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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期末學習回饋單 

一、 課程資訊：  

1. 課程名稱：病理學暨實驗 

2. 開課年級：醫學系、中醫系  4年級 

3. 課程性質：必修 

4. 課程負責教師：陳澤卿 （多人授課） 

5. 修課學生人數：166人 

6. 有效回收問卷：76份（回收率 45.78%） 

二、 評量統計結果  

(一)  課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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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認為這門課程有豐富的教學內容。 

(平均分數：4.41) 

人數 38 33 4 1 0 

% 50.00 43.42 5.26 1.32 0 

 

2. 

上課使用的簡報數量與內容適中，能夠充份使用在課程講解上。 

(平均分數：3.84) 

人數 23 29 13 11 0 

% 30.26 38.16 17.11 14.47 0 

 

3. 

這門課程的上課速度不會太快，能夠充份運用課堂時間。 

(平均分數：3.67) 

人數 19 25 18 13 0 

% 25.33 33.33 24.00 17.33 0 

 

4. 

我認為這門課程的筆記需要靠「共筆」才能夠完整呈現。 

(平均分數：3.58) 

人數 18 20 28 8 2 

% 23.68 26.32 36.84 10.53 2.63 

 

5. 

我認為提早拿到課程簡報，能夠有助於我事先預習。 

(平均分數：4.28) 

人數 36 26 11 2 0 

% 48.00 34.67 14.67 2.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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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認為我能吸收這門課程的上課內容。 

(平均分數：3.63) 

人數 13 32 22 8 1 

% 17.11 42.11 28.95 10.53 1.32 

 

7. 

我認為這門課程有良好的評分機制。 

(平均分數：3.80) 

人數 18 32 21 3 2 

% 23.68 42.11 27.63 3.95 2.63 

        

8. 

我認為指定閱讀教材能助於我更瞭解這門課程相關知識。 

(平均分數：3.75) 

人數 12 36 25 3 0 

% 15.79 47.37 32.89 3.95 0 

  

9. 

我認為這門課程的教材與媒體應用得當。 

(平均分數：3.99) 

人數 22 34 18 1 1 

% 28.95 44.74 23.68 1.32 1.32 

 

10. 

我認為這門課程能符合學習需求。 

(平均分數：3.99) 

人數 23 32 18 3 0 

% 30.26 42.11 23.68 3.95 0 

 

11. 

我明白這門課程的核心能力項目。 

(平均分數：4.28) 

人數 31 36 6 2 0 

% 41.33 48.00 8.00 2.67 0 

 

12. 

我認為這門課程教學內容能充份展現本課程的核心能力。 

(平均分數：4.11) 

人數 25 35 15 1 0 

% 32.89 46.05 19.74 1.32 0 

 

13. 

我認為我能學到這門課程的各項核心能力。 

(平均分數：3.80) 

人數 20 29 19 5 2 

% 26.67 38.67 25.33 6.67 2.67 

 

14. 

我認為上完這門課程對於未來有幫助。 

(平均分數：4.13) 

人

數 

30 33 8 3 2 

% 39.47 43.42 10.53 3.95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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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認為這門課程除了教師之外，亦需有其他助教在場協助指導才合宜。 

(平均分數：3.92) 

人數 25 23 25 3 0 

% 32.89 30.26 32.89 3.95 0 

 

16. 

我認為這門課程更適合透過小組進行討論、或是拆成小班上課。 

(平均分數：2.87) 

人數 7 5 40 19 5 

% 9.21 6.58 52.63 25.00 6.58 

 

17. 

我期許這門課程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平均分數：3.11) 

人數 9 13 35 15 4 

% 11.84 17.11 46.05 19.74 5.26 

 

18. 

我認為這門課程具啟發性能引導自主學習。 

(平均分數：3.76) 

人數 15 28 31 1 0 

% 20.00 37.33 41.33 1.33 0 

 

19. 

我認為這門課程授課時間安排得宜。 

(平均分數：3.70) 

人數 16 28 25 7 0 

% 21.05 36.84 32.89 9.21 0 

 

20. 

