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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3 日期：108年09月30日~10月04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今日新聞剪報摘要 

1. 學習歷程檔案4大爭點解析：連動考招怎麼自由探索？不利偏鄉弱勢？-招生中心-(親子天

下)-108-10-03 

2. 研究所跨領域學習 求職就業很吃香-A3-(聯合新聞網)-108-10-03  

3. AI來了！正是更新探索力與感知力的好時機-A8-(聯合新聞網)-1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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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親子天下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學習歷程檔案4大爭點解析：連動考招怎麼自由探索？不利偏鄉弱勢？  

2019-10-03．文 /王韻齡,陳盈螢,許家齊 

108課綱正式上路，在高中階段的重要變革包括記錄學生 3年成績、修課記錄等的「學習歷程」系統平台，

以及增加各校多元選修課程比例等，已上路實施。但外界對於各項政策實施，正、反意見論辯聲不斷。 

 

9月底時，剛遞補為時代力量不分區立委、台大經濟系教授鄭秀玲，也在針對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施政質詢

時，對新課綱各項變革可能對於偏鄉弱勢學生造成的不公平，提出質疑。鄭秀玲質詢時指出：「照這個（指

學習歷程）考招連動推下去，會出現明星高中更明星，偏鄉更偏鄉，對弱勢小孩發展非常不利！」 

 

除了學習歷程，她也投書媒體表示，為了學生的公平受教權，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應撤回可能於 11月

通過的〈大學參採學習歷程項目內容草案〉，認為大學申請入學應繼續沿用實施多年的二階備審資料審查

和口試。 

  

學習歷程檔案、111年大學考招變革、高中選修課程開設等，自新課綱上路前就已有諸多討論，話題也在

社群平台上延燒。家長團體、學校老師、教育工作⋯⋯各界關心的焦點是什麼？新課綱的規劃原先的用意與

配套又是如何？對於學習歷程與大學考招等變革，究竟對於偏鄉弱勢學生，是否不利？以下整理有關 108

課綱學習歷程外界 4大爭點的正反論述探討。 

 

爭點1：學習歷程和考招連動，讓學生無法自由探索 

論點探討：108學年度起的高一生，每人藉由「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系統紀錄高中3年的修課、多元學習紀

錄等。鄭秀玲投書表示，招聯會將學習歷程連動考招新制，是「錯誤介入」高中生的多元選課、自由探索

找出興趣所在。過去為大學教授的她，設想高中生與大學生的選課心境，以此相較說：「大學生選修課程

時，幾乎多以自己的興趣為主，不會戰戰兢兢地擔心少修哪一門選修課，就因而影響他們的升學和就業」，

但高中生卻可能因為考招有所影響。 

媒體人隋安德近日也在自己的臉書描述，女兒高中的「熱舞社」面臨廢社，因為選擇學習類社團的孩子明

顯增多：「假設醫學院二人分數相同，一個3年社團鑚研生物，另一個3年是熱舞社猛跳街舞，大學端會打

誰的學習歷程分數高？誰的分數普通？」 

考招方式引導學習方向的「考試引導教學」，是台灣教育的痛。而「考試引導教學」是否永遠無解，造成

負面影響？ 

支持現行考招改革的論述認為，就是因為考招和教學目前完全脫鉤拆解，改良大學考試與招生參採內容，

才有機會引導教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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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次長劉孟奇曾任大考中心主任，當時正開始推動大考變革，他曾受訪指出：「大考的改變雖無法確

保新課綱一定成功，但如果大考不改，卻可以保證新課綱失敗。」 

至於未來大學申請入學將參採的「學習歷程檔案」，將影響什麼？曾任國教署商借教師、均一師資培育中

心執行長的藍偉瑩日前在個人臉書發文說明，學習歷程檔案設計目的，在於解決過去社會大眾對於申請入

學時備審資料的作假的疑慮，檔案以收集校內課程與活動為主，避免不必要的經歷收集，並藉學習歷程檔

案結合生涯輔導，做生涯規劃。 

支持者認為，正因為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參採學習歷程，才會讓高中端更重視學生適性探索與生涯輔導。例

