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學年度上學期普通生物學實驗課程意見調查表整理與分析—醫學系(B班) 

 

一、目的：                              【學生人數：52 人；有效問卷：51 份】 

這是一份針對醫學系普通生物學實驗課程所設計的問卷，目的在於瞭解學生對本學期各

實驗課程的收穫程度及教學方式的看法。 

二、課程問題分析： 

本學期所安排的普通生物實驗課程包括： 

主題一 

(A) 顯微鏡介紹及顯微測量 

 

(B)細胞構造的顯微觀察訓練 (C)細胞生理變化觀察與探討 

(D)動、植物細胞分裂觀察 

  紀錄 

  

(E)校園的原生生物觀察與記錄 

 

主題二 

(F)真菌特性與菩提葉上之 

  真菌 

(G)苔蘚類植物的形態觀察 

  紀錄 

(H)蕨類植物的形態觀察紀錄 

主題三 

(I)細菌的分離與革蘭氏染色 

  鑑定 

(J)細菌之 DNA 轉形作用與 

  判斷 

(K)質體 DNA 抽取&電泳分離

   DNA 與分析 

(L)無 

 

 

1. 喜歡的實驗課程 

(1) 目的： 

此一調查的目的是針對已開課的課程詢問修課學生，以瞭解學生對實驗課程各主題喜

愛的程度。 

(2) 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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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頁柱狀圖顯示出學生喜歡的課程百分率與人數統計，由此結果可以了解到學生喜歡的課程

的前三名是：(I)細菌的分離與革蘭氏染色鑑定(62.7%；32 人次)、(J)細菌之 DNA 轉形作用與

判斷(60.8%；31 人次)、(K)質體 DNA 抽取&電泳分離 DNA 與分析(60.8%；31 人次)。而約有

三分之一的學生對於(D)動、植物細胞分裂觀察紀錄、(E)校園的原生生物觀察與記錄及(H)蕨

類植物的形態觀察紀錄，表現出明顯的喜好；其餘課程也約有大於 15%以上的人表示喜歡。 

(3) 結論： 

依結果分布來看，學生似乎比較喜好偏重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為主的主題三實驗課

程，除了可直接實際動手操作外，此部分內容也有別高中生物所授課的範疇，而同學們對此

部分也給幾個建議：(1)高中時期所習得理論知識，可在實驗過程中應證並學習到有別以往的

實驗方法及技術。(2)在口頭報告時深入討論實驗結果，學得更多，較能理解實驗設計原理與

流程。至於主題二及主題一的課程內容，因本學期的革新作法或許造成同學們的短暫不適應，

因為從草擬計畫書、執行置成果彙整報告，對大一同學們來說都是第一次嘗試，難免有時會

有無所適從之感。但同學們對此部分的課後建議也給不錯的評價，例如：(1)將所學與大自然

結合，可以觀察物種(蕨類)的多樣性，並認識校園周邊生態環境。(2)對實驗操作主題的選擇

有自主性，可以提高學習興趣。(3)使用顯微鏡觀察不同樣品，可以探索不同於肉眼下所見的

世界，很新奇。雖然學期初的課程設計對同學們來說有些難度，但透過三個主題連貫性的訓

練，對未來不同的實驗課程打下良好的基礎。 

 

2. 學習不佳的實驗課程 

(1) 目的： 

此一調查的目的是針對已開課的課程詢問修課學生，以瞭解學生對實驗課程各主題

學習不佳的程度。 

(2) 結果分析： 

下頁圖顯示出學生學習不佳的課程百分率與人數統計，由此結果可以了解到學生學習不佳的

課程前三名是：(C)細胞生理變化觀察與探討(31.4%；16 人次)、(F)真菌特性與菩提葉上之真

菌(25.5%；13 人次)、(G)苔蘚類植物的形態觀察紀錄(23.5%；12 人次)及(B)細胞構造的顯微

觀察訓練(23.5%；12 人次)。學習不佳的課程大多屬於主題一及主題二的範疇，相較於前述大

多數同學對於主題三課程有較明顯的偏好，呈現一致性的趨勢。此外，大約有 15.7%的學生

認為本學期所有的課程並無學習不佳的情況發生，這部份顯示對本學期課程設計及安排的肯

定。 

Uninterested course

percentage (%)
0 5 10 15 20 25 30 35

co
ur

se
 p

ro
je

ct
s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13.7

23.5

31.4

21.6

15.7

25.5

23.5

11.8

9.8

11.8

19.6

15.7

Uninterested course

number (person-time)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co
ur

se
 p

ro
je

ct
s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7

12

16

11

8

13

12

6

5

6

10

8

 

