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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本学位点 1987 年开始招收口腔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生，2001 年开

始招收口腔基础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3 年增设为南昌大学二级

博士点（牙医学）。至今已培养专业硕士 30余届，牙医学博士 4 届。

2021 获批口腔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点，2022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研

究生。

本学位点已形成了口腔内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口腔颌面外

科 4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拥有国家级口腔颌面外科专

培基地、国家级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分中心、江西省口腔生物

医学重点实验室、江西省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江西省口腔颌

面及头颈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及江西省口腔专业质量控制中心。

在学校直属医院中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均为国家级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承担口腔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在南昌大学非直

属医院中，南昌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江西省人民医院，南昌大学上

饶医院，一并承担着口腔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本学位点目标定位为：培养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的口腔医师；培养能掌握坚实的口腔医学基础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较强临床分析和实践能力,以及良好

的表达能力与医患沟通能力，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和相关专业

的常见多发病诊治工作；掌握口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有一定

的口腔医学临床研究能力和临床教学能力，并能较熟练阅读本专业外

文资料的能力和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的口腔医学人才。

口腔医学学位授权点扎根江西红土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突出思想引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育人成效作为检验口

腔医学硕士学位教育的根本标准，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医学新

人为使命，截止目前，本专业已累计为社会输送 300 余名口腔医学研

究生。2023 年招收专业型研究生 84名，经口腔医学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评定，准予授予 63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2023 年本学位

点就业去向落实率 100%，升学 1 人。毕业的研究生有较强的专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主要在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就业，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毕业生发展前景较好。毕业学生质量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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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多维度、多媒介、多要素”一体化研究生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通过专题培训班、校级辅导员成长工作坊、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及辅导员校际交流等，加强辅导员

队伍建设。建立院领导担任班导制，加强研究生管理力量。加强导师

队伍建设，让导师成为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深入推进学院研究

生会改革，建立学生会和班级干部体系，夯实研究生“三全育人”工

作队伍。

（二）党建引领促发展。

党建引领，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制定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方案和计

划，通过开辟校内校外两大宣讲主战场，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课内课

外贯通，推动主题教育入脑入心。开展组织生活会和调查研究。组织

线上线下学习，同时依托南昌市红色资源，开展红色讲堂、道德讲堂

活动、云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志愿活动育人。

志愿者活动是口院研究生工作特色。口腔医学院研究生用自己专

业优势开展志愿服务、回馈社会，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赴南

昌县蒋巷镇洲头村，开展二十大精神宣讲和口腔健康宣教义诊社会实

践活动。在第 35个“全国爱牙日”来临之际，开展“口腔健康，全

身健康”口腔健康宣教义诊活动。党员利用周末时间在一楼门诊大厅

开展志愿服务，指导患者排队、挂号、就诊等，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组织党员团员参加集中无偿献血活动共计 90余人，累计献

血近 2 万毫升。

（四）文体活动育人。

学位点组织开展各类志愿者活动、研究生第一届草坪音乐节、研

究生篮球联赛，研究生第二届植树节、征文比赛、党课比赛、新年晚

会、特色讲座等丰富课外活动，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

时做好组织宣传工作，在省级、校级、院级媒体发表报道 30余篇。

同时开展研究生“党史大讲堂”，邀请校领导、党史专业教师、先进

典型人物走进校园讲好党史故事等活动，带领研究生在党史学习中领

略理想信念、英雄故事、百年征途和复兴历程。开创“青研心声”和

专题栏目，依托研究生微信公众号，利用传统节日、重大事件、校史



3

纪念日和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等契机开展文化育人活动，如开学

季、毕业季、校庆日、院庆日等。充分利用江西省特别是南昌市丰富

红色资源，实地参观学习，挖掘并传承井冈山精神、八一精神。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的精神，学位点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

培养体系，在 2021 年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借助课程教学的育人

作用，对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各学科方向根据自身的特

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

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将研究生课程从所涉专业、行业、

国家、国际、文化、历史等角度，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融入课程

思政育人要素，充分发挥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

的思政教育、文化基因和价值元素。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

升课程的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同时根据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制定了科学、规范的研究生课程

