寫作）、英文、數學

A 與數學 B、自然、社會。數學 A 與數學 B 考生於報名時須擇一報考。數學 A 比數學 B 困難，類似傳統

自然組數學，適合未來想報考理工、醫藥、生物及資訊等相關科系的同學；而數學 B 類似社會組數學，

適合想就讀文法、設計、藝術類的同學。在此次課程改革，當屬商管財經類的變革最大，有參採數學 A

亦有參採數學 B 的校系，視各校課程規劃性質不同而定。因此，108 新課綱第一屆的適用學生在 109 年

升高二時要選擇修習數學 A 或數學 B，學生對數學 A 或數學 B 的選擇可見學習歷程檔案「修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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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數學考科參採數學Ａ、數學Ｂ或不採計外，表 4「學習準備方向-修課紀錄」對應表 2 高中學習

歷程檔案內容項目二「修課紀錄」，各系可訂定報考學生所需選擇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此紀錄由學校行政人員於課程結束後統一上傳至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學生不須額外花時間準備。 

接下來表 4「學習準備方向-課程學習成果」對應表 2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內容項目三「課程學習成果」，

雖然學生每學年可上傳 6 件，但依規定大學端一系至多參採 3 件，技專校院至多 9 件。若是學生每學年

均以最高 6 件上傳，如此一來僅兩個學年就會有 12 件課程學習成果，若想提高成果「含金量」吸睛，學

生必須能充分展現個人特質與獨特性。表 4 臺灣大學土木系參採「書面報告」及「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

實作成果」，其中「書面報告」在表 3 所有大學校系中，有 82.7%的校系採用，占極高百分比，有心的學

生即可於一、二年級事先預作準備。 

最後則是表 4「學習準備方向-多元表現」對應表 2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內容項目四「多元表現」。臺灣

大學土木系採計 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2.競賽表現；3.檢定證照；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自主學習

包含於 108 新課綱「彈性學習時間」内。因此，學生可於每學期逐步規畫個人自主學習計畫，展現與科

系相符之興趣與取向。至於競賽表現、檢定證照與特殊優良表現證明則視學生個人意願，建議安排於高

一、二，最遲高三上學期參加，以取得相關證明上傳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 

表 4「學習歷程自述」一項臚列：1.高中學習歷程反思、2.就讀動機、3.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為學生在參加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時自行上傳，並非每學期均須繳交或教師認證項目。扣除「學習歷程自

述」一項，其餘參採項目於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建置，採取統一格式，免除過往學生過於重視排版美編

的偏誤，引導學生將重點放在內容的呈現。李文富（2021）認為「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本來就具有連續

性」（頁 13），招聯會能儘早將大學端的參採項目告知第一屆 108 新課綱適用考生更能使考生有效率的安

排三年的讀書計畫與課外活動，避免高三下急就章蒐集資料的窘況，也能真實呈現學生求學樣貌，新課

綱考生也能在準備學習歷程檔案內容時再次去感受系所要求是否和個人興趣相符，以期能真正達到「適

性揚才」的精神。 

參、合頂石課程之分析 

一、合頂石課程的定義 

大學端的合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之精神或宗旨究其本意類似所謂的總整課程或總結性課程（符

碧真，2017），說法雖有不同，但其意涵卻是相同。根本溯源「合頂石」一詞，可發現最早並非應用在課

程教學上，而是指進行土木建築時，在建物上最頂端的最後一塊石頭，當放上這塊石頭即表示完工（邱

于真，2014；符碧真，2017）。為了不讓這項工程淪為豆腐渣工程，確保建物結構完整且穩固，必須包括

三種結構，也就是奠基石（cornerstone）、核心石（keystone）及合頂石（capstone），如下圖 1。將此概念

跨域應用在高等教育課程時，奠基石課程（cornerstone course）可對應大學的基礎課程，核心石課程

（keystone course）可對應核心課程，合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則是促使大學生於高年級時整合所學

的總整課程（呂良正，2014；林弘昌，2015）。故合頂石課程可視為大學課程的一次學習總體檢，透過適

當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能運用所學知識，以學生所產出之成果為評量依據，評判學生是否具備畢業條件該

