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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建设年度报告（2020 年）

一、总体概况

临床医学学科肇始于原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

系，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特色专业、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核心专业。2003 年获批硕

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2009 年获批硕士专业类别，2011

年获批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2018 年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

2020 年获批山东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学科。ESI 全球排

名进入前 6‰。有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

经病学、临床检验诊断学、麻醉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等二

级学科。

（一）学科建设情况

内科学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学科，通过教学使学生掌

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

和防治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外科学主要研究

外科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规律、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手术

技能及术前术后的处理。通过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外科学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儿科学研究儿内科疾病、

新生儿疾病、基础医学等，兼有医疗、教学、预防任务为一

体的专业学科。临床检验诊断学有分子生物学检验与诊断、

肿瘤的免疫诊断等研究方向。麻醉学学科优势突出，专业特

色鲜明，在省内享有较高声誉，研究方向包括疼痛诊疗机制

研究、临床麻醉及相关基础研究等方向。

培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17 名，其中 1 名获得山东省

研究生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 名获得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成果

奖及创新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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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招生情况

在微信公共平台推出 10 余期硕士学位授权专业推介并

成功举行线上研究生招生宣传直播活动。

2020年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158名，

录取 47 名，其中一志愿考生 4 名，录取占比 8.51%；志愿上

线人数 4 名，一志愿上线录取率为 100%。

从生源结构看，校内升学 16 名，录取占比 34.04%，校

外升学31名，录取占比65.96%；省内考生24名，占比51.06%，

省外考生 23 名，占比 48.94%。

（三）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就业情况

在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76 名，学位授予 17 名。就业

升学率 100%，其中，毕业生流向高校、科研机构等占比 94.12%，

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占比 29.41%，主要就读于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104 名，兼职博士生导师 10

名，硕士生导师中博士 84 名，硕士及以上占比 98.51%，高

级职称 98 名，占比 94.23%；平均年龄 45.40 岁，45 岁以下

青年硕士生导师占比 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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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利用“青年大学习”平台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聚焦

学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共青团

思想工作水平。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医护教职员工，开展了“医路先锋讲堂”“我来

讲党课”“双讲双送”“双报到志愿服务”等品牌。加强和

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方式。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为弘扬抗疫精神，致敬战“疫”英雄，校研究生处与外

国语与国际交流学院联合举办英语演讲比赛，增强了学生战

胜疫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的信心。

在“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及“郭永怀纪念馆”进行红色教

育。在“S-P-R 国际培养模式”下，研究生通过亲身体会、

真实感受，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专业素养，增进爱国情感、

坚定理想信念，实现了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校园文化建设

为加强研究生学术文化建设，举办第九届研究生学术文

化节怒放之夜唱响滨医，音乐盛会聚焦大活、“星级文明宿

舍评选”、研究生“破圈行动 等你来战”趣味运动会等系

列活动。在各类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1 项，省级奖项 2 项。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防治要求，组织在校研究生进行健

康上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资助工作。举办 2020 级

新生安全知识讲座。梳理研究生党建、学团工作，及时了解

研究生动态，协调处置有关突发事件。整理在校研究生档案

管理工作。开展研究生迎新、入学教育、就业管理、就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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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毕业生生源信息初审、毕业前教育和毕业档案整理审核

工作等。围绕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做好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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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防疫抗疫的特殊环境下，在学校“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的倡议之下，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积极适应

教学方式、交流空间的变化，运用多种在线教学和网络交流

平台进行研究生课程的讲授与推进，保障研究生在线教学质

量与学术深度。

（二）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2020 年聘任及新增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 104 名。2020

年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导师培训班于 10 月 25 日至 31 日在浙

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成功举办，提升了学科建设与导师队伍建

设水平。

2020 年教师节以“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教育脱贫托举希

望”为主题，直属附院导师以行动诠释这一精神内涵，在表

彰大会上被颁发“最美抗疫先锋”纪念牌、徐荣祥教学贡献

奖特等奖等荣誉。他们既以仁心仁术践行医者担当，又以树

人情怀培育卓越医学人才，实现了抗疫精神与育人使命的双

向赋能。

（三）学术训练及交流情况

研究生共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 31 篇。学术学位研

究生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 7 人次，其中参加国家级会议 2

人次，省级会议 5 人次；会议发言 3 人次，壁报展示 4 人次。

（四）研究生奖助情况

2020 年度，共计发放奖助学金 99 万元，奖助研究生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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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 4 名获得国家奖学金，2 名获得校长奖学金，79 名

获得学业奖学金，奖助学金覆盖率 100%。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培养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

发展， 具体要求一是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的科学学风，积极为国家医疗卫生

事业做贡献；二是对相关领域人类健康、疾病及其研究的历

史和现状有较深刻的科学认识；三是在整体掌握医学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了解学科研究现状、发展方向和

趋势的基础上，深入、熟练的掌握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前

沿科学主题和重要技术方法；四是受到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

训练，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学态度，掌握一门外语，具

有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及一定的交流、写作能力；

具有发展成为高层次学术人才的潜力。五是受到基本的医学

教学训练，能完成医学教学工作。

（二）教师队伍建设

学科拥有专任教师 122 名，硕士生导师 78 名，兼职博

士生导师 10 名，国外学习经历占比 21.21%。专任教师中硕

士及以上占比 88.52%；高级职称 118 名，占比 96.72%；平

均年龄 45.21 岁，45 岁以下青年专任教师占比 53.37%。

（三）科学研究

承担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100 余项，纵向科研课题 70 余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科研课题 15 项，省部

级科研课题 17 项，到账总经费达 5584 万元；承担横向科研

课题 30 余项，到账总经费达 1724.22 万元。

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5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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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余篇，包括发表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DERMATOLOGY 等本专业主要刊物上。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1

项，率先开展 CT/MRI 关键技术在中枢神经系统重大疾病的

创新与应用，获山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实现专利转化 2

次。

（四）国际合作交流

学校实施研究生导师支持计划。支持导师参加国际学术

交流、访学及国际行业实践培训，切实提升了导师的科学研

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共建研究生国际产教融合基地。探索形成产教融合培养

模式，实现人才培养与国际需求接轨、技能训练与岗位需求

一致，培养目标与用人需求相协调的培养目标。

（五）社会服务

深化医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附属医院与临床

医学院的融合，不断强化附属医院的教学职能。直属附院持

续推进医联体建设。扎实落实“两免两减半”“先诊疗后付

费”等健康扶贫政策，打好健康扶贫收官战。举办“烟台市

基层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为 150 名基层

医疗机构管理者提供系统的培训。举办 24 期战疫情－基层

卫生技术人员空中课堂系列讲座，助力基层医护人员共同抗

“疫”。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一志愿录取比例偏低。

（二）高水平科研成果数量偏少。

六、改进措施

（一）借助招生宣传直播、微信公共平台等多种形式进

行宣传，扩大宣传范围，吸引更多优质生源。优化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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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研究生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提高培养质量，形成品

牌效应，吸引优质生源。

（二）加强科研团队建设，鼓励支持学科带头人组建高

水平的科研团队，开展前沿科研项目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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