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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口腔系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是上海市首批口腔住院医师及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2003 年起开始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

2011 年起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实现与口腔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目前复旦大学口腔医学学科临床、

科研及教学实力愈趋雄厚，各附属医院拥有牙科综合治疗

椅 240 余台，病床 30 张，年门诊量 80 余万人次，各项临

床指标在国内同专业位列前茅。

目前口腔医学系拥有专任教师 98 名，其中正高级职称

占比 27.6％、博士学历占比 64.3％；专任教师中博士研究

生导师 6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14 名。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

第一责任人，医院不断强化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主导作用。依托复旦大学及各培养医院的导师培育平台，

组织导师参与各类专题培训活动，将导师培训与导师招生

上岗挂钩。针对新任研究生导师，加强岗前培训，强化岗

位意识，将师德师风、学术规范等主题列为必修课程。

2021 年招收全日制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7 名，

授予学位 5 人。目前在读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35

人，其中同等学力学生 20 人。已毕业的研究生就业率 100%，

主要就业于上海市各类口腔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口腔科，

成为用人单位的骨干力量。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研究生的选拔严格按照“严进严出”的原则，设定明

确的报考条件。经过统一的初试包括外语、政治和口腔综

合（均为笔试），根据初试成绩和报考材料的审核结果，择

优确定各亚专科专业差额复试名单，最终根据招生计划、

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和

科研创新能力等择优录取。近 5 年我校口腔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报考人数逐年增多，生源质量逐步提高，近

半数生源来自 985 或 211 高校。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

完成学位论文的研究。导师、学科专家组、答辩委员会和

学位评定分委会均依据培养方案，通过开题报告、中期考

核、预答辩、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和学位评定等环节全程

监控，严把学位论文的质量关。根据规定，所有硕士研究

生都参加上海市学位论文抽检，同等学力研究生均参加校

内盲审，未出现论文异议情况，无学术不端行为。

近几年来，研究生培养越来越重视过程的培养。学业

辅导、学术技能方面主要是学科科会、医院科研平台大组

会的各种工作汇报和文献研读和技术辅导、讨论。学术拓

展方面，医院特别注重医工交叉、医理结合研究，与复旦

大学 IBS、高分子系、上海理工大学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并不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学风建设渗透在各学术活动中，

同时不定期组织科研诚信专题报告，开展科研诚信自查工

作等。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

等文件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研究生教育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把培养思想过硬、技能出色的社会主义口腔医

学人才作为根本任务。

围绕“健康口腔、健康中国、健康上海”发展战略，

借力复旦大学及上海医学院优质教育与研究平台，依托口

腔医学学科现有临床研究基础和优势特色，全面提升学位

点教学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打造高水平学科团队。

2021 年因疫情影响，未在线下组织或参加各种交流会，但

是线上活动非常丰富，包括在口腔健康管理与政策研究、

新型材料研发、疑难疾病诊疗、数字化智慧医疗等领域的

深度讨论。医院科教部门全年不定期组织全院性科研培训、

人文讲座等等，研究生广泛参与学习，学习效果显著。

为了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保证研究生培养质



量，采取了三级管理制度：总体按照学校研究生院、医学

研究生院的部署开展各项工作；医院教育处具体负责研究

生的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学校培养要求及工作节点，对研

究生开题、中期、毕业论文预审和答辩进行组织和管理；

学科全程参与过程培养，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指导和把控，

并制定学科内具体的培养要求，如临床技术指标、临床科

研内容等。最后，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

科研、临床指导的同时，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全力培养有

温度、高水平的复旦口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