有之核心能力（劉曼君、呂良正，2014），同時也為未來投入真實社會做準備。 

合頂石課程跨域應用並非教育界憑空想像，Todd 等人耗時 20 餘年針對美國 173 所學校 360 個學系

進行調查研究，研究中指出合頂石課程能評量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實可做為大學教育的最後一哩（Damaj, 

I., El-Abd, M., Kranov, A., & DeBoer, J.,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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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建築結構圖 

 

資 料 來 源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教 學 發 展 中 心 ， 總 整 課 程 說 明 手 冊 。 取 自

http://ctld.ntu.edu.tw/rp/ckc/capstone/file/%E7%B8%BD%E6%95%B4%E8%AA%B2%E7

%A8%8B%E8%AA%AA%E6%98%8E%E6%89%8B%E5%86%8A.pdf 

二、合頂石課程的類型 

在大學校務評鑑上，劉維琪（2010）曾指出推動學生學習成果評量的機制直接證據有三種，第一種

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第二種是實作課程，也就是許多系所訂定的畢業實作課程（capstones），

第三種則為通過畢業資格考或取得證照。劉維琪認為的合頂石課程為畢業實作課程。而邱于真（2014）

歸納常見的總整課程類型可分為：1.專題計畫；2.學士論文；3.專題討論；4.實習；5.綜合考試；6.學習歷

程檔案。符碧真（2017）也提出常見的合頂石課程型態：1.綜合考試；2.畢業論文；3.專題計畫；4.臨床

與實習；5.專題討論；6.學習歷程檔案。邱于真與符碧真之分類接近，然符碧真（2017）所提之「臨床與

實習」尤以臨床一類課程型態不易對應跨領域之系所，故後續研究比較採用邱于真 2014 年歸納之六類總

整課程類型。此外，劉維琪與邱于真、符碧真兩位學者在合頂石課程的類型存在這麼大的差異筆者認為

在於合頂石課程在各領域的推行時序差異。 

身為大學評鑑專責機構之一的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nstitute of Enginerring Education, Taiwan, 

R.O.C.,IEET）於 93 學年度（2004 年）即推動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機制（劉曼君，2017），要求參與認證

系所之畢業生必須具備 IEET 所規範之八大核心能力（劉曼君，2010），且於 2014 年要求須將總整課程納

入大學部課程（李隆盛、孔心怡、陳芊妤、林坤誼，2019），始達 IEET 認證，因此工程及科技相關系所

相比其他領域系所較早投入合頂石課程的規劃與開設，而且工程及科技領域相較人文社會科學更常從事

實作課程。故劉維琪於研究中將實作課程定義為合頂石課程。 

呂良正（2014）於研究中分享台大土木系 Caspstone 課程。文中舉例 99 學年度該系合頂石課程為選

修課程「土木工程設計實務」，以大三、大四學生為開課對象，第一學期針對溪頭纜車系統與霧社水庫排

砂進行規劃與設計。爾後該課程列為 102 年之後入學學生之必修課，時程上早於 IEET 的認證要求。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科技系亦有合頂石課程的開設，該系於大三下學期、大四上學期開設有專題製作（一）、（二）

及製造科技概論作為總整課程（林弘昌，2015）。 

另一方面，借鏡商管類學系，以逢甲大學商管領域學系為例，則是申請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認證，領域相關各系所均開設一門專題實

作課程作為合頂石課程，旨在透過該課程評量學生修業之整體專業能力，做為學習品質保證，提高學生

就業能力（鄧鈞文、凃雅玲，2014）。 

除了逢甲大學，其他還有如淡江大學日文系大四的「畢業專題寫作與指導」亦屬合頂石課程，內容

包含有（1）論文（2）報告（3）翻譯（4）日文創作（5）辯論（6）雜誌編輯（7）觀光導覽（8）日語教

育實習（9）戲劇公演（10）映像製作等多元化的課程主題。（淡江大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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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來說，總整課程不僅可開設在自然科學領域亦可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關於總整課程的類

型選用，視系所核心能力與特質而定，除了初始根據 IEET 認證通過如：實作課程等類型外，也外溢到文

法商管等領域中，如公演等，內容豐富而多元。 

三、合頂石課程的功能 

  Levine（1998）指出大四這一年的課程學習應包括下列四種功能： 

（一） 統整（integration）：整合大學所學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二） 收尾（closure）：為大學階段學習收尾，畫下句點。 