我認為這門課程在課後能有充餘時間複習。 

(平均分數：3.61)  

人數 17 24 25 8 2 

% 22.37 31.58 32.89 10.53 2.63 

 

21. 

我認為這門課程有充足的時間準備考試。 

(平均分數：3.54)  

人數 16 21 30 6 3 

% 21.05 27.63 39.47 7.89 3.95 

 

22. 

我認為這門課程考試份量合宜。 

(平均分數：3.65) 

人數 16 30 19 7 3 

% 21.33 40.00 25.33 9.33 4.00 

 

23. 

整體而言，這門課程有良好的教學品質。 

(平均分數：3.87) 

人數 25 24 22 2 3 

% 32.89 31.58 28.95 2.63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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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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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認為我能找到自己的方法，適應這門課的課程壓力。 

(平均分數：3.61) 

人數 9 35 27 3 2 

% 11.84 46.05 35.53 3.95 2.63 

 

2. 
我明白這門課程的的評量方式與相關規範。 

(平均分數：4.41) 

人數 36 36 3 1 0 

% 47.37 47.37 3.95 1.32 0 

 

3. 

我能夠確實做到閱讀這門課程的指定教材。 

(平均分數：3.95) 

人數 17 42 14 2 1 

% 22.37 55.26 18.42 2.63 1.32 

 

4. 

我能夠準時進教室上課。 

(平均分數：4.50) 

人數 44 26 6 0 0 

% 57.89 34.21 7.89 0 0 

 

5. 

我能夠做到不無故缺課。 

(平均分數：4.58) 

人數 49 22 5 0 0 

% 64.47 28.95 6.58 0 0 

 

6. 
我能夠積極參與課程討論。 

(平均分數：4.09) 

人數 24 37 13 2 0 

% 31.58 48.68 17.11 2.63 0 

 

7. 

我能夠專心上課。 

(平均分數：4.11) 

人數 25 35 15 1 0 

% 32.89 46.05 19.74 1.32 0 

 

8. 

我認為這門課程能夠引發我的學習興趣。 

(平均分數：3.62) 

人數 16 24 29 5 2 

% 21.05 31.58 38.16 6.58 2.63 

 

9. 

上了這門課程，我有興趣在此相關領域作自我延伸學習。 

(平均分數：3.36) 

人數 11 17 39 6 3 

% 14.47 22.37 51.32 7.89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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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能夠做到課前預習。 

(平均分數：2.89) 

人數 7 12 31 16 9 

% 9.33 16.00 41.33 21.33 12.00 

 

11. 

課程結束之後，我會主動和同學們進行課程內容討論。 

(平均分數：3.87) 

人數 17 36 19 4 0 

% 22.37 47.37 25.00 5.26 0 

 

三、  相關建議  

 

1. 你覺得本課程所指定的教科書及參考書是否恰當？有無需要調整之處? 

76 份有效問卷中有 30位同學回答此問題。 

同學意見與想法表述列於下： 

無 14 

很好，不需調整 11 

希望可以提供學生 Robbins 的電子檔嗎 1 

恰當，但是參考書目太龐大了，學生難以消化。 1 

書沒什麼問題 但我書也讀了課也上了 考出來還是不能看的分數 可能我的眼睛或腦子需要調整吧 1 

Robbins 是一本寶藏書，寫的非常好，讓我學到很多 

建議老師在製作 ppt 時可以附上 robbins 的來源，方便同學查找 
1 

無，都很好~ 

PS:老師我上課幾乎都有到，連評鑑那天也有到，期末考請手下留情 QQ 也祝老師聖誕快樂&新年快

樂~ 

1 

 

 

2. 你覺得本課程的評量方式是否恰當?有無需要調整之處？ 

76 份有效問卷中有 32位同學回答此問題。 

同學意見與想法表述列於下： 

非常恰當 9 

是，無須調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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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都很好~ 2 

