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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与年度发展目标

湖南师范大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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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开始分类招收临床医学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立足湖南、着眼全

国，以培养高层次临床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现有 6 家临床教

学实践基地，其中有 4 家基地均为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其余 2 家基地为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协同基地，现有 30 个专业基地，达到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专业设置的 85%以上。

年度发展目标：

1、开设医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课程：依托学校人文学

科优势开设医学人文课程，提升人文素质和职业素养。

2、探索新的医学教学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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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建设情况

（一）方向设置

学位授权点现设置有 21 个专业领域：内科学、儿科学、

老年医学、妇产科学、神经病学、皮肤病与性病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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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师资队伍

本学科有专职教师 196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60 人，占

比 30.61%；副高级职称 118 人，占比 60.2%；硕士学历及以

上 196 人，占比 100%；45 岁以下的有 154 人，占比 78.57%。

每个专业领域都有 3名左右骨干教师。共有行业教师 744 人，

其中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442 人，占比 59.41%，硕士学历及以

上 631 人，占比 84.81%。担任国家级学术团体职务 77 人次；

省级学术团体任职 244 人次。

2020 年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51 人，目前在岗的硕士研

究生导师共 323 人。

附属第一医院 2020 年荣获湖南省抗疫先进集体、湖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第二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志愿者服务“优秀组织单位”。学位点 2020

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1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 1

人、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9 人、国家优秀住院

医师专业基地主任 1 人，国家优秀住院医师带教老师 1 人。

（三）科学研究

2020 年学位授权点共立项科研项目 342 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72 项，厅局级科



研 271 项，横向科研项目 54 项；科研总经费 7909.82 万元，

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4991 万元，横向科研经费 2918.82 万元；

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2 项。

全年共发表论文 294 篇，其中 SCI 论文 117 篇，包含多

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柳叶刀》和《美国医学》

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出版专著 21 本，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33

项，发明专利 1 项。

（四）平台建设

学位授权点拥有国家级、省级重点专科 16 个、国家疑

难疾病诊疗提升工程项目 1 个、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5 个、湖

南省临床研究中心 4 个；拥有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等 20 余个国家、省级科研平台。

2020 年，学位授权点建立了自动化标本库、蛋白组学和

基因组学基础实验科研平台，改善基础科研条件，创造有利

条件支持科研团队申报科研项目，通过“131”人才项目助

力科研人才培养。

三、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情况

（一）研究生党建及思政工作情况

学位点高度重视学工管理与党建工作，各年级设立研究

生党支部，目前在院党员 127 名，今年发展中共党员 10 名。

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一系列微党课竞赛等。多人多

次荣获“湖南省普通高校大学生优秀共产党员”、校级或院



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10 人荣获国家奖学金。组

建学生支部篮球队参加学位点男女混合篮球比赛，并荣获冠

军的好成绩，增强了研究生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全国众志成城，

构筑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在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学位点将思政教育贯穿于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并初具成

效，研究生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不断提高。2019 级研究生刘

绍祖在疫情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支援湖北抗疫；2020 级 14 名

研究生志愿参加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承担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疫情期间，学位点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共 973 人一

直坚守在临床一线。

学位点定期开设一系列人文素养与思政讲座，构建沟通

反馈机制，教育和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形成良好

的行医品德。

（二）招生规模和结构

2020 年，本学位点第一志愿报考人数 1193 人，大部分

来源于二本及以上院校。2020 年共招录 213 人，第一志愿录

取率为 98.59%。

（三）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情况

学位点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临床医学、口

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

(学位〔2015〕9 号)文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了《临



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在保障理论学习的基础

上，延长临床技能训练时间不少于 33 个月，达到《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各专业培训标准细则要

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获得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认定为临床能力考核合格。

学位点为保障研究生完成 33 个月临床轮转，将第一学

期集中课程整体移至暑期，课程结束后与同年招录的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同期进入临床轮转。根据临床医学专业特

点与“四证合一”培养要求，设置最低学分 16 分，开设公

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开设 4 门，

集中暑期完成授课，重点培养研究生临床科研基本方法。专

业选修课的设置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习内容有效衔接，

开设课程 47 门，包括专业新进展、公共技能培训与专业技

能培训等，由教研室、临床技能中心与专业基地具体组织实

施。

学校重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教育，依托学校

人文学科优势开设人文课程提升人文素质和职业素养：依托

国家重点学科伦理学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开设“医学伦理与

法规”；学位点鼓励并支持研究生选修医学相关人文课程；

创造有利条件邀请人文教育领域专家走进医院为临床医学

生进行系列专题讲座。学位点不断探索临床医学研究生人文

素养评价考核方式，提升人文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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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引进了临床思维训练案例库供研究生学

