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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製表說明3年段考成績，換到統計系入門票

108課綱起高中生要做「學習歷程檔案」，至少占申請入學2成分數。身為新課綱首屆
高中生，洪啟文低年級參與政治課外活動，高三卻選擇商管科系。但他從學業成績找亮

點，把全班段考成績製成圖表，展現自己的數學天賦，也讓教授看到他對統計的興趣。

本文重點摘要

Q：能錄取上述校系的原因？Q：高中3年來約花多少時間製作學檔？另比較高一、高
二和高三，哪一年花的時間最多？Q：高中3年製作學檔過程中，最困難或最有挑戰性
的一件事？Q：高中3年製作學檔過程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Q：從學檔中挑幾個
亮點來分享：Q：「學習歷程自述」是不少大學教授最看重的一環，你的撰寫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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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啟文，新北市三重高中畢業，今年錄取淡江大學統計系，也決定前往該系就讀。

《親子天下》邀請他分享高中3年準備學習歷程檔案（以下簡稱學檔），及參加111學
年申請入學的經驗。

Q：能錄取上述校系的原因？
我準備書審和面試資料，都是依據我想申請的大學公告的指引。尤其在書審指引中的

評審重點裡，很多項目都有提及自主學習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所以我在勾選學習歷

程檔案中，都將其勾選入列。

舉例來說，我在高二自主學習時間，自學數學A以及閱讀課外書培養我自主學習能
力，此外，高一自主學習時間和幾位同學一起做科展、高二的物理探究課程小組報

告，這2項活動培養我團隊合作能力。
最後，我在打書審和準備面試資料前，都會先參考「凡鳥手札」這個網站上，往年學

長姐的成果和建議，再繼續準備我的資料。書審寄送截止前，我有給學校老師和補習

班老師做文字上的修改，讓文意更流暢。

Q：高中3年來約花多少時間製作學檔？另比較高一、高二和高三，哪一年花的時間最
多？

高一每週固定花自主學習2小時的時間在做學習歷程檔案（科展），還有大約每一次
段考，各科老師都會請我們準備報告，或繳交學習單當課程學習成果。

升高二的暑假，我參加兩項課外活動，分別是青年憲改論壇、公益健檢活動一日志

工，各花大約4小時；高二上學期，每週固定花自主學習2小時的時間在做學習歷程檔
案（自學數A），此外高二上學期我有被選上班級模範生，在競選那個月份我還參加
中文檢定考試，所以高二每週花3到4小時在製作學習歷程檔案，高二下學期同樣每週
固定花自主學習2小時的時間在做學習歷程檔案（閱讀課外書）。
高三上學期，因為學測日期緊迫，就完全沒有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高二是我花最多時間在學習歷程檔案，因為高二不會像高一剛適應學校、不確定未來

方向，也不會像高三準備大考沒有任何閒暇時間。

Q：高中3年製作學檔過程中，最困難或最有挑戰性的一件事？
最大的困難是，一份好的學習歷程檔案很花時間，我們不知道教授是不是希望看到學

生的心得、學生團隊合作的過程，或是參加課外活動的競賽等，於是我製作很多類型

的學習歷程檔案。

大學招生時程開始，才會公告當年度的評分標準，我們也不知道花了大把時間作學習

歷程檔案，教授是否會認真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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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高中3年製作學檔過程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我在升高二的暑假參加由青平台基金會、台灣青年民主協會和台灣學生聯合會這3個
NGO 共同舉辦的青年憲改論壇，在立法院裡，邀請4位跨黨派的立委與我們年輕世代
的族群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討論，這次的活動讓我參與到與政治人物理性的對話，我們

在小組討論過程中有提到投票權下修至18歲，那時候立委賴品妤說：「朝野都有共
識，但目前民調不明顯，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剛好今年3月底，修憲案已從立法院交由公民複決，修憲案從立法院提案成功，讓我
感覺我們青年都有參與其中，加上當天我也在立法院外表達我們強烈支持，能在公開

的平台表達心聲，參與公共議題表達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Q：從學檔中挑幾個亮點來分享：
我在高二上學期是法政班群，到高二下學期轉到文史班群，最後大學申請上商管學

