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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備註

112.10.31 自主學習說明會

112.10.31 自主學習申請表發放

112.11.07 自主學習心得分享(2024級)
112.11.28 1.自主學習申請表繳回教務處

2.112學年度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調查
問卷

文件上需要有申請人、
家長、指導老師簽名

112.12.15 自主學習申請表初審

112.12.29 自主學習申請表複審

113.02-113.06 自主學習計畫執行期間

113.06.17~21 自主學習成果展

自主學習計畫相關時程

https://forms.gle/qUVKE6Wfz3TD5n579


教育部108課綱資訊網

•自主學習專區

•數位學習課程

https://shs.k12ea.gov.tw/site/12basic/category?root=42&cid=16614


開放性網路課程

▪網路資源
–交通大學 『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台 高中自主學習專區

–清華大學開放式課程

–台北市程式教育專區

–台灣大學開放式課程

–政治大學磨課師平台

–中華開放教育平台

–磨課師 Taiwan MOOC
–台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開放課程

–社團法人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

https://www.ewant.org/local/enterprise/highschoolsailpage.php?id=64
https://ocw.nthu.edu.tw/ocw/
https://techpro.tp.edu.tw/manager/cms/taipei-edu/program.html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https://moocs.nccu.edu.tw/
https://www.openedu.tw/
https://taiwanmooc.org/
https://case.ntu.edu.tw/CASTUDIO/
https://www.tocec.org.tw/web/index.jsp


如何呈現自主學習的成果

•歷程性

•統整性

•工具性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9F-cyp95g&list=PLOG4pyKCUrsT-jg8QZsrh_89jwruTep8f&index=13&ab_channel=%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5%AD%B8%E6%A0%A1%E6%95%B8%E4%BD%8D%E5%AD%B8%E7%BF%92%E8%B3%87%E6%BA%90%E4%B8%AD%E5%BF%83




Q自主學習計畫的內容，一定要和未來想念的科系對接嗎？

•如果學生很早就立定志向，高一或高二自主學習計畫的內容，就是在探索該系的研

究方向，那當然很好；不過即使沒對接，只要能展現出自主研究動機，及過程中解決

困難的學習力，也能吸引教授的目光。

•台大副教務長詹魁元

•高中課程本來就無法完全對應大學科系，不需為此焦慮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

•想申請生科產業系的學生，如果對於旅遊規劃感興趣，可以提出自己在旅行過

程中，對大自然的生命體驗是什麼？



Q自主學習計畫一定要產出具體成果嗎？大學教授看重的
是「歷程」還是「成果」？

• 成果當然重要，但很少大學會明確排除歷程。

• 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陳婉琪

• 「適度交代歷程的成果」應是理想的呈現，因為大學在看成果的同時，「歷程／潛在的學習能力」也被放進考

量。如果作品普普通通，但有交代學習工具及方法，提升可靠性，並清楚說明你從中看出現階段作品有哪些

缺失、下次如何改進等具體說明，真實面對自己並提出反思，就是一個完整的自主學習歷程。

• 台大園藝暨景觀學系教授林書妍

• 「做實驗沒有絕對成功的，失敗為成功之母，不要覺得失敗過程不能被記錄。」大學端更期待看見，學生面對

研究必經的失敗、挫折，會有什麼樣的學習態度，衡量學生是否適合該科系就讀。

• 淡江大學教育與領導研究所所長薛曉華

• 不同領域科系側重角度不同：「理工科系知識多半有標準答案，看備審資料時比較偏重『成果導向』；但人文

社會領域疆界較廣泛模糊，可能看重學生的『過程』大於成果。」



Q如果學生的志趣中途改變，之前累積的檔案會不會沒用？

•研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的暨南大學資工系教授洪政欣

•在高中生自我試探的過程中，當然有可能轉向，只要你能真實訴說生命

中的轉折和自己的故事，例如，家中發生重大變化、審慎思考後決定改念

社工系之類，反而會令教授印象深刻。



Q自主學習計畫有沒有可能抄襲，或由他人代工完成，教授看得出
來嗎？

• 大學端看了這麼多年備審資料，真假之間，教授們早就了然於胸。

• 台大副教務長詹魁元

• 有些備審資料豐富到令人感覺「背後應該靠很多人幫忙」，這樣反而看不出學生的真實能力

，甚至影響可信度。

• 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陳婉琪

• 作品若讓教授留下印象、產生興趣，面試時絕對會被追問，如果學生沒那個程度，馬上會被

拆穿。

• 暨南大學資工系教授洪政欣

• 全國高中生上傳的資料都存在資料庫裡，系統會做抄襲比對，一旦發現某一群學生或同一

所學校的相似度太高，就會回傳給國教署，深入調查高中端是否幫學生作假；而所有在課堂

上完成的作業，都需要授課老師認證，這也是一種把關。



Q具有哪些特質的高中生，是大學希望招收的學生？

•對學系有強烈興趣和動機，就是大學最想要的學生。

•具備學習動機和研究熱忱，在申請入學面試、學習歷程檔案中會脫

穎而出。



Q學生該如何展現自己，哪些歷程是必要的？哪些不必要？

•暨南大學資工系教授洪政欣

• 多元表現重質不重量，不要看成軍備競賽愈多愈好，更不需要刻意累積毫無關聯的經歷。

• 一個傑出的項目勝過五、六項普通的。也不一定要出國參訪、做志工等，重點是最好有持續性

，不要到了高三下才趕著做，如果你能證明高中三年都在做這件事，會更有說服力。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

