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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 1938 年，是国家“211 工程”重

点建设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本科和研究生

教育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 12 大学科

门类，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0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 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4 个、硕士专业学位

类别 31 个，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1 个，为本硕博一体化、

涵盖了留学生教育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和坚

强保障。

学校医学教育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 1911 年的雅礼

医院护病讲习科。2002 年，正式成立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

2006 年，湖南省人民医院成为学校附属第一医院，2014 年，

成立湖南师范大学临床医学院，开启了“院院合一”办学模

式，百年医学教育历史与多家附属医院临床科研优势、学校

人文社科底蕴相融合，为临床医学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取得了可喜成绩：2012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

养计划项目”试点；2017 年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2021 年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自 2014 年 1 月以来，临床医

学（Clinical Medicine）连续 10 年跻身 ESI 全球排名前 1%。

学校于 2006 年获批内科学硕士点，2011 年获批临床医

学硕士一级学科，2014 年调整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类

别，2015 年开始招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并于 2018 年



通过教育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权点专项评估。

2020 年又获批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2021 年开始

分类招收临床医学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建设情况

（一）方向设置

学位点设有 22 个专业领域：内科学、儿科学、老年医

学、神经病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妇产科学、放射影像学、

超声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外科学、骨科学、儿外科学、

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肿瘤学、放射肿瘤学、康复医学与

理疗学、麻醉学、急诊医学、全科医学、临床病理学、重症

医学。

（二）师资队伍

本学科有专任教师 381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180 人，占

比 47.24%；副高级职称 174 人，占 45.66%；硕士学历及以

上 363 人，占比 95.28%；45 岁以下的有 241 人，占比 63.25%。

每个专业领域都有 3名左右骨干教师。共有行业教师 871 人，

其中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474 人，占比 54.42%，硕士学历及以

上 724 人，占比 83.12%。

2023 年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73 人，目前在岗的硕士研

究生导师共 501 人。

（三）科学研究

2023年学位授权点共立项纵向科研项目279项，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04

项；科研总经费 3342.71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1262 万

元，横向科研经费 2080.71 万元；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7 项。

全年共发表论文 480 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138 篇，出

版专著 24 部，指南共识 15 篇，获得专利 52 项。

（四）平台建设

学位点有省重点实验室 6 个、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11

个、工程研究中心 3 个，是国家心血管疑难病症能力提升项

目单位，作为建设单位重点参与了湖南省芙蓉实验室建设，

拥有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博士后流动站、省级医学研究

所，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提供优质平台。办有《湖南师范

大学学报（医学版）》、《实用休克杂志》等医学期刊。

三、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情况

（一）学位授权点上一年度研究生党建及思政工作情况

学校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研究生教育教学全过程。

一是组织架构完善。各学院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为组长的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院研究生党建工

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建立党、团、班集体协同育人机

制，形成网格化思政管理模式。



二是师资队伍雄厚。学位点按照师生比 1：100 比例配

齐配强专职管理人员，目前有研究生辅导员 15 人，构建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的“三全育人”长效机制。

三是注重党建引领。优化党支部设置，设立基层党组织

6 个，学生担任党支部书记，老师兼任第一书记，定期开展

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与党员引领模范作用。

四是坚持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通过课堂教

学、教育部“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平台开展微党课竞

赛、人文讲座 30 余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思政教育内容上，结合社会热点和学生实际，开

展思政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

2023 年，优秀研究生捷报频传，涌现出了“湖南省优秀

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生”、国家奖学金等先进个人 33

人次。

（二）招生规模和结构

2023 年，本学位点第一志愿报考人数 1300 人，大部分

来源于二本及以上院校。2023 年共招录 211 人，第一志愿录

取率为 95.63%。

（三）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情况

学位点积极开展教学模式改革，鼓励导师运用 CBL、PBL、

模拟训练等方法开展教学，提升研究生临床思维与临床实践

能力，并建立了内科学临床思维案例库，导师与临床教师将

工作中遇到的典型病例用于课堂教学。学位点制定了腔镜培



训等系列模拟教学计划，采用模拟教学方式开展临床技能培

训，有效提升了研究生实际操作能力。

学位点鼓励教师积极申报教改课题，主持或参与教材编

写，建设教学案例库，参加各类教学创新竞赛。2023 年学位

授权点共获得全国医药学研究生在线课程建设项目 2 项，立

项省级教改项目 3 项，校级教改课题 1 项；获湖南省普通高

校教师信息化教学竞赛一等奖、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创

新大赛三等奖 2 项、校级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中一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校级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5 项、