群。我在高二上學期對政治領域很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好的政治可以幫助社會更進

步，到高二下學期那時候想選社會學系，希望能從社會體制來改善政治。

在高三填志願前我填統計學系的動機，是因為未來若我對政治沒有興趣的話，我也能

運用自己的能力從事其他工作，而統計學系也能運用在社會上讓社會更進步，雖然我

沒有在這段書審中詳細說明，但我剛好在高二下學期有閱讀類似的書籍，因此能夠連

結我的就讀動機。

一般人對統計學系，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數學很好。我在高中三年數學剛好是我最擅長

的科目，也是我最有興趣的科目，在高中有14次段考，我有13次段考成績都大於或等
於班級頂標分數，所以我製作這張圖表，能夠清楚看出我的數學成績和班級頂標分數

的差距，教授看到應該會特別注意到，我在面試時，教授也有跟我確認我對數學的興

趣。

Q：「學習歷程自述」是不少大學教授最看重的一環，你的撰寫要領？
學習歷程自述有分成高中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首

先，高中學習歷程反思，主要是寫關於我們這三年參加哪些活動，以及這些活動參與

過程、最後成果，及自己的反思。

就讀動機主要分2個部分，第一個是為什麼選擇這間大學？可能這間學校有什麼資源
是別的學校沒有的，第二個是為什麼想讀這個科系？在高中三年有什麼事情，是誘發

未來學習方向。最後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有分成短、中、長期，在規劃的時候要

寫具體且可行性高的目標和方法。

  
【文｜潘乃欣    責任編輯｜劉茵琪      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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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論學習或是在職場工作，都會在一開始的時候遇到撞牆期。此時，雙

腳千萬不能停止踩踏，一定要抵達「臨界點」，之後一切才會容易起來。

學生翰佑傳來訊息，告知錄取麥克阿瑟和艾森豪的母校——美國西點軍校的好消息。

來自屏東的翰佑，憑著天真、樂觀的傻氣，加上對軍事的滿腔熱血，從小就異想天開，

將進入西點軍校當成目標。然而，翰佑那時不知道，這個夢有多麼遙不可及。

進入西點軍校極不容易，以美國本地的申請者來說，需要有社會賢達（如國會議員或軍

事將領）的推薦，體能及課業也必須是最頂尖。除此之外，西點軍校也特別重視學生特

質——充分的領導力。只有條件皆備的人才有機會參與甄選。申請者僅有8％的人能夠
被錄取，更不用說以國際生的身分加入西點有多困難。

每一年，西點軍校只提供十幾個入學名額（占總學生數的1% ）給國際生，而其中只保
留一個名額給台灣。

西點軍校是座遙遠的大山，翰佑天真的以為自己跑得到，但他的腿力一開始真的不夠。

翰佑高一時曾參加學校的外交小尖兵甄選，但因為發音不好，一下子就被刷掉了。然而

錄取的學生知道培訓辛苦，一個個知難而退。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想從落選的學生中

挑出遺珠。但這些落選者都有致命的缺點，例如發音好但聲音小、音量大但常遲到、能

力達標但會緊張。我們面試三次後，決定選擇發音最差但態度最好的翰佑。

「你一個月練得起來嗎？」我發問，同時知道這是一場豪賭。

「我可以。」翰佑答得斬釘截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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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夢想飛輪力：考上1%錄取率美國學校的台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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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牆期，正是關鍵期
翰佑每天早上準時找老師練習，利用任何瑣碎的時間背稿，中午也會央求外師錄音給