• 大學期待看到高中生能在自主學習計畫中，展現自動自發的能力，並具備良好的敘事力。不

一定只能用文字敘述，也可以拍攝影片等多元方式呈現，重點是懂得觀察生活，更進一步連

結、反思到學習上。



台大想要對世界有好奇心的學生
                                                         台灣大學副教務長 詹魁元

•台大支持學習歷程檔案中有教師認證的部分，像是「課程學習成果」經過授課老

師把關，它的公信力就勝過校外參加的許多活動或比賽。

•官方或民間各種競賽很多，也很難分出高下，除非是組隊參加國際競賽，或擔任

隊長，這些可能會加分；各種五花八門的檢定，哪幾項沒參加到也不用太緊張，

教授未必看得出它的鑑別度。

•台大想收的是學習動機強烈、對世界有好奇心的學生。高中老師和家長最好不要

涉入太多，讓學生有機會自由發揮，不然所有申請台大的學習歷程檔案都長得差

不多，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有一、兩項長期投入的活動即可
                                                                       清華大學教務長 焦傳金

• 清華大學全數採計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執行成果，希望展現具體證據，讓大學端知道孩

子的興趣、學習策略和生命故事，或如何在失敗過程中，尋找解決方式與反思正面意義

，從「沒有課業壓力下，真正想要學習的主題」，可看出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執行態度。

• 選才原則是希望看到學生針對個人興趣、專長，展現對學習的主動性，或對特定領域的

學習熱情與成果。保持一、兩個興趣並持續投入，長時間就會產生具體成果。

• 學生最好曾選修困難課程，在該類課程表現優異，顯示擁有「挑戰自己」的人格特質。

• 多參加社團活動，培養溝通、合作協調的能力



學習過程的問題解決是我們更想看的
                                                                    交通大學教務長 盧鴻興

•交通大學最想在學習歷程檔案裡面，看見學生自述學習態度、反思及面對失敗、障

礙、瓶頸時，怎樣克服困難並持續學習。

•交大很看重「自主學習計畫」，想了解學生在必修課之外有沒有觀察生活、獨立思

考、發現問題，並以行動尋找解答。自主學習計畫不一定要做出一個成果，也可以

是發想和對應的學習。

•不限制學習歷程和申請科系是否能直接對接

• 蘋果共同創辦人賈伯斯在大學時也曾摸不清自己的生涯發展，還修了字型設計課程，

反而因為這樣的經歷，設計出讓人眼睛一亮的排版、字型。

•跨域能力在現在的時代很重要，也是交大期待看到的學生。



課內外都展現學習動機更加分
                                                                          成功大學教務長 王育民

•成大注重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尤其高中階段的「多元表現」。

• 在46個學系裡，就有42個學系將「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作為參採項目。

•自主學習是學生能夠提出證明自己不僅顧及課業學習，行有餘力、也願意運用課外

時間，去做和其他同學不一樣的努力，同時代表這學生具備學習動機和熱忱，自然

會在書面審查過程中脫穎而出。

•成大希望招收學習動機佳，且願意成為「有能力應對未來知識實踐者」的學生，因此

建議有意願申請的學生，盡可能多元呈現自己的特質，不只是會讀書而已，或許還

會手作，或是擁有社團、服務經驗等會更好。



校內指導老師名單

國文 廖婉君、劉靜、張淑惠、洪鳴谷、
龔育德、楊孟緯、徐意涵

資管 張劍龍、王俊智、朱雯瑄、鄭淑文、汪嶸
峰

英文 鍾秀秋、歐倖如、孟怡君、尤弘德、張彩
紅、姜俊臣、杜嬋娟

觀光 林立竹、張育慈

數學 陳宏瑋、林安國、江宇紘、廖孝奇、施垂
廷、鄭傑鴻、陳宜君

日文 王曉文

自然 潘韻如、曾才勳、謝育平 音樂 陳皇甄

社會 葉宗翰、徐乾崇、龔宜蕙 美術 邱汝玉

經濟
會計

侯承育、黃珮甄、曹皓 體育 吳靜惠

電機
資訊

簡汝全、呂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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