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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醫學⽣參與暑假研究計畫

緣起

 

漫⻑的暑假，年輕學⽣容易⽣活散漫失去規律，積極的同學去打⼯兼家教，家庭社經情況好的同學可能出

國遊學，也有學⽣家⻑從事醫療或⽣物醫學研究的⼯作，則有機會就近孰悉未來的醫學與研究環境。醫學

系的學⽣資質與⼼性都⾮常優秀，若是能提供平等的機會，讓學⽣能在暑假⾃由選擇接觸⽣物醫學研究，

並給予適當的指導與評量，則有希望啟發部分醫學⽣未來從事醫學研究的興趣，培育醫師科學家的⼈才，

因此產⽣了推動醫學⽣參與暑假研究計畫的構想。

 

計畫推動

 

中⼭醫學⼤學醫學系⾃99學年度開始推動學⽣參與暑假研究計畫，醫學系秘書於每年2⽉從學校研發處與附

設醫院醫研部收集執⾏中的研究計畫題⽬與主持⼈，邀請在執⾏研究計畫的基礎與臨床⽼師們參與，提供

學⽣暑期學習的機會。經匯整同意參與的⽼師與研究計畫題⽬，每年3⽉在各年級的班會、班版和系網公告

計畫清冊，開放學⽣⾃由報名參加，報名的同學最多可選填3個計畫。

 

醫學系秘書於4⽉匯整⽼師及同學的連絡資訊，提供同學於5⽉中⾃⾏與⽼師聯繫⾯談，以更了解研究計畫

內容與預期暑期研究的進度。參與計畫的⽼師，可能受限於⼈⼒與實驗室空間，⽼師也可以只選擇適當的

學⽣與預定的⼈數提供學習機會。各組師⽣⾯談完成後，再由⽼師將最後決定收錄的學⽣名單通知醫學系

辦公室。經秘書通知學⽣於7⽉初開始執⾏，暑期研究的學習時間可因實驗的時間需要，延⻑⾄開學後繼續

進⾏。

 

⾃102學年度開始，每年於10中旬舉辦暑期研究成果發表會，包括壁報和⼝頭發表兩部分。同學於⼝頭發

表會前必須先製作研究成果海報，公開張貼於醫學系館各層樓教室後⽅的海報架，供⽼師與各級醫學⽣閱

覽。⼝頭報告成果發表會開放所有校內學⽣聆聽研究內容，增加學習的多元性。⼝頭報告以⽼師指導的計

畫作為學⽣分組，每組學⽣上台報告，並有三位醫學系或其他系所的副教授級以上的⽼師擔任評審，現場

並有評審或參與的師⽣⾃由提問，以模擬臨場問答的情況。暑期研究成果發表會與海報製作，並不在於兩

個⽉就有實驗研究成果，⽽著重在對於研究主題的了解、⽅法學的認識等。同時也讓學⽣模擬學術會議上

的研究成果發表，感受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與問題應對的氛圍，訓練海報與報告材料的製作，以及培養臨場

應對表達能⼒。

 

海報與⼝頭發表經評⽐選出最佳壁報獎與⼝頭發表，分別選出前三名，得獎名單公告於系網及臉書，並於

班會公開頒獎給同學及指導⽼師。其餘未獲獎各組師⽣，同學發給參加獎，指導⽼師核發指導費等以資⿎

勵。

 

這幾年學⽣在經過完整的研究與發表的訓練，已有許多位學⽣在國內學術會議上發表會議論⽂，甚⾄已有

幾位同學發表論⽂在國際學術專業期刊。

 

(上圖左、中)學⽣分別上台做⼝頭報告；(上圖右)學⽣與指導⽼師在海報前留影。(下圖)各組學⽣認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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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師質詢與問答情況。

 

執⾏成果與後續發展

 

近幾年在醫學院系主管⼤⼒⽀持下，透過指導協助與獎勵措施，每年參加⽼師提供的研究計畫總數與參與

的學⽣⼈數逐漸增加，近三年都達到穩定20餘位⽼師提供暑期學⽣研究學習機會，超過60餘位各年級醫學

⽣參與⾃主學習。

 

由於醫學系持續在校內推動學⽣參與暑期研究計畫，校內⽼師與學⽣逐漸拓展與搜尋校外的相關活動訊

息，⿎勵積極的學⽣參與校外研究活動。有多位學⽣在校內參與過暑假研究後，開啟醫學⽣對於⽣醫、藥

學等領域的研究探索興趣。因此近三年來經由教師推薦，已有多名學⽣參與「財團法⼈健康科學⽂教基⾦

會」暑期研究、中央研究院⽣醫所暑期培育計劃、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暑期培育計劃和台灣東洋藥