（三） 反思（reflection）：藉由課程反思大學階段所學的理論與實務，補強個人所不足之處。 

（四） 銜接（transition）：為大學畢業後過渡到未來的升學或就業做準備。 

若要兼具上述功能的課程當屬合頂石課程。國內研究也認為合頂石課程能呼應系所課程地圖對學生

核心能力的要求，教學重點也能聚焦在整合、收尾、反思、過渡等四項功能。對內可了解學生學習與教

學成效，對外能提供真實且具有效果的評鑑與外部認證資料（邱于真，2014；符碧真，2017）。 

因為合頂石課程是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outcomes-based）的教育，有別於傳統教育依據出席率，

照表抄課來取得成績。成果導向的教學和評量，參酌校/院/系所三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透過核心能力

達成指標（performance criteria），符合規範的課程規劃、教學、評量，評量學生核心能力達成度，且持續

改進，讓畢業生更能符合業界需求，以銜接就業市場（李坤崇，2017；Novotny, N. L., Jarvill, M., Nielsen, 

S. D., Morris, K. A., 2021）。 

有鑑於合頂石課程已實施多年，劉卉庭（2023）遂以國立中興大學、靜宜大學與臺中教育大學三校

學生進行「大學總整課程實施情形與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回收 373 份，研究指出學生於「實作」、

「小組討論」以及「教師協同教學」感到收穫最多，而大學教授於總整課程採「專題實作」做為課程評

量方式為最多，輔以「紙筆測驗」、「實習」、「論文發表」、「模擬情境」、「學習歷程檔案」、「服務學習」

等方式。學生在經歷合頂石課程後，除了核心能力的培養，專業知識的實際運用等等外，對於未來步入

職場的心性也更成熟，合頂石課程帶來的外溢效應尚有「更能接受他人的意見與想法」和「較能客觀地

檢視自己的錯誤」等益處（劉卉庭，2023：80），足見合頂石課程的優點，值得各校持續推行。 

肆、學習歷程檔案與合頂石課程之比較 

針對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的內容架構進行分析說明後，研究者提出高中學習歷程檔

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之間三個相同點與二個差異點，分述如下： 

一、皆有政策規範與引導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乃因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改革而起。遠因是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自 91 學年度

施行迄今已 20 年，社會環境與時空背景和當年大相逕庭，因為少子化，大學面臨許多招生挑戰，對於如

何選才育才的看法也隨之調整。近因是民國 103 年教育部公布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課程內容

調整，評量方式也須因應課程改革而變化，民國 106 年招聯會通過的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決議大學評量選

才採多資料參採，明文規定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由教育部建置，正面表列參採項目，主事者明確。 

另一方面，大學合頂石課程的發展亦與政策規範有關，尤其是高教評鑑。前文所述中華工程教育學

會（IEET）於 2016 年 6 月經教育部公告認可為「專業評鑑機構」，通過 IEET 認證得申請教育部免評鑑

（李坤崇，2017）。為取得 IEET 認證，系所需依認證規範開設相關課程，而畢業專題（capstone）即為

IEET 認可的畢業生核心能力評量方式其中之一。至 2020 年底已有 85 所大學校院、582 個系所、1495 個

學程通過 IEET 認證，故合頂石課程的開設與評鑑政策有共伴效應。研究者因此認為高中學習歷程檔案



 毛琇嫺／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 第 9 卷第 1 期 2024 年 6 月 54—65             63 

與大學合頂石課程皆受政策規範與引導影響。 

二、內容、形式相互包含 

根據前文，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的類型若從內容來比較，其實兩者間相互包含重合。

研究者引邱于真（2014）分類之 6 種合頂石課程為例：1.專題計畫；2.學士論文；3.專題討論；4.實習；

5.綜合考試；6.學習歷程檔案，以利比較。首先，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其中的「學習歷程檔案」一詞即是大

學合頂石課程中的第六種課程類型「學習歷程檔案」。而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修課紀錄」參採領域的紙筆

測驗或多元評量，形式與大學合頂石課程中第五種課程類型「綜合考試」概念雷同。高中學習歷程檔案

課程「課程成果」中的「自然科/社會科探究與實作」與大學合頂石課程第一種類型「專題計畫」或第三

種「專題討論」相仿，皆針對某主題或問題，設定計畫，加以研究尋找解決辦法，最後發表成果的作法，

其進行方式雷同。不過，學士論文與實習因涉及更高層次的專業領域與學術規範，在高中學習歷程檔案

中無可供比較之類型。然而，綜合以上大學合頂石課程類型與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之比較，研究者認為高