他模仿，晚上在家重複聽錄音檔修正發音。前二十天是撞牆期，不管怎麼苦練，許多

音就是不到位，我們不禁懷疑是不是選錯人了。

比賽前一個星期，翰佑的發音越來越標準，也更有自信。結果比賽的時候，表現超乎

預期，成為全隊最穩定的力量。反而是發音超優的最後一棒，在最後十秒忘詞，導致

輸了比賽。

當所有人都像被打敗的公雞時，只有翰佑知道，他已戰勝了自己。後來他主動參加美

國波士頓姐妹校交流、擔任模擬聯合國幹部、接待各國交流學生，甚至代表台中參加

國際高中生高峰會。高三時，他的英文能力已臻完美，輕鬆考上清華大學。但翰佑還

是堅持目標——美國西點軍校，於是毅然決然就讀陸軍官校。

真正踏入軍事領域之後，另一個撞牆期又來了。在最煎熬的第一年，翰佑傳給我滲著

汗水與淚水的文字：「軍隊生活推翻了我十八年來對社會規範的所有認知，一切重新

養成的生活規矩，使我咬著牙才適應於其中。跟著軍校每日的緊密訓練，我只能利用

夜晚的就寢時間挑燈夜戰準備托福考試。」

還好，翰佑沒有放棄，他再一次突破撞牆期，花費數月的時間整理備審資料，最後成

功通過學業、體能和AIT語訓考試及面試，獲得四年千萬元的公費留學獎學金，劍指
西點。

突破臨界點，飛輪重力衝出來
其實不僅是翰佑，人生不論學習或是在職場工作，都會在一開始的時候遇到撞牆期。

此時，雙腳千萬不能停止踩踏，一定要抵達「臨界點」，之後一切才會容易起來。

這就好像管理學的「飛輪效應」：要使靜止的飛輪轉動起來，一開始必須使很大的力

氣，但每一圈的努力都不會白費，只要不停歇，飛輪會轉動得越來越快。達到某一臨

界點後，飛輪的重力和衝力，就會成為推動力的一部分。此時，無須再費更大的力

氣，飛輪依舊會快速轉動，而且不停的轉動！

就像我學了一輩子的英文，但到大學英文系畢業後，英文還是一無所成。到貿易公司

工作時，英文聽說完全不行，只好強迫自己睡覺前聽兩個小時英文廣播。前兩個月真

的是鴨子聽雷，正打算放棄時，突然有一天跟上語速，抓到關鍵字，等到上班時，拿

起越洋電話，竟然開始侃侃而談。原來我通過了語言的撞牆期，從語言高原期進入了

語言爆發期。

然而英文聽講可以，並不代表搞懂文法。離開貿易公司，回中部補習班任職時，對

「獨立分詞構句」、「複合關係代名詞」這些抽象的術語，真的一竅不通。最後決定

「做中學」，將台灣過去四十年各種聯考英文考題全部研究一遍，竟然三個月後，將

文法搞得滾瓜爛熟，成為一輩子安身立命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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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飛輪效應，一生暢行無阻
我從高中時期就想學寫詩，但過了不惑之年，寫出來還是分行的散文。

直到遇見《創世紀》詩刊主編、詩人嚴忠政，慢慢引導，日浸月濡，但寫出的仍是斷

簡殘篇。「不要放棄，你一定寫得出來，」詩人對我還有信心，然而前三年仍是處於

撞牆期。

但我真的相信，這世上有臨界點這個「奇異點」。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寫詩不再需要

靈感了，面對任何題目都能在短時間內揮筆即就。也因為擁有這個能力，我和指導的

學生大量得獎，並將心法整理成書，竟然成為熱銷十萬冊的暢銷書。

很多人對我指導六個社團、推行國際教育，獲得不錯成果，感到訝異。

其實起初在學校推校刊、品格校訓、聖食計畫、模擬聯合國，還有國際教育時，無一

不受到極大的阻力，但總在撞牆時告訴自己：「再撐一下，臨界點就快到了。」就這

樣越跑越順，甚至只要花一點點力量，就能日奔千里。

許多剛進職場的新鮮人，或是學生在製作專題時，常會遇到強力的反彈。很想鼓勵大

家，就算前面有牆，也要繼續奮力踩下去。或許腿很痠，心很累，但誠如作家羅曼．

羅蘭Romain Rolland說的：「唯有通過痛苦，才能得到快樂。」只要堅持到痛苦與
快樂的臨界點，重力和衝力就會出來。

這般有淚有笑的飛輪人生，才會留下「踏花歸去馬蹄香」的餘韻。

【文｜潘乃欣 責任編輯｜劉茵琪 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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