恰當，希望能增加平時成績占比。 1 

我認為實驗可以自行分組 1 

可以加入點名成績 1 

應該要考慮一下出席率，一堆翹課仔 1 

建議落實點名制度，實際依照片點名 1 

可以考慮實驗課時有小考機制，考試才不會壓力那麼大。 1 

是，但是希望段考成績可以早點公布，有利於學生確認自己的學習成效 1 

否,，實驗考試時閱片的時間太短，有時並不是不知道答案，卻常在接近鈴響時才想起。 1 

我覺得實驗考試給的時間過短，要在 5 分鐘內認出來又要寫完一大堆 finding 真的很緊迫。聽到有

些學校是直接考選擇題，有些學校則是和我們一樣的考法，但每題給了十分鐘作答。總而言之，我

們的考試難度過高，不僅考的是全新的玻片，而且每題分數又佔很重(一題 12 分 qq)，很容易分數

就下去了，像是第一次期中考那樣。因此，建議可以考選擇題，考多題一點，若是想維持手寫，可

以考慮給多一點時間。 

1 

不恰當。評量方式、考試內容過於為難病理學初學者，沒有標準參考答案，只有上課時飛快帶過含

糊不清的專有名詞，帶給學生學習上莫大的挫折 
1 

無 

但聽說今年不開放往年都會開放的補考制度，令人有莫名的緊張感，身為不翹課的全勤學生被連坐

罰感覺很難過。 

1 

應該有補救機制，不要讓學生被當而影響其日後學業及事業規劃 1 

很努力想過這門課 

每堂課都有出席，寫詳盡實驗筆記 

但考試操作就是會慌 尤其是鏡下病變區更多的時候 

簡的來說 我盡力了 如果盡力了還是過不了 那我就覺得考法可以調整 

1 

要點名就一開始就說清楚點名的成績從哪裡來，不要在那邊惱羞成怒要點名，到底評鑑關學生什麼

事？而且出席率跟成績說真的有關係嗎？要不要摸摸自己的良心說看看，所以我是繳了學費還要來

這邊陪大家耍猴戲的嗎？每個人本來就有自己讀書的方式，現在考試考好了還要在那邊搞點名成

績，明知道醫學系的成績排名對將來影響很大，看來這課現在變得跟醫學人文一樣可憐了，可能很

會點名的人將來也比較會看病？ 

1 

我覺得病理實驗考試真的太難了，有聽其他學校醫學系說他們都是考紙本照片或是看過的玻片，我

們卻要考最新切出來的玻片，是平常實驗完全沒看過的玻片，從 organ 開始認，一直認到疾病名稱、

診斷、finding 等等，我可能資質真的不佳，沒有像很多同學一看就會，我都要花很多時間複習，不

是只有考前，我每次課後加上每個禮拜都複習。加上一邊準備國考，壓力真的好大好大好大，我真

的很想哭，每次考病理實驗期中考，我都把整個考試範圍的玻片拿出來重看很多遍，去記那些

finding，結果考試考出來，有時候也不知道老師真正想要的答案是什麼，但我每次上課都很認真看，

也每次都問問題，卻還是很力不從心，真的常常覺得自己很笨，這樣還適合念醫學系嗎 

1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出席的成績比是多少。相信老師們也知道有很多學生根本就不來上課，總是拿

國考當藉口，我希望老師們可以給這些同學懲罰並獎勵認真上課的同學們。國考根本就不是合理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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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翹課的理由，國考也要考病理阿？很多同學甚至連玻片都不來看，只看電子的玻片，這樣是不

是有違老師們的本意？？ 

且我覺得會造成上次醫學評鑑出事的原因就是病理科老師的縱容，都上到大學了同學來上課還需要

老師們像請神明一樣三催四請嗎？非常同意陳澤欽老師的點名，甚至更甚，請出課前小考，相信這

樣同學出席的意願會大幅提升，請不要再縱容同學翹課還沾沾自喜的惡行了，謝謝！ 
 

 

3. 你覺得本課程老師的課程內容或教學方式是否恰當？有無需要調整之處? 