体系，研究生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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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课四类。本学位点开设《口腔材料学》、《口腔牙牙合学》、《口

腔生物力学》、《口腔组织病理学》、《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技能训练》、

《数字化显微牙体预备》、《显微牙髓治疗》、《正畸弓丝弯制训练》

等专业课。同时为全方位培养研究生、还为研究生设置《红色文化》、

《医学信息学》、《医学统计学》、《临床科研设计与方法》等，为

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2021 年《正畸弓丝

弯制训练》被评为校级研究生学术学位优质建设课程，2023 年《口

腔组织病理学》，《口腔生物力学》申报研究生在线开放课程。学校

定期做好课程的整合和衔接，在研究生系统内进行课程信息维护。

（二）导师选拔培训与师德师风建设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学位点充分认识到建设高素质研

究生导师队伍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导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导师管理

制度建设，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改革导师遴选与招生资格审核办

法，强化导师岗位意识，努力打造高素质导师队伍。

1.完善导师遴选与聘用制度

分类遴选。在《南昌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

（2019 年修订）》、《南昌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

教师遴选办法（2019 年修订）》2个文件的基础上，对照学术学位研

究生导师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不同的遴选标准对导师提交的上岗

材料进行审核。对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的遴选，注重突出学术成果和

学术贡献的要求: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遴选，注重突出实践成果

和实践经验的要求。经审核，2023 年 57 位导师获得专业型研究生导

师带生资格。

分层实施。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和上岗工作分批进行。2023

年根据南大研函〔2023〕15 号《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资格遴选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本学位点教师对照上岗条件

现进行自评，递交业绩材料，学院进行资料审核，医学部进行资料抽

检，学校召开学位委员会对导师遴选业绩进行评定，最终本学位点新

增博导 4 名：陈林林、叶芳、唐镇、牛光良，新增学术型硕导王娇龙，

专业型硕导段咏华。同时学位点根据博硕导上岗管理办法，起草通过

了《口腔医学院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认定办法》。

评聘分离。严格执行导师评聘分离制度，破除“导师终身制”

和“导师必招制”。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导师实行竞聘上岗，根据

年度招生需要，综合考虑学科特点、师德表现、科研任务和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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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导师招生范围及指导研究生的限额;在强化导师责任同时，采取

相应激励举措激发导师育人积极性，对取得优异成效的导师在招生方

面实施倾斜。

2.强化导师指导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学位点充分认识到建设高素质研

究生导师队伍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导师队伍建设。要求导师要在指导

学生的过程中，坚持正确思想引领，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

导职责，用学业带动研究生对学科、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做学生的

学业导师和人生导师。努力培养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队伍。持续推进导

师管理制度建设，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改革导师遴选与招生资格

审核办法，强化导师岗位意识，努力打造高素质导师队伍。

一是要求导师以身垂范，为学生树立榜样。导师注重以身作则，

积极传递正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坚决抵

制学术不端。学术不端是科学研究的大忌。从学校到科室，自上而下

的开展学术道德教育，导师签署学术道德承诺书，年底进行科研诚信

自查，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二是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明确导

师在人才培养、立德树人、师德师风等方面的具体职责，推动导师把

工作的重点和目标落在育人成效上。夯实人才培养职责，落实《研究

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在研究生导师任职要求与条件、职责与权利、

激励与约束、兼职导师与校外导师队伍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健全研

究生导师选聘制度、选聘标准和动态调整制度，规范导师指导行为。

三是导师坚持正确思想引领，根据《南昌大学关于研究生导师带生人

数的规定》合理调整自身指导研究生数量，精心尽力投入指导，确保

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专业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写作等任