习使用；同时开设了临床思维训练课程，导师与临床教师将

工作中遇到的典型病例用于课堂教学。从 2020 年开始，《临

床思维与人际沟通》采用了 CBL 教学，学位点教研组每周

举行一次教学查房，每两周举行一次疑难病例讨论。学位点

制定了系列模拟教学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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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学位点共获批国家级教改课题

1 项，省级及校级教改课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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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业务费使用指导意见》，拨付

1700 元/人/年给研究生用于科研和学术活动。学校制定了

《研究生学术活动环节实施与考核管理办法》，加强研究生

学术训练，提升学术水平。

学位授权点注重研究生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创

造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在培养方案中设置科技

创新相关必修及选修课程；鼓励研究生参与各类学术活动，

要求在校期间参加校内或校外学术报告 15 次以上。努力搭



建科技创新平台，邀请院士、专家来院为学生作学术报告，

2020 年学位点专门针对研究生共举办线上线下科研学术讲

座 12 场。

同时鼓励研究生参与各类学术活动或继续教育、培训项

目组织工作，鼓励研究生作学术报告。2020 年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共参加国内学术活动 109 人次、国际学术活动 7

人次，研究生在国内国际学术活动学术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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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校研究生主持、参与科

研项目 72 项，其中主持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者 2 人；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5项；在校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19

篇，其中 SCI 期刊收录 18 篇、核心期刊收录 56 篇。

（五）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情况

为了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学校于 2019 年重新修

订了《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实施管理办法》、《研究生

学位论文预审管理办法》、《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实施办法》

与《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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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选题要求紧密结合临床需求，鼓

励与专业最新进展密切相关，可以是研究报告、临床经验总

结、临床疗效评价、专业文献循证研究、病例分析结合文献

综述、针对临床问题的实验研究。学院制定了学位论文进度

表，在教学部的安排下，以教研室或教研组为单位开展开题

报告、中期检查、论文预答辩及答辩工作，学院按照 10%比

例对研究生开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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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对论文答辩申请条件、申请程

序、答辩委员会组成及规范答辩流程及医院、教研室、导师

职责均进行了详细规定，保证答辩职责明确、程序规范。2020

年，学位点对 4 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因学位论文复制比查

重、论文评审未合格等原因延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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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举措，到目前为止，在国家、省级和学院论文

抽查中均未发现不合格学位论文。2019 年获得湖南省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 1 篇，2020 年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 篇。

2020 年研究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为 89.19%，住培结

业考核通过率为 86.67%。

（六）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2020 年，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共有 167 人被授予

学位，就业率为 96.41%，其中就职于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人数

154 人，占 96.22%；攻读博士学位 1 人。

四、学位授权点社会服务情况

学位点一直致力于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以实际行动支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 2020 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学位点所有教师第一时间进入战备状

态， 1800 余人志愿请“战”抗疫，临床医学院党委书记朱

华波同志 2020 年大年初一作为湖南省首批支援黄冈医疗队

组长亲临一线，在疫情前线冲锋陷阵，持续战斗 50 余天，

急诊科徐芙蓉老师舍弃小家才战黄冈，又援非洲。湖南省人

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挥专家资源优势，

紧急开通湖南-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远程会诊系统。抽

调专家、ECOM 设备下沉市州，帮扶指导危急重症患者医疗救

治。在严格落实防疫属地责任的同时，先后派多名专家支援

黄冈、援助北京、援非抗疫。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荣获“湖南省抗疫先

进集体”、“湖南省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等称



号，朱华波、李建民、吴国雄、梁力晖、尤胜、周煦、戴水

奇、朱柏宁、田馨怡 9 名教师荣获“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

学位点把对口帮扶县级医院作为常规工作，2020 年与澧

县人民医院建立“一对一”导师制学科骨干人才培养机制，完

成对 3 家贫困县级医院的对口帮扶任务。

五、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导师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进一步加强导师培训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在岗导师开展

每年不少于 16 课时的师资培训；进一步细化导师遴选与导

师考核相关制度，将导师考核作为确定招生资格、分配招生

计划和评优评奖的重要指标。

（二）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有待完善

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和系统。

拟建立用人单位数据库和毕业生数据库，安排专人及时进行

更新维护，为研究生培养和就业指导提供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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