76 份有效問卷中有 34學回答此問題。 

同學意見與想法表述列於下： 

恰當 7 

無，都很好~ 12 

是，無，謝謝老師 1 

老師們都講解得很好 1 

部分課程內容過於龐大，很難一次吸收如此多的知識。 1 

不要只翻譯批批踢內容的話會更好 1 

許多老師的教學技巧和口條不是很好，常常聽不懂 1 

希望每個老師都可以提供自己實驗的 PPT，我們才會比較清楚要找甚麼病灶 1 

Ppt 內容太多了。建議老師可以挑幾項重要的仔細講清楚就好，不要超過 70 頁，太多內容根本讀不

完也記不完，學習成效很差。 
1 

如果能夠在 slide 中放上各個實驗玻片的講解、標準答案(或是明確給分標準)，會讓我們更好準備實

驗的考試。 

有時只是單純在實驗室看著電子玻片聽講，很難抓到該片的重點。 

1 

希望老師上課的內容可以更有系統、架構和組織，才不會覺得有點分散，感覺不到重點。另外，因

為接著就要面臨國考，希望課程能扣緊國考，大家也比較會有上課的意願。 
1 

有些醫師的上課音量極小聲，有些醫師所使用的口語詞彙未必和 PPT 上相同，讓學生有些困惑 1 

我非常欣賞李麗玉老師及容世明師的 ppt，因為它們會附上國考題，更容易幫同學們掌握出題的方

向及重點。同時希望老師們製作 ppt 時可以多用的點圖片及表格整理，同學比較好比較及複習。 

另外有一點就是不知道是否是黃士強老師的教學範圍太困難了，感覺有一些軟骨組織的病感覺有點

跳，很難連貫起來，希望老師那邊再講清楚一點，謝謝老師。 

1 

身為不翹課的全勤學生因為評鑑日出席率不佳而被剝奪補考機會總覺得不太公平。 1 

強烈建議每堂實驗課都要有實驗講義，不是只有口頭講解一次就算了，對於第一次接觸病理玻片的

我們常常跟不上老師的講解。像教皮膚病的老師把每一片玻片的重點都拍照並且標示重點，我們就

比較容易學習。但有些老師就是只有正課講義，完全沒有實驗講義可以參考，要不然就是有的實驗

講義只有圖沒有標示，完全不知道要看什麼。這是我們最大的學習困難點！還有考試時要寫的 

finding 都不清不楚的，完全就只能靠學長姐整理的資料，建議老師列一張清單，把每一個玻片要

有的 finding 列好，而不是讓學生自己瞎摸索，然後寫錯後才又再那裡嘆氣學生寫得零零落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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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老師教得很抽象..."就大概感覺這裡有病變 這裡 這裡 還有那裡"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解釋這是 XX 器官病變 就像我問你為什麼你是你自己一樣" 

有些老師則是期望你詳盡閱讀課本才能去問他 

只要他覺得課本裡能找到答案 就不會給你好臉色.. 

只能轉去同學跟課本尋求協助 

花了更多時間精力去取得答案 還不見得是正確的 

這是個邏輯上的問題 

>出席>聽課>有問題>不准問,得先讀課本>讀了 好像會了>那我幹什麼出習聽課... 

當然也不是每個老師都這樣 

大部分的老師還是教的很詳盡 不盡感激 

1 

病理實驗的教學方法採用老師直接使用電子玻片講解，又講的很快，許多專有名詞學生根本聽不懂，

要抄筆記也抄不出來，除非一直瘋狂的拍照不然根本無法吸收，考試的方式彈性又太大，學生不是

專業的病理醫生、缺乏臨床的經驗，不應期待我們能看的出來疾病的各種變異的表現，甚至是在一

題玻片只有五分鐘的情況下，要換玻片、讀題幹，辨認是什麼器官、辨認是什麼疾病、找一些微小

的病理特徵，還要寫出一大堆 finding，根本來不及。題目只有八到十題，要是其中有幾片因為太緊

張而認錯，很常就是整大題全錯，或是好不容易辨認出來，考卷又改的很嚴，一下就不及格了，考

試成績無法分辨是每節都有乖乖上課、認真看玻片、認真問老師問題的學生，還是沒有好好上課而

理所當然考差的學生。建議各授課老師可以提供病理實驗的教學 ppt，讓我們比較容易吸收內容。 

1 

 

 

4. 你覺得實驗課程所提供之實驗及臨床介紹是否恰當？有無需要調整之處? 