务。

2023 年学校对新增硕士生导师开展岗前培训，包括专题学习、

线上答题、学院研究生导师专题活动和规章制度学习。同时在医院中

层干部培训班，开展了《课程思政的时代内涵和要义》专题讲座。教

研室通过系列讲座、专题培训、主题教育、新媒体平台等多种形式开

展《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学习贯彻，要做好宣传解读，帮助

导师全面了解准则内容，做到全员知晓。将准则真正贯彻落实到研究

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和日常管理等各项环节

3、加强导师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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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构建以制度引领、教育引领、

典型引领、文化引领为核心的师德师风建设体系，全面加强和改进师

德师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

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导师队伍。学位点健全校院两级监控机制，通过

完善教学督导、学生评教等制度，加强师德师风问题的监督，及时做

好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师德考核机制，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聘任、

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及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推行师德考

核负面清单制度，实行“一票否决”制。同时学位点强化师德教育培

训，组织教师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有”好老师、“四

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经师”和“人师”统一的“大先生”

等重要指示要求，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

行为影响带动学生成长的生动实践。组织导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积极开展教学规

范教育、学术道德教育以及师德师风专题学习活动。7 月开展师德师

风专项培训，实施政治建设“思想铸魂”行动、规则立德“固本强基”

行动、专项整治“清朗净化”行动、关键群体“教育提升”行动、施

以案明纪“警钟长鸣”行动、榜样引领“典型赋能”行动，通过六大

行动的专题教育筑牢广大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轮转

按照国家政策要求，专硕需进行 33个月临床轮转，在临床轮转

过程中，拥有硕士研究生和住院医师的双重身份。在轮转期间接受导

师、上级医师及毕业后教育办公室的指导，掌握本领域系统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训练独立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掌握规范的临床操

作技能和疾病诊治规范，并结合临床实际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和论文

撰写。口腔医学硕士研究生的轮转分为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

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四个住培专业，住培专业基地配有基地主任 1

名，教学主任 1 名，住培专干 1 名，负责对安排专硕轮转工作，分配

带教老师，组织疑难病例讨论，出科考等教学活动，毕业后教育办公

室负责规培日常事务管理，师资培训，年度考核的组织，住培理论培

训等工作。学位点定期举办院内临床技能实践能力竞赛，同时选派优

秀学子参加省级住院医师操作技能竞赛活动。2023 年本学位点专硕

执医首考通过率 97.87%，结业考核通过率 100%，同时出台了《南昌

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补充规定》，规范了轮转

规定，考勤要求，奖惩措施，请销假制度等以推进学位点住培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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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四）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

对外学术交流是拓展研究生学术视野、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

要手段。本学位点大力鼓励、支持研究生参加省外、境外、海外高校、

研究机构、相关学会组织等举办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进行学术交

流。导师选派优秀学生参加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年会，参评全国学术

壁报展览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学科前沿，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交

流机会，促进专业学习，促进高水平论文产出。

学位点注重培养学生学术思维，本年度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开展

主题学术讲座，12 月宾夕法尼亚大学 Syngcuk Kim 教授和美国口腔

颌面放射学委员会（ABOMR）主席杨杰应邀来院进行专题讲座，通过

现场交流活动师生共同学习口腔医学发展前沿，开拓创新，助推学科

建设。学位点也积极与兄弟院校联系，院校先后与美国华盛顿大学、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连线开展研究生论文撰写讲座及经典文献学习，

12月 8-16日，学生前往日本朝日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学习活动，

开拓国际视野。本学位点进行新医科建设，与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开展科研合作，与智能医学、基础医学

等专业开展多学科协作。

2023 年学位点获批四项省级研究生创新专项，21级专硕张文俊、

程晨、陈自强、蔡灏省级研究生创新专项结题，学校给予该项目经费

资助，激发了研究生的科研热情，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在 2023

年的科研活动周，举办科研壁报展活动，并单独为学生设置组别，经

过医院学术委员会专家评选，21 级专硕刘艺帆获二等奖，陈如月获

三等奖。研究生通过壁报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并通过专家点评继续

完善实验，启发了科研思路得到了科研指导。同时经统计 2023 届专

硕发表创新成果 11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3 篇，以第一

作者发表核心论文 7 篇，科研能力得到较强的锻炼。

表 1：江西省 2023 年度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YC2023-S186 郭楠
双颌垫和传统再定位颌垫在治疗青少年关

