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審查建議

委員1 1.強化產學合作。

2.做跨領域結合研究和研發新產品用途(食品科學系、生化科技學系、農學院)。

3.特色聚焦。

4.成立研究團隊，做跨領域合作研究及產品開發。

委員2 1.整體工作成果績效及工作計畫規劃良好。

2.宜強化校外實習及產品研發。

3.宜請業師對實務型，如生技醫藥產業學程學生授課。

4.校友募款。

5.校外招生。

6.學生就業市場調查。 

委員3 1.各項工作重點所要執行的量化指標皆達成。大學部課程模組化，有利於學生依自己

的興趣學科修課。但研究所的課程似乎沒有呈現在工作重點中，系務會議與課程委

員會也很少提到研究所課程問題。

2.為了加強大學部學生專業應用能力特別開設為數眾多的實驗課，雖然有些實驗課是

外系支援，但自己開設的實驗課太多將會讓佔用太多系所經費，影響系所發展，是

否可請院或學校支援額外經費或整合實驗課內容。

3.工作重點與去年相當，應能達成所有的量化指標。研究所與大學部的工作重點要分

開個別擬定。

4.如果報考學士後(中)醫藥系是大學部畢業生發展的其中之一選項，那生物學與有機

化學有必要增加到6學分。

5.學校要有明確的獎勵措施，以利系所推動五年一貫升學計畫。

6.學生就業調查。



委員4 1.增加建教、科研應用之合作機會與管道。

2.增加國際生源與課程規劃。

3.學生就業追蹤與座談回饋。

委員5 1.執行「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及「職場體驗」、「生技產業趨勢及發展」等課程，拉

近學生就業與就學之距離。 

2.提供大三、大四學生至校外實習之機會。

3.結合業界以增加建教合作機會，宜思考此等計畫性課程的品質及永續性。

4.舉辦教與學座談會，改進教學法，專業或教學改進之演講，可分別設定目標聽眾。

6.舉辦碩士班學生論文競賽，以驗收碩士生研究成果，有競賽之辦法及執行，確能激

發質的提升。

7.與嘉義地區進行實質的合作研究計畫，合作的近便性及相互支援甚為重要。

8.模組規劃後，在輔導選課上宜配合辦理。

9.全英文課程之成效及學生互動成果可邊進行邊檢討。

10.推動招生宣傳作業，可進行檢視後作業略性之調整。

11.學習對象為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標竿之分析後與本系之優缺點

比較，列出可努力之方向。

12.成立教師社群，相互討論教學方式、學習評量方式等，對應工作項目方面之必須性

可再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