76 份有效問卷中有 31位同學回答此問題。 

同學意見與想法表述列於下： 

恰當 12 

無，都很好~ 12 

不恰當。標示不明確，滑鼠隨便指，讓學生無所適從，有些時候並沒有明確的特徵，只有大量閱片

才能明白，但學生所擁有的玻片只有那一片。 
1 

玻片數目有時候過多，若當天正課內容較多時，會壓縮到看玻片的時間，有時候會無法看完全部的

玻片。 
1 

希望老師們可以製作一份實驗的 ppt，幫助同學做課後複習，不然有時玻片一多常常看不完。而希

望老師可以在 ppt 標注重要的 finding ，讓同學更有方向去認玻片。 
1 

希望有實驗上課 ppt ，針對每個 finding 都提供圖片以及清楚標示(上課資訊太過繁多以及有些位

置看不太到老師的教學，故希望有此 ppt) 
1 

實驗老師用的投影只在大教室，可是我在小教室，一堆人圍過去嘰嘰喳喳，我更難聽到老師上課 1 

希望正課跟實驗考試可以給正確答案，不然我每次去看考卷都還是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第一次期

中考試，全班只有一個人寫對一題，那個人沒有來一起看考卷我真的到現在都不知那題的正確答案

是什麼，結果第二次期中考同一個老師的題目我還是寫錯......因為我不知道第一次期中的正確解答。

而第二次期中也有一題，我們去看考卷的人都沒有人寫對，助教說不能公布答案，這樣我真的不知

道要怎麼修正我自己的讀書方法，希望真的可以公布解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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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考試考全新的玻片就算了至少也要跟我們平常看的玻片是一樣位置吧，有時候突然考不一樣的

器官或 meta，五分鐘根本想不到那麼多，還要寫 finding。 

寫 finding 的評分機制也很不合理，一定要寫到老師標準那幾個才算分，老師上課也不見得有全部

講到那些 finding，類似意思不一樣寫法還不行，也不能拼錯單字，建議可以請老師們直接給學生 list

什麼病要寫到什麼 finding。 

考試只有五分鐘，五分鐘之內要看好是什麼器官、什麼病變、找到病灶看到所有 finding、思考、寫

字，連是哪個老師的範圍都不知道，根本手忙腳亂，而且我們是用顯微鏡，不是用電腦動動滑鼠就

可以看到全貌，光是把玻片周邊繞一圈就要花 20 秒。至少要給 8～10 分鐘吧。我們不是病理科醫

師那麼有經驗，而且平常可以看的玻片範本就一片，考試切出來的玻片又長不一樣。 

還有第一次段考的實驗寫器官真的太不合理了，我們才剛踏入病理的世界，病變失去特徵的器官真

的太難了，至少考卷告訴我們那是什麼器官吧。 

我真的每次實驗考試壓力都很大，而且我每堂實驗課都有認真去看玻片，考出來還是輸給一群有考

1 古題的人，看玻片真的很吃天份，不是熟悉度的問題，啊我就比較沒天份考試都要想很久，五分

鐘真的太短了。其他學校是考圖片，或者玻片至少給 10 分鐘，供參。 

1 

 

 

5. 您覺得課程分組討論(Case conference)的次數及學生人數是否恰當? 有無需要調整之處? 