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之內容、形式一定程度上相互包含，學習歷程檔案的推行有助於高中

生及早適應大學課程與教學。 

三、名稱不同但功能雷同 

如根據 Levine（1998）的論點，大學最後一年的課程應具有：整合、收尾、反思與銜接功能。在高

等教育階段，合頂石課程已被認可符合 Levine 的論點。若回頭看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除了分三年

建置，不像合頂石課程多開在大三或大四等高年級，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不也「整合」高中所學課

程，為高中學習階段「收尾」，從學生學習歷程自述可見學生「反思」課程所學，最後透過勾選上傳至大

學校系的內容，證明自己有足夠的實力可以進入下一次求學階段，「銜接」高中與大學教育。是故，高中

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雖名稱不同但研究者認為功能雷同。 

以上對比分析說明了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的三個相同點後，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

學合頂石課程另存在二個相異點。分述如下： 

一、評量目標的清晰與模糊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重視學生的學習經驗、心得與反思。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不算學分數，也不列入

畢業條件計算，可視為對於學生學科能力的總結性評量之一，亦屬檔案評量一類。由於每一個學生都要

上傳，上傳內容包含了正式課程所學的修課紀錄、非正式課程的學習成果甚至還有課外活動也要上傳，

上路至今引起了不少爭議即在於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掛勾，包容性太大，讓人各自解讀的內容令高

中老師、學生、家長擔心錯過可以上傳的時間、上傳的內容，寧可包山包海，有什麼上傳什麼，先建立

大水庫，等到三年級下學期再看看大學端需參採項目來淘金。 

然而大學合頂石課程則不同，在多年發展下來，除了合頂石課程以外，先備的奠基石課程與拱門石

課程在大學低年級時慢慢打下基礎，在高年級時再開設合頂石課程，有明確的課程目標、教學綱要、評

量方法等。修課學生在上課之初便能明白整個課程的架構與脈絡。故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設計偏模

糊，難以明確區分先備，因為學生勾選上傳時未必能明確呈現單一學習領域的脈絡；而大學合頂石課程

做為學生總結性評量的設計清晰，此為差異一。 

二、外部評量與內部評量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學生上傳的部分檔案須經任課教師認證後方可上傳，但不列入該科目學期成績計

算。因為課程學習成果每學年只能上傳 6 件，高中學習科目遠超過 6 科，故任課教師角色上算不得高中

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教師，認證多依學生上傳檔案的完整度而定。真正在最後替這些學習歷程檔案打分數

乃是大學教授。當申請入學進入第二階段書面審查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依各校簡章佔相當比例，此時

才是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因此算是一個跨校的外部評量，在三年級下學期由各生申請之大學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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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來打分數。 

而大學合頂石課程的評量當屬內部評量。因合頂石課程的成果發表多在校內課堂中完成，不論是專

題、論文，參與的師生多屬校內人士，因此屬內部評量。各任課教師可以於課程計畫中自訂評量標準。

故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的評量有所差異，前者屬外部評量，後者屬內部評量。 

伍、結論與建議 

「人才培育係我國各級教育階段的核心目標」（秦夢群、林信志，2014：19），不論是高中學習歷程

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如就其精神，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皆為該學習階段集大成，為

邁向下一個人生階段做準備。一份內容詳實的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可以窺見學子三年來的求知與用識；而

一份符合教師要求的合頂石課程產出也見證了大學四年的學以致用。若能善用兩者，則能培育出各階段

的優秀人才，未來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人力。雖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上路至今引起不小的批評聲浪，合頂

石課程在台灣也是慢慢從工程科技領域跨到其他領域，不過厚植人力都是兩者共同的目標。研究者建議

學習歷程檔案在大學端參採時能建立入學方式資料庫做為追蹤發展使用，而合頂石課程於評估學生畢業

能力時，也能有明確的核心能力與評量目標的雙向細目表，供學生檢核四年所學，也期許未來有關當局

能根據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回饋加以調整，讓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合頂石課程能推學生一把，鋪出下

一階段的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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