品暑期實習計畫等校外暑期學術研究培訓活動。

 

同時，由於學⽣對於醫學研究領域與⽅法不再陌⽣或畏懼，更開啟他們對於國外學術研究競賽的興趣。其

中2016年暑期發表會前三名的同學們發起參加2017⿇省理⼯學院 iGEM競賽，籌組「中⼭醫學⼤學-中興⼤

學聯隊（CSMU-NCHU, Taiwan）」⾸次參加在波⼠頓⿇省理⼯學院舉辦的iGEM競賽。13位參賽成員中有

中⼭醫學⼤學醫學系林庭右（隊⻑）、李維揚、李哲⾏、徐亦寧、楊育杰、羅紹⿑、楊淇雅、⿈河洛、張

翔華；中⼭醫學⼤學⽣醫系⿈瑋豪；中興園藝系廖永瑀；中興電機系莊雅伊、孫尉哲。針對台灣近年來⾷

安事件，以”A�atoxout”（全⽅位⿈麴毒素問題解決計畫）作為參賽主題，期望以⿈麴毒素為起點，分別採

取前期預防與後期治療的模式雙管⿑下，以整合性的⽅式解決困擾台灣社會的⾷安議題。由中⼭醫學⼤學

⽣醫系余豐益教授實驗室所開發的ELISA免疫奈⽶試紙，團隊利⽤融合蛋⽩改良試紙的設計，更結合了3D列

印、APP與雲端資料庫等技術，打造了⼀個低成本的檢測平台，讓⼀般⺠眾、攤販商家皆可快速且便利的

確認⾷品的安全。其次，團隊改良了澳洲聯邦科學與⼯業研究組織(CSIRO)的Matthew C Taylor博⼠所發現

的MSMEG5998蛋⽩，⼀種具有良好分解⿈麴毒素能⼒的酵素，並構築了⼀個可在酵⺟菌中製造的蛋⽩質表

達系統，便於⼤量、快速、低成本地⽣產此酵素，這項成果可廣泛的應⽤於保肝健康⾷品、急性中毒解毒

劑，或解決雞、豬、⽜等養殖業的飼料黴菌毒素污染問題，對台灣的農業有進⼀步的貢獻。

 

「中⼭醫學⼤學-中興⼤學聯隊」⾸次參賽即獲得⾦牌殊榮，並且榮獲⼤會三項特別獎項提名（最佳網站設

計、最佳企業、最佳⾷品與營養主題），更在「⾷品與營養」主題中得到世界前三的殊榮！學⽣們設有

Facebook 粉絲專⾴：IGEM CSMU x NCHU (https://www.facebook.com/igemcsmunchu/)，分享他們的喜悅

與殊榮。

 

2016年暑期研究成果發表會，⼝頭發表會前評審⽼師與所有學⽣團隊合影留念。

https://www.facebook.com/igemcsmunchu/


 

 

教師⼼語

 

漫⻑的暑假，年輕醫學⽣優秀的資質，再加上無窮的精⼒與好奇⼼，最初萌發的⼼願是希望平等的提供醫

學⽣利⽤暑假⾃主學習的機會，期望能啟發醫學⽣培養成為醫師科學家的興趣。過程中不斷思考如何推展

這項計畫，執⾏前三年⽤⼼在師⽣間推展並摸索如何並茁壯，第四年起獲得院與校⽅的⽀持，加⼊成果發

表會與獎勵措施，逐步在過去幾年間穩定教師與學⽣參與的興趣與信⼼。近三年醫學⽣的視野與信⼼也隨

著增⻑，積極參與校外機構舉辦的學術研究培訓，甚⾄⾃⾏組隊參與國際研究競賽活動獲得⾦牌殊榮。如

今很欣慰的當初的⼼願能有超出預期的成果，甚⾄校內其他系所曾經受邀協助擔任發表會評審的教師們，

也希望在他們各⾃的系裡推展這項暑期活動，在校內逐漸形成⼀股學⽣善⽤暑假期間從事⾃主學習的⾵

氣。

 

2017「中⼭醫學⼤學-中興⼤學聯隊（CSMU-NCHU, Taiwan）」參與美國波⼠頓⿇省理⼯學院 iGEM競賽，

獲得⾦牌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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