节盘前移位中的疗效对比研究

YC2023-S187 范俊平
明胶改性碳纳米管负载顺铂用于抗癌治疗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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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2023-S188 陈立仁
一种新型固定功能矫治器矫治儿童骨性 II

类错 伴下颌后缩患者的临床疗效研究

YC2023-S189 马玉洁
基于 HK2-SOD2-H2O2信号通路研究油酸抑制

高糖状态下舌鳞癌的增殖、侵袭转移的机制

表 2：2020 级专业型研究生创新成果清单

学号 学生姓名 创新成果 导师

411437920001 马武
马武，陈林林，口腔鳞状细胞癌列线图预后模型建立与评估[J],实

用口腔医学杂志，2023，已录用
陈林林

411437920002 吴海莹
吴海莹，裴婧，贾云香等.舌部Merkel细胞癌 1例[J].中华口腔医学

杂志，2022，57（3）：292-294
陈蔚华

411437920004 王铁彪
王铁彪, 周五超, 肖寅, 等. 改良关节盘锚固术在颞下颌关节盘穿

孔、破裂治疗中的应用[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23:1-9.
习伟宏

411437920007 熊雨
熊雨,郑欣欣,金幼虹等.辣椒素纳米粒的制作及其在治疗大鼠三叉

神经痛中的作用.[J].口腔医学研究.
金幼虹

411437920008 江美

江美，卢康华，陈如月，郑辉，史彦.表面多点和单点受力的龋齿

孔洞的无网格配点法的分析[J].口腔医学研究，2022，38（12）：

1155-1160.
史彦

411437920010 卢昱康

卢昱康，张晓琴，郑治国.根管治疗中的顺滑通道制备及

其临床意义 [J].中国实用口腔科杂志 ,2022,第 15 卷 (3):
277-281

郑治国

411437920020 尹冬梅

Regional Odontodysplasia Diagnosed and Treated vi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A Case Report, [J] Journal of Clinical

Pediatric Dentistry，第一作者

廖岚

411437920029 冷玉蓉

Leng Y, Hu Q, Ling Q, Yao X, Liu M, Chen J, Yan Z, Dai Q.
Periodontal diseas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dependent of sex: A meta-analysis.Front Cardiovasc
Med. 2023 Feb 27;10:1114927. doi:
10.3389/fcvm.2023.1114927 第一作者

戴群

411437920034 颜旖萌
静磁场对骨改建的生物学研究进展[J]. 实用中西医结合

临床,2021,21(18):157-159.（第一作者）
欧阳志强

411437920035 许佳蓉
Advanced materials For Enamel remineralization,Front Bioeng
Biotechno, Xu J, Shi H, Luo J, Yao H, Wang P, Li Z, Wei J. 2022 Sep
13;10:985881. （第一作者）

李志华

411437920038 王慧慧

Shiyun Peng, Ting Sang, Huihui Wang, Yunlin Guan, Yunyun Deng,
Pei Wang, Zhen Huang, Zhou Ye ， Jun Wu ， Bioinspired
Anti-demineralization Enamel Coating for Orthodontics [J].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 2022: 00220345221129806. 第二作者

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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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奖助

学院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以奖助学金形式，保障研究生顺利

完成学业。坚持分类评价，以各类奖学金评比为载体，注重对不同年

级、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研究生进行过程性和差异化评价;坚持激

励先进，坚持优中选优，选树研究生榜样，激励引领研究生。其中南

昌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南昌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非定向生）

覆盖率达 100%。同时学位点定期排查，关心关爱每一类人群，对困

难同学进行摸底，着重掌握特困生的现实情况，及时在端午节、中秋

节等重大节日时给予慰问和补助。

表 3：2023年研究生奖助学金发放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类别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硕士 2 4

省政府奖学金 奖学金 硕士 1 1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硕士 101.4 155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硕士 97.56 216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本学位点始终围绕“转变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优

