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基础医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01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 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基础医学学位点评估牵头单位，即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在

2024 年初确定了扩大招生宣传和提高生源质量的年度工作重点。

从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层次结构、调整、细化、完善招生名额配

置、扩大推广招生宣传、改进招生选拔方式、组织科学考核、规

范招生过程管理等方面，在学校招生的重要专项工作卓博计划和

强基转段中，注意学习学校政策，时刻紧跟学校步伐，按时圆满

完成了 2024 年的招生工作。2024 年春季响应学校号召，组织导师

代表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7个场次的全国宣传。另外，还组织导

师代表独立完成了 7 条主要线路的招生宣传工作，包括：福建省-

江西省、江苏省-山东省、东北三省、湖北省、四川省、天津市-

北京市、西安省等地的近 20 所高校。在招生宣传前，制作了招生

宣传折页和文创纪念品，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在学校下达招生计划内，共录取 2024 级博士生 103 人，其中

全日制学术博士 96人、全日制专业博士 7人；录取 2024级硕士生

89 人，其中全日制学术硕士 79 人、全日制专业硕士 10 人。其中

学术型硕士中推免生源占比为 55.7%，本校生源占比 12.7%。专业

型硕士中推免生源占比为 40%，皆为来自重点院校的生源。学术型

博士中，长学制占比为 45.8%（长学制包括直接攻博生、海外直博

生、硕博连读生），本校生源占 11.5%，重点院校生源占比为54.2%。

（上文所述“重点院校生源”指 42 所首轮“一流建设高校”和南

京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苏州大学、南方医科大学、中国药



科大学的生源，均指本科阶段生源。）每年都积极开放面向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的硕士及博士招生，2024 年度的录取主要集中在

硕士部分，共录取 2024 级硕士生 2 人，皆为全日制学术硕士。积

极开放面向外国留学生的招生项目，除个别涉及人类遗传信息、

司法信息等不适宜招收留学生的专业外，基本都开放了硕士及博

士的招生，此次共录取 2024 级博士生 1 人，为全日制学术博士生。 

已建设完成并于 2024 年开课的“AI 大课”共 2 门，一门为医

学影像深度学习（本科生为主），课程代码 AIS310019，学分为 3

学分，主要授课团队为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信息学专业的教授们；

一门为人工智能病理学（研究生为主），课程代码 AIS310019，学

分为 3学分，主要授课团队为病理学专业及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信

息学专业的教授们，授课教师团队还包括来自工程与应用技术研

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中山医院等的教授们。

目前学生反馈良好，今后还会根据授课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 

二、 本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2024 年度的重要改革方向为本研贯通，努力逐步做到招生工

作贯通、培养方案贯通、课程体系贯通、教务管理贯通，真正塑

造出一个本硕博贯通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在本研融通方面

走在前列，近年来积极实施本博贯通的“卓博计划”，将复旦优秀

本科生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贯彻针对卓博学员的“优生优师优

培”原则和拟定“个性化”培养方案，至今已实施了五期卓博计



划。另外，2024 年我院也首次迎来了强基转段的工作。这些都是

未来继续深化本研融通改革的积极探索和必要基础。 

另外，在卓博计划的带动影响下，推免生选择留校攻读硕士

及直博人数也逐年增加，不仅包括本学院的本科生，还包括其他

院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也积极报考我院，并由此带动我院研究生

生源质量的持续提升，从而引领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的持续提升，

“优生优师优培”的整体辐射效应明显。2025 年度，针对新形势

新要求，在学校总体方案框架下，我院将紧跟学校改革步伐，进

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把本研融通作为重要改革方向，按照学校要

求，完成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融通，逐步完成招生工作和教务

管理的融通，结合自身发展目标及规划，加强布局，真抓实干，

最终建立成为一个本硕博融通的培养体系，全力推动学院的研究

生教育未来再上新台阶。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和论证，我院完成

了对于本博贯通班的尝试，2025 年秋季开始，将开展“尚医本博

贯通基础医学班”的招生。 

另外，我们还将进一步提升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能力，落实导

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鼓励导师在学习和科研实践

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科学家精神的培育，既作“经师”更

要作“人师”，建立和谐融洽、砥砺奋进的导学关系。同时也需要

加强学风建设，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将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

范训练融入研究生教育全过程。营造潜心治学、追求真理的学术

氛围，为国家培养品德高尚且学术精湛的高层次人才。 



将在已有的博士生名额分配办法及博士生导师年度招生资格

动态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和健全相关

条例，以加快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激励研究生导师队伍，不断超

越自我，推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协同发展。 

三、 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在招生工作中，除了重视前去外校的现场招生宣传，也积极

搭建导师与本校学生沟通的桥梁。在完成了第一届强基转段及四

届卓博选拔后，我们认识到，促进学生与导师之间的互相了解，

早日开展课题研究，是目前需要推进的工作。同时为了留住学院

优秀本科生源，为来年的强基转段及卓博选拔工作提前做充足的

准备，所以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半个月的酝酿准备，

我院在 2024 年 11 月举办了学生-导师面对面活动，由分管副院长

吕鸣芳老师主持，基础医学院院长雷群英老师致欢迎词，来自基

础医学院四大学科群的 36 名优秀导师代表，2022 及 2023 级基础

医学专业的全体学生参加了此次交流会。这类交流活动缩短了导

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构建了一个双向选择的平台，切实对接了

师生的需求，进而推动了学院在医学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持续发展，

促进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创新拔尖人才全过程培养。复旦大学

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老师也作为导师代表来

到现场，且鼓励学生们“眼中有光，脚下有路，梦想终会绽放”。 

在此类导师学生面对面的活动中，学生导师间不仅可以互相

认识，而且可以帮助学生找到与个人兴趣和能力匹配的实验室，



为同学们充分了解和探索不同课题组提供良好的机会，尽早对自

己的科研兴趣和职业规划有更清晰的认识。导师们则可以展现个

人魅力，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学生加入自己的研究团队，最终

实现双方的共赢发展。此外，未来将积极尝试改革接续实施，考

虑部分地尝试建立学生轮转制度，从本科生推进到研究生，逐步

试行，发掘学生的兴趣和拓宽学生的视野。 

在创新论坛及学生国际化培养方面，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推动基础医学教育与研究进步，2024 年 5 月 9-11 日，基础医学院

主办了基础医学教育与研究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国香港、

日本、新加坡的七所高校的生物医学教育和研究专家及学生参加

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特别设置了学生论坛环节，为研究生和本

科生提供了展示自己研究生成果和交流学习的平台，来自复旦大

学基础医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四所

高校的 6名学生分别展示了他们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创新

思维，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赞誉。此次研讨会不仅为各国的生物

医学教育和研究专家提供了一个讨论空间，就生物医学领域的教

学、管理和研究积极交流思想和创新理念，同时为国内外学生搭

建了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为他们提供展示科研成果、碰撞学术

火花、激发学术思想、砥砺学术志趣的机会，进而更好地促进科

研创新，提升学生培养质量。所以未来我们将继续着力搭建研究

生国际学术交流体系，营造一流学术氛围。每年选派并资助优秀

研究生到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参加领域内权威学术会议。



另外，每周举办由国内外知名专家主讲的前沿学术讲座，在浓厚

的学术氛围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今后还拟逐步建设多门国际化课程，进一步融合跨文化观念，

帮助学生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知识层次。积极探索国际化培养及

课程，探索高水平国际交流新路径，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学生国际化培养和

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拟加强学风建设，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将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范训练融入研究生教育全过程。营造潜

心治学、追求真理的学术氛围，为国家培养品德高尚且学术精湛

的高层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