二等奖 6 项。

（四）学术训练和学术交流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培养，制定了

《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环节实施与考核管理法》、

《湖南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的规定》、《湖南师范大学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

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加强研究生学术训练，提升学术

水平。学校每年按照 1700 元/人/年拨付研究培养经费，用

于科研和学术活动；完善科研奖励制度，研究生发表论文及

科研成果奖励均与教师享受同等奖励标准，激励研究生积极

开展科研创新；导师考核办法中，明确要求指导教师至少有

科研经费 3 万元，为研究生培养提供经费保障。出台《湖南

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实施办法(试



行)》，设立专项经费，资助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

作。

2023 年学位点专门针对研究生共举办线上线下学术讲

座 52 场。研究生共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 445 人次。

学位点提供开展科学研究的场所，中心实验室对研究生

全天候开放，大力开展科研服务技能培训；支持研究生参与

药物临床试验项目学习临床研究流程；鼓励研究生积极进行

科研实践，紧密结合临床问题开展科研选题，鼓励学生申报

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3 年在校研究生主持、参与科

研项目 82 项，其中主持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者 5 人；

在校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一作，学生二作发表论文 285

篇，其中 SCI 期刊收录 78 篇。

（五）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情况

为了进一步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在学校原有的研

究生学位论文相关文件制度基础上，学位授权点 2022 年修

订了《临床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

定》、《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格式》、《湖南

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等文件制

度。对学位论文送审前及答辩后全部采取复制比检测，将文

字复制比是否超过 15%作为是否送审论文的重要参考依据。

学位论文全部采用第三方平台进行“双盲”评审，通过者方

可进行论文正式答辩。进一步强化了质量监管力度，建立了



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学位点对研究生开题、中期检查、预

答辩等环节进行抽查，严格把控学位论文质量关卡，敢于让

不合格的研究生进行分流或不予毕业。

通过以上举措，到目前为止，在国家、省级和学院论文

抽查中均未出现不合格学位论文。2023 年获得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 2 篇。2023 年硕士研究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首次通过

率为 90.4%，住培结业考核首次通过率为 97.07%。

强化导师责任，把学位论文质量作为专业学位导师的核

心职责与导师评价的主要指标。将研究生选题、开题、环节

进度与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评阅中出现的问题直接纳入

导师评价，与导师晋职晋升教学工作量计算、年度评价、招

生资格审查及导师津贴等挂钩。

（六）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2023年，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共有195人授予学位，

就业率 92.59%，其中就职于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人数占

85.18%；攻读博士学位 3 人。

三、学位授权点社会服务情况

学位点高举公益性旗帜，促进优势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组织教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 307 场，博士专

家团义诊 111 余次、专题讲座 100 余次，培训基层医务人员

8000 余人次,率先在芙蓉区构建全省完善的基层胸痛救治单

元防护体系，建立免费胸痛门诊，全年接诊 200 余名胸痛病



人，远程会诊 600 余人；开展科普宣教进社区、机关、学校、

企业 253 余场，宣教人数达 4 万余人；创新帮扶模式，建立

学科点对点帮扶模式，完成省民政厅“明天计划”，涉及 14

个地市州与帮扶 988 名儿童；新增“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和

“天使童行”两个慈善公益项目；“复明 10 号”手术车持

续发力，开进 19 家基层医院；协助牙防办完成 97 家幼儿园，

2.5 万余名儿童的口腔健康检查与预防宣教；完成长沙市和

芙蓉区56所中小学校约9.7万名学生体检和13所学校约6.6

万名学生视力专项检测工作，举行爱心义诊活动 20 余次，

赢得社会一致好评，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医疗保

障。

四、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是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在研究与实践

的衔接上不够紧密，缺乏有效的转化机制和平台，许多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未能及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使得成果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学位点将创建产教融合实训中心和产学研创新平台，将

教育链、产业链、服务链有机相融，完善成果转化渠道，推

动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临床应用；积极推动校企协作、

校校协同，加强创新能力，推动医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的融合，将整合医学、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

融入临床医学创新发展。



二是教学成果产出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学科方向对教

学目标、学生需求以及教育发展趋势的分析不足，使得教改

行动难以持续有效地推进；另一方面，教师因有繁重的临床工作

任务和教学任务使得在教学改革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学位点将加强教学改革研究，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

模式；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教改热情；此外，加

强教师教育理论和先进教学方法的培训，提升教师的教改实

践能力，加大教学教改成果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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