如，藍偉瑩曾提及，如果考招與學習歷程不連動，是不是鼓勵高中不要重視學生生涯試探，只要拼命加課

應付學測？ 

她認為，不需要把「學習歷程檔案」等同於是「升學工具」，家長可以鼓勵孩子在校3年，透過選修課程探

索、發現自己，再用3年逐步累積的學習成果說個好故事，例如一個孩子在探索的過程中，從文科轉到理

科，這樣的轉折若能透過學習歷程反思的書寫，說明自己的歷程轉變，便是學習歷程檔案的其中用意。 

 

爭點2：學習歷程檔案在個人申請入學參採時，至少占50％以上，形同「軍備競賽」，不利弱勢學生 

論點探討：曾有說法，考招新制要求個人申請入學時，校系採計學習歷程檔案至少占50％以上，恐造成學

生的壓力。根據大學招聯會目前公布的111學年多元入學方案明訂，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總成績的計算

是「綜合學習表現（P）」至少須占50％，學生學習歷程應佔相當比例。 

精確來說，參採採計50%以上的是「綜合學習表現（P）」，P包含了學習歷程（P1），與各校系自辦甄試項目

（P2），例如面試、口試等，因此並非「學習歷程檔案參採就佔50%」。目前教育部主張的大學入學制度，

是朝「多資料參採、重視學習歷程」方式選才。 

大學招生採「多元入學方案」已行之有年，目前大學招生有特殊選才、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考試分發入

學4種管道，並非每種管道都需參採學習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檔案接近現今個人申請入學「書面審查資料」，面試和書審，是否不利偏鄉地區弱勢學生，支持

和反對論述皆有。屏東枋寮高中教師陳盈儒曾投書媒體指出：「個人申請最大的缺點就是報名費、交通費、

住宿費與治裝費，這對於我們的學生來說負擔太大了，⋯⋯我想這問題短時間也無法解決，目前我看到的改

變契機是，落實高中的學習歷程，當學習歷程系統完善，又有師長的把關，很多科系就可以參酌採計學習

歷程，不需要到現場進行面試，相信108課綱實施後，這問題會獲得改善。」 

 

爭點3：新課綱規定高中有1/3是選修課。城鄉資源落差大，不利偏鄉學校開多元選修課 

論點探討：108課綱對於高中最大課程的影響之一，就是必修學分比重調降，有1/3選修課。都會區明星高

中資源充裕，師資和開課應無問題。偏鄉地區高中有能力開選修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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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秀玲在質詢行政院施政時，就比對了北市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和屏東縣枋寮高中的選修課程數量，指出北

一女開出45門選修課程、可對應大學18類學群；枋寮高中只有23門選修課程，質疑高中選修課的規定，不

利偏鄉高中。 

單純就開課數字來看，枋寮高中確實比北一女少。藍偉瑩則在自己的臉書發文提出，若從全校學生班級人

數，對照選修課的開課量，其實枋寮高中開設的選修課程並不少。 

 

枋寮高中老師陳盈儒就學校的狀況表示，枋中一個年級僅有3個普通班、1個體育班，課程計畫中有23門多

元選修課，並指出，主管單位有針對偏鄉學校做補助，因此學校老師也很努力的設計課程以及透過各種管

道自我增能。他也提及，反而以台北市來說、高中補助較低，多元選修沒辦法開到那麼多，課程開得愈多、

就得自籌鐘點費。 

不過，的確也有偏鄉學校在開設多元選修課程上，面臨緊迫情況。被教育部定義為「極偏遠地區學校」的

高雄市六龜高中，校長盧正川表示，高一全年只有2個班，依規定開出3門多元選修課，已是上限，「就算

再多開，也不見得會有老師願意來上課啊」，盧正川說得坦白。 

 

對於偏鄉高中開課困難的問題，曾入校陪伴多所學校發展課程的藍偉瑩提出策略：她陪伴學校規劃學校課

程時會建議學校分析過去歷年來學生的升學與興趣方向，據此來開課，因此學校必須預估學生主要的試探

範圍、未來希望進入就讀的大學學群，對應開選修課。 

六龜高中做法則是，分析過往學生的發展路徑，根據需求規劃選修課。盧正川表示，六龜高中一個年級平

均只有40位學生，其中1/3升大學、1/3就業，1/3選擇念軍校，「我們沒辦法像雄女、北一女那樣開很多課，

但還是會依照自己學生的特質來開」，例如有一堂選修課「攀樹趣」，就是針對學生想考軍校、預先訓練好

體能的需求而開。 

 