化教学模式”的思想，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师德师风水平。

（一）人才培养

研究生教育工作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完善研究生教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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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助推一流大学建设。坚持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评估、调整、审

核一体化思路。学位点一是用好课堂教学，发挥课堂教学在立德树人

工作主渠道作用，在现有的理论教学外，有效加强实验室建设，依托

学校临床虚拟仿真教学示范中心平台建设，学位点引进了口腔虚拟仿

真设备 7 台，参与研发了口腔智能医患交互虚拟教学系统，有效助力

专业型研究生临床操作能力的提升；二是立足于江西地方经济的发

展，在社会服务方面，结合区域卫生战略需求，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全

国爱牙日，健康口腔赣鄱行等一系列社会活动活动。培养学生甘于奉

献，志愿服务意识，敬佑生命，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三是教研室定

期组织业务学习，阅读大量高分文献，了解最新科研动态，临床新技

术新方法，对典型临床病例进行分析，强化临床思辨能力。

学位点根据南大学位〔2023〕6 号《关于印发南昌大学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管理系列文件的通知》制定了《南昌大学口腔医学院研究生

培养全过程管理实施细则》，对培养过程中的课程学习、开题报告、

社会实践、预答辩等环节进行了规定，健全了规章制度。在学位授予

上，学校《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及教育部、科技部《关

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要求，进一步科学设置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引导学

生以创新性科研成果支撑学位论文，有效提高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

量。对于在第二学年内未获得《医师资格证书》的专硕研究生，将按

照《南昌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分流至学术学位进

行培养，并按照我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修满规定的学分，

完成所有规定的培养环节后申请学位。

（二）教师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立足新时代，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

德树人职责的意见》和教育部《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把握高

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注重教师队

伍结构在学历、学位、职称、学缘、年龄等方面的优化。根据招生规

模，按照适当的学生和教师数量比例配置数量充足的教师以保证教学

任务的完成。本学位点要求导师严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尽

力投入指导，确保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专业实习实践和

学位论文写作等任务。强化研究生学术能力及规范训练，每天组织学

生进行疑难读片汇报及文献分享。按照培养方案和时间节点要求，指

导研究生论文选题、开题、研究及撰写等学习工作，目前所指导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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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均按时顺利毕业。在日常中关注研究生学业就业压力和心里健

康，通过小组讨论会讲解自己的近段状况，及时了解学生动态，建立

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目前所有学生均在毕业当年顺利就业。

2023 年本学位点共计教师 269 人，教授 20 人，副教授 38 人，

博导 19 人，硕导 66 人，具有正高职称人数 55人，45 岁以下教师 136

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200 人。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 人，省政府津贴 2 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5人，江西省高校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 2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6 人，江西省卫生

系统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3人，国际牙医师学院 ICD 中国区院士 3 人，

全国住培优秀带教老师 3人。

2023 年本学位点邱嘉旋教授《口腔医学博士生创新能力“三位

一体、五维评价”培养新模式》项目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宋莉、

史彦获南昌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三）科学研究

学位点利用学科优秀的科研平台，研究生通过直接参与导师科研

项目、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独立申请省级研究生创新课题

等多种途径对其进行学术训练，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实践能力。

坚持“三个面向”，推进理论创新，加强科研创新体系的顶层设

计，着力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格局，创造具有一流示范的科研和社会

服务。积极谋划国家级大项目、大平台、大成果。2023 年学校投入

450 万元用于口腔医学科研平台建设。口腔正畸被认定为 2023 年省

医学领先学科建设项目，在科研项目上，2023 年本学位点获批国自

然 3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项、青年项目 2项、科技厅 03专项及 5G 项目 1 项，卫健委医学领先

学科 1 项，卫健委科技计划项目 10项，省中医药课题 5项,潘淑婷获

省赣鄱俊才主要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到账经费 219.8 万，魏俊

超老师《医用纳米材料涂层技术及其在体外诊断领域的医学应用》项

目获江西省医学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李志华《基于生物力学作用机理

的正畸矫治器创新及其临床应用》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四）国际合作交流

本学位点注重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学

生的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先后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1987 年与日本国九州大学齿

