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對於藥理學&藥理學實驗課程需要改進之建議 : 29 則回應 

 

糞事太多，建議縮減到只剩上課跟考試 

 

報告一堆講了又都不改 

 

1.張國志老師要再多訓練自己的口條 2.周美智老師應和其他老師統一以 Lange課本為主 3. 藥理個人 conference太過

多餘，建議保留團體 conference即可 4. 藥理沒有學生操作的報告就不應再撰寫實驗報告 

最後抗生素、免疫藥物的時數希望增加，要不然最後上課時間接近期末考且內容繁複，學生很難準備 

期末的報告和期末考對於還要準備國考的我們負擔太重，花費太多時間，是有學習功能的，只是我們真的分身乏術啊😢 

希望提供和上課 slide一樣的講義 上課時因為講義不相同常常要花時間找和 slide上一樣的字畫線做筆記 影響到聽講 

藥理學實驗部分希望縮減局部麻醉那次的報告 拿別人的數據寫感覺意義較小 

 

報告的份量太海量，個人報告寫了也不會有反饋，無法知道自己做得如何，哪裡寫得不好，無法學習，那為什麼要寫？ 

不喜歡藥理實驗期末報告，過於耗費心神與時間，請改善 

完成作業要求要達成的時間與該作業分數佔比不成比例，然後出太多項作業了，大家都在準備國考根本來不及做，假設

有人認真在做也不會獲得太多啟發性，因為 conference與 CBL只是翻譯論文、查查網頁，查完就忘，不會有幫助。 

希望沒有真的做到實驗的實驗能夠不要寫報告（覺得憑空生出一場實驗就像在寫科幻小說一樣）；另外，希望能夠調整

CBL與 Conference的次數或頻率，一個下午連續 Con又 CBL實在有點累... 

 

雜事太多了 

 

有些實驗等待的時間總和太長，也常常占用到下課時間 



藥理學實驗報告真的太多了，明明沒有做實驗為什麼還要寫一份實驗報告？然後建議寫報告的方式可以跟生理實驗學

習，把希望我們回答的額外問題列好，不然真的是不知道要補充什麼。然後可不可以 conference和個人書面二擇一就

好，為什麼要用兩種形式逼迫我們看藥理論文😢😢😢 

希望有一些沒有具體操作的實驗可以被省略，內容可以移到正課就好 

作業太多 

 

不必要的作業太多，像是 conference和個人書面報告，非常佔用讀國考的時間 

Conference和個人書面報告，都是要練習閱讀論文，但感覺可以擇一進行就可以了，意義上的重複性太大 

 

無 

 

可能有些沒有辦法實作的實驗可以考慮刪除，並沒有真正學習到“實驗的內容”，只是再次進行學術上的討論，而且實驗

報告中的內容（像是誤差的可能原因）也甚至是要用想像的，感覺沒有實質上學到東西。 

老話一句 too much 

希望動物實驗可以在多一些嗚嗚嗚 

書面報告和 CBL太多餘 

謝謝！ 

 

1.實驗課太多報告與考試，建議至少可以減少 CBL考試環節，也建議 conference日期可以提前在學期初與學期中 

2.conference與個人書面報告可以擇一就好。 3.雖然課本內容很重要，但希望教學方面還是能夠在每章節的最後為學生

做一些國考複習，幫助學生連結上課所學與國考內容，否則方向太不一樣，會讓大家無所適從。 4.實驗報告的內容應該

更具體，直接在實驗講義上列出應該在報告中討論的內容，否則學生聽了一整節課，依舊不知道內容該討論什麼才能拿

到報告分數。 5.實驗課上課時數應該遵守課表安排，而不是進行了講解後讓學生沒有時間做完實驗，拖延到下課時間。

如果實驗有比較長時間的需求，也應該以兩週上一次課的方式做調整。對於許多同學，大四上課程繁重，加上準備國



考，讀書時間可以說是分秒必爭，希望課程可以符合學分與課程時數的比重，不要讓學生有這麼大的負擔，過多的報告

與考試只會讓學生更不願意認真準備這些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