爭點4：大學分為18個學群，不是每個高中都能開出可對應學群的選修課，將影響學生修課、升學採計權

益。 

論點探討：鄭秀玲質詢時指出，北一女開的課程完整、足以對應到18個學群，但是枋寮高中沒有開設對應

到醫藥衛生學群與生物資源學群的課，若學生想要唸醫學系、便可能發生修不到相關課程的狀況，直指偏

鄉學生會「輸在起跑點」。 

要能開出「對應大學18學群」的選修課，是否等於「要有18門選修課」？偏鄉小校如六龜高中，一屆只有

兩個班，如何開出18門課？ 

 

根據教育部全國高中課程計畫平台上的課程計畫書，1門多元選修課，依照課程內容相關性，至多可對應6

個大學學群，由開課老師依據課程來規劃。因此，要對應到18個學群，並不等同於要足足開設18門課。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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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不只是多元選修課程才能對應大學學群。 

 

而每所高中開的課，是否18學群都得對應到，學生才能有充分選擇自由？理論上如此，但現實上，各高中

有因應現實的開課做法。 

以枋寮高中為例，規劃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課程時，老師是以課程設計中最核心的教學、謹慎勾選對應學

群，因此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的課程皆未勾選滿所有學群。 

 

校方提及，為了讓學生適性發展，學校在「加深加廣選修」中，除了國英數社自等傳統考科，也開設包括

藝術、科技、綜合及健體領域等課，所開的生物及健體等領域課程，也能提供學生準備相關科系。上述課

程都是銜接大學18學群需要的選修課。目前高一的「多元選修」與「校訂必修課程」，學校雖還未完全對

應到所有學群，但接下來在高二、高三會繼續開出可對應學生需求的選修。 

 

然而就六龜高中的狀況來看，的確出現高一開出的選修課、有些學群無法對應到。校長盧正川表示，六龜

高中目前高一開出的選修課，各自都有對應到二至五個大學學群，但還是有三個學群對不到，分別是醫藥

衛生、生命科學與財經。「這是偏鄉小校的限制，」盧正川說，學校的因應做法是，若有學生反映，未來

想申請這三個選修課對應不到的學群科系，老師將利用「彈性學習時間」，陪著學生自主學習來彌補。 

 

鄭秀玲主張要撤回的〈大學參採學習歷程項目內容草案〉，目前仍在蒐集意見的階段。9月中至月底會在招

聯會網站上開放各界反映意見，並和各高中收集對於大學系所參採內容的回饋，再提供給大學研議是否調

整。11月底招聯會將公布定案，預計明年4月則公告細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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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研究所跨領域學習 求職就業很吃香 

2019-10-03 文/祝潤霖 

跨領域的能力已成為求職最重要的要求，但怎麼「跨」才能加分？104人力銀行 3日公布調查，在 AI、大

數據等科技熱潮下，工程、數理化、資訊學群 3領域能為彼此鍍金，而管理學群的邏輯分析，輔以法政背

景也很亮眼。大學生可以念輔系，或研究所時可跨領域學習，在企業內可以輪調，就不會被資訊科技的浪

潮淘汰。 

 

數資工能互相鍍金 

104人力銀行副總經理暨人資長鍾文雄指出，以目前的薪資待遇來看，如果是數學、資訊、工程等跨領域

學習，幫學歷鍍金的程度比較多，如果大學是念管理學群、碩士是念財經學群，薪資可以加碼到 1萬 2~1

萬 4的水準，很多大學生如果不是念理工科，假設是念法律系的，如果願意加強科技領域，像智慧財產或

比較夯的 IP經理職缺也不錯。 

 

鍾文雄表示，財經與管理學群的碩士組合相去不遠，選讀工、商相關研究所皆能讓薪水加值，近年智財法、

IP經濟盛行，更能在職場上嶄露鋒芒。媒體業則相對不景氣，大傳碩士月薪僅比學士多 6,000元，建議

可跨域到管理學群，培養行銷、商業相關知識，整合上下游等能力，方能為自己加薪。 

 