   關於案例的討論您是否能提供您的想法及意見？ 

76 有效問卷中有 30位同學回答此問題。 

同學意見與想法表述列於下： 

恰當，很好無須調整 10 

無，都很好~ 9 

無超棒的 1 

我覺得可以學到蠻多東西的，還不錯。 1 

是, 無 能有效增進我的學習成效 1 

人數恰當，次數可以增加，具體案例可以增加學習成效 1 

既然是 conference，應該一組交一份報告就好。 1 

可以自行分組 

關於書面要交的內容可以更明確，各組評分不一 
1 

我覺得每個老師對 conference 個人報告的規定不同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像是有些老師規定同學

不可以超過兩頁，有老師是規定同學不可以超過十頁，那可能寫兩頁的同學的成績還會比花更多時

間寫出十頁的同學的成績來得高，我覺得這是不太公平的部分。 

1 

次數及人數皆恰當。 

能夠將課堂所學知識應用到臨床案例，但是學生需要在課餘抽出大量時間準備報告，準備時間略嫌

不足。 

我不是很理解分組討論的評分方式，希望能增加組內互評，比較能區分出每位同學的付出程度。 

1 

conference 評分機制很神奇，除了每組最後平均分數相同之外，組內分工可能也會造成最後分數不

公平。像是我負責的部分是 PPT 和書面的統整，外加一小部份的報告，可是在醫生聽起來我可能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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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別混，但事實上我做的沒有比別人少，甚至更多。因此希望未來可以加入組內互評這個機制，

讓真正的分工情形能納入評分的判斷。 

每組老師要求的報告頁數、規定都不一樣，我覺得這樣實在很難達到公平的制度，有些組別只要寫

2 頁，有些要寫好幾頁，有些甚至全組交一份，希望可以統一，不然每個人的 loading 都會不一樣 
1 

恰當。Case conference 的討論令我收穫蠻多的，不過老實說，我覺得案例對於沒什麼臨床經驗的

大四學生來說還是太難了，像是很多胸部 X 光片根本很難看懂。不過還是可以維持 Case conference

的設計，其確實可以讓學生更了解臨床的運作模式。 

1 

 

 

6. 對於病理實驗課程，提供傳統玻片以及數位掃描檔案教學，您是否有課程進行形式的建議 

   或其他意見？ 

76 份有效問卷中有 32位同學回答此問題。 

同學意見與想法表述列於下： 

無，都很好~ 12 

電子玻片讚 3 

能增進 1 

覺得很讚，可以幫助我們學習 1 

我覺得很不錯 1 

提供數位玻片超棒的 1 

兩種玻片的觀看可以增進學習效果。 1 

兩種學習模式，有利於我們選擇自己適合的 1 

數位掃描不錯，但跟實際玻片還是有差，很多東西數位看得到，實際玻片看不到 1 

我覺得老師可以在教室就用數位帶大家看，這樣就部會大家都擠實驗室得位置 1 

我覺得超讚，可以讓我們在平日沒有實驗課的時候也可以看玻片。 1 

數位掃描檔案能夠讓學生自主學習，能夠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 

讓有興趣的學生可以隨時在自己電腦看玻片，這樣很好 1 

數位掃描檔案比帶走顯微鏡方便，有電腦就可以複習 1 

數位玻片對於課後複習實驗有極大幫助 1 

有！我覺得很方便複習，但是還是需要配合老師的 ppt 比較好閱讀。 1 

我認為電子玻片比起傳統玻片是個更好的學習管道，可以在電子玻片上面加註，在作筆記上更加方

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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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玻片很讚!可以更輕便的幫助我們複習玻片，不過和實際看顯微鏡還是有一些落差，主要是視野

大小的問題。 

另外，有些玻片退色好嚴重了，建議或許可以替換一下。 

1 

我很愛電子玻片 

我覺得運用電子玻片,是很快捷的學習方法 

如果老師能給予 標示過重大特徵的電子玻片檔案, 

肯定能讓知識更透明準確化。 

不是我懶，每個電子玻片上我都自己盡力去標記筆記了, 

但畢竟我是個半桶水,會更希望去吸收專業的老師們給予的指導標記。 

1 

 

