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語言、敘事與療癒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系 醫學 70%

中醫 30%
年級 二 3%

三 97%

性別 男生 44%
女生 56%

第二部份、態度評量

無幫助 不大有幫助 有幫助 相當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Sum %) Ave. Ave. ave.
1.臨床照護病人能力 0 0 35 59 6 100 3.71 3.68
2.醫學相關的知識與認識 0 21 32 44 3 100 3.29
3.自我學習與改進 0 0 24 59 18 100 3.94
4.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0 0 24 62 15 100 3.91
5.專業精神與倫理 0 0 29 62 9 100 3.79
6.制度下的工作團隊 0 3 35 53 9 100 3.68
7.生物醫學研究 15 21 44 18 3 100 2.74
8.人文與社會關懷 0 0 9 53 38 100 4.29

很不努力 不努力 普通 努力 很努力 (Sum %) Ave.
9.課程參與度自評 0 3 29 59 9 100 3.74

很沒興趣 沒興趣 普通 有興趣 很有興趣 (Sum %) Ave.
10.課程感興趣程度 3 3 24 59 12 100 3.74



第三部分、課程內容評量

1.您覺得從本課程中學習到了什麼？本課程的教授與學習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部分？
A. 尊重傾聽病人的故事，不以自己的框架去解釋，應嘗試去了解背景
B. 語言學的理論可提升日常與他人溝通的敏感度，觀察力
C. 同情心與同理心的不同

2.對於本課程，您覺得自己的學習態度如何？請簡述原因
A. 無法盡己的認真，有些精神不濟
B. 算努力，我的心態是不把這門課侷限在以後醫生會用到，而是視為一種溝通能力，平常都可以用到
C. 沒分配到預習筆記的後半學期對上課內容較為陌生，且後期課程感覺著重於理論，難度較高。前半學期的參與度較高

3.對於本課程，您有哪些正面與負面的評價？
A. 不侷限於科學，還可以擴展到生活本身
B. 對於病人敘述的分析有所瞭解
C. 老師及黃老師講的內容都很能激發思考，讓人受益良多

4.對於本課程，您覺得可以提出哪些建議
A. 希望能選定特定幾篇英文文章，刪減難理解的中文文章
B. 如果上課步調能掌握得宜會更好，希望能將理論與臨床情境結合
C. 可以多提一些臨床上醫生與病人的例子，因為上課的條文比較容易被遺忘，但是例子可以使人印象深刻

第四部分、教師回應

整體回應：
A. 本學期此課程為第一次上路的醫學人文選修課程，所以在課程內容、讀物選擇、講者安排等課程設計與規劃上，

     仍屬嘗試與調整階段。將會逐年以課程學習成果與意見的反應，進行漸進的修正。
B. 在B項的學習態度上對於此課程的總平均得分為 3.68（滿分為5分），對於首次開授的課程而言，算是普同或差強人意。
     未來將做更多調整來提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C.  在B項學習態度的分項評量上，以「人文與社會關懷」評價最高，「生物醫學研究」評價最低。
      此與本課程在整體醫學人文課程當中的發展定位以及結構目標算是吻合。唯必須逐步加強與臨床實務的整合部分。



D. 本課程將於未來的課程設計中，針對教材、教法、師資與整合等面向進行補強及調整，以期達到對於未來臨床應用的奠基功效。

授課老師簽名： 2016‐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