而需要碩博士學歷的多是學術研究類，佔 45.5%，除大學擔任講師、副教授外，包括中華經濟研究院、台

灣經濟研究院、工研院、資策會也需要。生技醫療及工程研發人員，因為台灣將進入 5G時代，資訊工程

師及軟體工程師也很需要，企業對碩士人才需要邏輯能力、系統思辨能力及創意。 

 

跨領域學習 

104人力銀行分析指出，雖然專才的學習對未來有加分，薪資議價程度比較好，但如果大傳直接讀大傳、

設計直接讀設計、生科直接讀生科，薪資議價程度還沒有超過 1萬元。而在研究所跨入管理學領域，絕對

比念同領域研究所要好，因為企業現在比較需要跨領域的人才。 

升學也不是唯一的選擇，過去 5年在新鮮人職缺裡，只有 1.4%需要碩士學歷，哲學或餐旅碩學士差別不

大，多跨域修課或累積實習經驗都很推薦。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7%E5%AD%B8%E7%94%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6%AA%E8%B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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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AI來了！正是更新探索力與感知力的好時機 

2019-10-03．文 /雲門教室 

已故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說：「AI可能是我們文明歷史上最偉大，或是最糟糕的

事件。」隨著 AI技術的成熟，越來越多工作能被機器取代，所有人都在問：「未來工作在哪裡（是什麼）？」

全世界都在尋找「未來（明日）教育」的成功模式。 

讓孩子成為知識的創造者 

國際能力評比的資優班芬蘭，2017年全新課綱上路，正式打破學科界限，培養跨界能力。芬蘭並不是單

一個例，現象跨域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也是全世界的教育趨勢：打破固定時數主題教學，

把不同學科整合放在一個現象當中，學習主題通常由孩子主導，譬如談及生命，死亡，可以把學習內容帶

到生物，語言，藝術，文學等，學習時間自主的自主性學習，不再以分數評價，而以學習成果來評量學生，

為了替孩子更好的準備未來。 

海量知識與大數據時代，學生不該只是教育的被動消費者，更是知識的創造者，透過互動教學技術的進步，

連結真實世界，感受並探索知識，研究問題並解決，最後產生自我獨特見解。MIT程式之父米契爾．瑞斯

尼克主張最好的學習方式，就是幼兒園的 4P學習法：一起追隨熱情 Passion，玩轉專案 Projects，和同

伴 Peers，一起開心玩 Play。 

掌控科技，成為更好的人 

「AI在許多分析型的工作已經明確的擊敗我們……但是，工作能力並不是我們之所以成為人的原因。身

為人類的獨特之處，是因為我們有愛的能力。」三十多年來致力研究 AI的創新工廠創始人李開復，在 2017

年臺大畢業生演說中，指出人工智慧的弱勢：AI 無法愛與感受，它也無法感性自由的創造與創新。 

換句話說，想讓孩子能夠在未來職場上跟人工智慧比拚，最好的機會，就是培養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停止背誦「快速到期」的知識，不再用考試成績來評量孩子，而是跟隨孩子的天賦，讓他自由探索與感受，

探索的起點，是跟更多的人，事，物建立「連繫」（connection），與他（她，它，牠）建立關係(relationship)。 

為了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得先經歷「相互了解」的過程，激發「好奇心」，鼓勵人離開原點進入未知（人

的潛能和可能性總在未知的領域），不依循既有公式，勇敢挖掘不同面向。同時把 AI當成最好用的魔法

棒，在發揮探索力與感知力的同時，運用它的力量來讓自己的學習，讓生活或工作更加有效率。 

面對未來人才的能力養成，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教育科學院教育心理學教授克絲蒂・隆卡（Kirsti Lonka）

在親子天下舉辦的 2019年教育創新國際年會中指出，芬蘭認為學生在 21世紀應該有 7種橫向、跨領域的

素養，包含：思考和學習如何學習，理解跨文化、溝通表達的能力，照顧和管理自己的生活，理解與運用

多元素材，用數位工具的能力，工作生活的能力與創業精神，參與、投入並打造永續的未來等。這些面向

與臺灣正式上路的「108課綱」訴求不謀而合。 

充滿好奇，勇於探索的人，才能靈活與 AI並進，預見未來需求，跨越知識疆域，創造全新技術與服務，

甚至是價值觀，在工業 4.0，5.0，6.0與時俱進的世代，擁有適應力與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