 

7. 對於本課程您是否有其他相關建議？ 

76 份有效問卷中有 29位同學回答此問題。 

同學意見與想法表述列於下： 

無，都很好~ 12 

謝謝老師～辛苦了～ 3 

感謝老師本學期的教導與幫助 2 

great 1 

沒有，謝謝 1 

我覺得很不錯 1 

實驗好難 1 

檢視每個老師的教學品質，不要讓病理變成玄學，甚至讓大家國考放棄讀病理 1 

1.希望點名可以更加落實，避免同學利用不同裝置代點 

2.希望正課教室音源系統能改進，不然很多老師上課聲音都很小很模糊 
1 

課程內容過於龐大，建議可再提高授課時數。 

另外也建議多增加實驗室開放時間，讓學生能夠前往複習玻片。 
1 

可能是學期課程更改為十六週，有時會覺得課程有一點點緊湊，但目前是仍能自己更加勤奮跟上進

度，整體而言，是一門知識量龐大且未來受用無窮的課程，感謝老師們這一學期的教導與無限包容！ 
1 

請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在蹺課，為什麼要有來上課的同學跟著一起擔罪，之

前還一度不想提供講義給學生。這種作法不是無緣無故連有來上課的同學一起受罰？太不合理！甚

至取消補考資格，並不是有來上課就一定超會看顯微鏡！像我和幾位朋友每堂課都有去看玻片，但

有些片子我們還是覺得很難辨認，顯微鏡這種東西也是需要一點天份的！我建議要這樣處罰的話應

1 該要從學期初就開始點名，那種幾乎每堂課都沒來的再受罰，對於都有來上課只是可能對於顯微

鏡的辨識比較差的同學應該給予補考機會，或至少不應該一起受罰！ 

1 

請老師高抬貴手，我給予了最多的尊敬與努力，只想要在盡力學習的同時，成功通過這堂課。 

於未來，我不知道這個技能是否會成為我的日常應用技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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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當下，我感到沉沉的危機感，以及用全力卻還是被困在辨識玻片泥潭里的無力感。 

我花在這門科目上的時間跟藥理相比真的快要有 3:1 但成果上卻是負相關。 

求放過 QQ 

此外我覺得，考試時間太短了，其他學校都考選擇題，或是像台大考手寫但有十分鐘，而我們只有

五分鐘，有時候光要認 organ 就很難了，甚至有些是轉移、跟以往我們看的玻片不一樣的疾病。在

同時準備國考的時候，病理實驗真的讓我負擔很沉重，我每次考實驗都花很多很多很多時間準備，

對於我這種沒有病理天份的人來說，我真的是用苦苦學習的方式，有時候唸到壓力很大，都會懷疑

我自己的智商，是不是只有我這麼笨，只有我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記憶，讓我壓力好大。講了這麼

多，真的都是我的真心話，希望老師看到不要生氣，也不要扣我分數......我不是有意要批評，是因為

我真的壓力好大好大，病理+國考真的對我來說太痛苦了，我這個學期過得非常壓抑、痛苦。我絕

對沒有要批評老師跟助教，我知道老師都很辛苦，真的真的很謝謝你們這學期的教導與協助，雖然

我真的不知道我資質這麼愚鈍到底有沒有學會，但還是希望我能撐得住 

1 

雖然每次考病理都帶給我很大的壓力，要背誦的疾病非常多，但是讀完的成就感很大，很謝謝老師

們盡心盡力的教學，讓我對病理這門科目產生了興趣。雖然是高壓的學習方法，相較於其他學校客

廳只考圖片之類的，我覺得我們的學習成效會勝於他們許多。 

有聽過一句話：藥理藥學系比我們厲害多，解剖解剖研究所比我們厲害，那醫師還剩下甚麼，病理

就是我們的專業了。 

讀病理這門課真的讓我很充實，也謝謝每個幫我們解惑的老師ㄌ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