学部建立了友好校际合作关系，2017 年与美国天普大学签订学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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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交流协议,建立学生交流。2022 年与日本朝日大学建立了友好校

际合作和学生交流关系。同时本学位点招收、培养外国留学生专业型

硕士研究生 MUHAMMAD ATAE MUSTAFA MAHAYYUDIN 一人，国籍巴基斯

坦。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本学位点强化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盲审-答辩”全

过程管理，加强学位论文过程干预，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建立“事

前监管”的风险预防机制，告诫学生自觉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警示学生学校对学位论文抄袭、买卖、代写、数据伪造、拼凑粘贴等

作假行为将依法终身追责。

学位论文实行校院两级同行专家评议全盲审制度，加大研究生学

位论文盲审抽查力度，严把研究生毕业出口关。校级盲审包括所有博

士研究生、延期研究生、联合培养研究生以及随机抽取的部分研究生

的学位论文，通过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选取同行专家进行评

议;其余学位论文由学院选取校外同行专家进行评议。

按照学校规定，博士研究生全部参加盲审，硕士研究生按专业随

机抽取比例由之前 20%提升到 30%，扩大了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覆盖面。

硕士学位论文 2 份送审，研究生指导教师若指导的学位论文盲审两次

不合格，则停止该导师在该专业招生 2年；若累计三次盲审不合格，

则取消其导师资格。研究生正式答辩前必须进行论文预答辩，预答辩

合格者方可进行正式答辩。2023 年专业型研究生参加校级盲审 5 人，

均通过，其余研究生参加院级盲审全部通过，

:六、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落实好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

多措并举，多向发力，通过多种形式的招生宣传扩大影响力，提

高生源质量，促进生源结构多元化；根据南昌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的意见》落实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控与保障

制度，加强院、科两级管理，将课程学习、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实

践环节、学术活动、预答辩、论文答辩等重要过程环节环环相扣，与

学位授予环节相挂钩，量化过程管理指标，将中期检查得分进行排名，

帮助导师了解问题，发现问题，同时注重对研究生毕业论文预答辩、

答辩与学位申请、科研记录、学位论文原始资料等进行全程监督，将

研究生培养质量相关指标，如答辩优秀率，中期检查优秀率，论文发

表情况纳入教研室考核方案，提高导师重视程度，推进研究生教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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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严格学生质量监控。以及完善各项学位点研究生工作制度，

做好研究生培养的各项常规工作。

（二）持续优化课程教学，打造新时代精品研究生课程

按照“分类培养、提高质量、注重内涵”的原则进行定期的研究

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注重课程质量。不断完善多维度教育教学质量

监测评估体系，支持课程改革创新，培育优质课程，打造一流“金课”，

发挥精品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数字化、新时代教学新理念带动

课程整体质量全面提升。向兄弟院校学习先进研究生教育经验，开拓

核心课程、专业课程、教材、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等 4类精品项目的优

质教学资源建设，推进课程教学“内涵式”发展，坚持立德树人，持

续培育符合培养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的精品核心课程。通过教学专家

及督导听课，诊断教学问题，反馈课程建议，帮扶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不断优化多维度课程教学评价体系，重视学生反馈；进一步完善以教

师发展为核心的教学培训体系。

（三）加强临床技能训练，提高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

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解决学生实践技能训

练精力不足问题。注重导师在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方法，教学方

法的更新，让学生协助进行制定临床诊疗方法，参与每个病例治疗始

末，做好综合素质培养。建立健全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体系与考核体系，

依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实践技能培训基地，开展临床技能训练

活动，如病史采集，病历书写临床思辨，切开缝合等实操培训，创建

竞赛平台，以赛促学，比如重庆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每年举办研

究生临床技能竞赛，帮助学生明确练习目标和考核要求，促使学生重

视岗前培训和加强日常反复训练，增强学生在临床诊疗活动中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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