 2



 3

 

(3) 導致課程學習不佳的可能原因： 

       1、主題一的操作及成果呈現效果不佳，可能較無經驗或相關背景知識不足所致。 

2、原生生物種類繁多無法完整觀察全部種類。 

3、主題二採集物種的辨識能力不佳，導致拿到相同的物種也不自覺。 

4、實驗設計不佳，導致觀察內容不足或是不夠深入，造成成果呈現效果不佳。 

5、對於實驗操作過程中的觀察重點無法有效掌握，常常不知所云或是無從下手。 

6、對於顯微鏡的操作不熟練，導致觀察成果成效不彰。 

(4) 結論： 

       儘管有接近五分之一學生認為大部分的課程皆學習適當，除了主題一及主題二系列課

程之外，對於前述兩個較高比例的學習不佳課程應參考學生提出的原因來加以分析及適度因

應，進而在下個年度前能對此課程的教案安排設計有所補強或修正，以提高課程的滿意度；

同樣地，對於其他低比例的學習不佳課程也不可忽略，透過目前已知的可能原因來修正或強

化現有的課程設計或實作協助安排，預防相同的學習成效不彰再次發生。 

 

3. 針對實驗主題的操作觀察、影像拍照紀錄及整理資料後上台報告的方式，學生意見統整 

 

1、學期初因沒有範例可供參考，在背景知識不足或無經驗下自行設計實驗，倍感茫然。 

2、課前預習，團隊分工使實驗進行及報告內容分配恰到好處。 

3、對實驗課程的設計、操作及成果統整會報學到更完整的技巧。 

4、學會更仔細有系統地觀察實驗樣品，增進自己的觀察能力。 

5、操作觀察常有無所適從、失焦或誤判情況發生，可能肇因於缺乏訓練所致。 

6、小組討論對於實驗成果的彙整呈現很重要。 

7、書面實驗成果的製作需要電腦製版能力的配合，口頭報告的技巧訓練也很重要。 

8、口頭報告過程，老師及助教提出許多建設性意見，對統整或理解實驗結果，獲益良多。 

 

4. 學生意見統整 

 

1、試誤學習的課程安排應在同學普遍具備一定背景知識下實施，較能提高整體學習成效。 

2、主題一課程中對於「細胞生理變化」可提供實驗設計範本無經驗的同學熟悉並增加實 

驗深度。 

3、主題三的報告方式可學得這部分所有相關知識 

4、主題二課程安排時間過於緊湊 

5、實驗成果彙整及報告呈現需要助教提供要領，避免浪費時間又準備不佳 

6、課堂上老師及助教適時拋出問題引導同學思考，很令人緊張，但可讓同學學得更多。 

7、希望可增加實驗照相設備或是每組分配固定的照相時間，更可提高實驗效率的進行。 

 

5. 學生意見回應 

1、針對計劃書的擬定可適度提供一個範本，簡述如何草擬計畫書的過程及相關重點。 

2、照相時間的分配可在課堂上分配每組固定時間，不足再於課後某固定時段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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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老師回應: 

這學期改變傳統實驗教學，學生的學習態度、效果和反應大致不錯: 

1. 由被動學習轉為主動學習，學生的背景和訓練呈現清楚  

2. 團隊訓練彼此互相觀摩與學習 

3. 由所謂的分工不合作至最後達到真正分工合作的目的 

4. 實驗整合上台報告以及書面內容的書寫呈現都是訓練標的 

5. 教學團隊和學生們的互動密切 

6. 教學無所謂完美但求新與求目標的過程則為最大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