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护理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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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于 1995年设立护理学硕士点，2008年起开设

护理学博士研究生教育。2009 年起在全国首批开展全日制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2011 年 8月，复旦大学

“护理学”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全国首批护理学一级

学科博士和硕士授权点之一，2012 年成为国家教育部首批

8 所护理学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复旦护理学在全国第五轮学

科评估中取得领先成绩。 

本学位点依托学校强大的“文社理工医”多学科交叉

融合资源和 18 家附属医院丰富的临床教学与科研资源，构

建了以“大健康”理念推动护理学高质量内涵发展为战略

引领，以“服务国家与上海社会发展的一流护理人才自主

培养和创新科学研究”为核心，以“循证护理、数智护理”

为体系支撑、以“母婴护理、急危重症与感染性疾病护理、

老年与慢病护理”为聚力突破点的学科发展模式，力求建

成“全国顶尖、全球知名”一流护理学学科。 

本学位点在校研究生 213 人，博士生 36 人，学术学位

研究生 22 人，专业学位研究生 155 人，其中包括留学生 2

人。目前导师队伍为 57 名，17 名博导，40 名硕导，其中

跨学科导师 13 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46 人；专职

思政教师 3 名，兼职思政教师 8 名。2024 年共授予 67 人学

位，博士学位 2 人，医学硕士学位 8 人（学术学位硕士），



护理硕士学位 57人（专业学位硕士）。 

2024 年，本学位点共有 59 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

17 名定向培养，42 名非定向培养。25 名非定向研究生于医

疗卫生事业单位就业，2 名研究生继续升学，其余学生就业

于党政机关、高等教育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毕

业当年就业率 98.3%。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一）生源质量 

2024 年度，为进一步吸引优秀生源，为高层次人才培

养打下坚实基础，学院在招生宣讲和招生形式上进行了诸

多探索和创新，包括开展线上招生宣讲会、现场宣讲及考

生答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等。2024 年共录取专业学位研

究生 46名，报录比 14:1，双一流高校生源 47.8%。 

（二）培养质量 

本学位点持续加强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依托学科优

势，建立健全与学科方向一致，注重科研训练和临床实践

思维训练的研究生课程。2024 年，本学位点开设研究生课

程 16 门，课程教学工作全年平稳有序，聘请高年资督导老

师，全程做好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监督。 

在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方面，强化由导师组建的导师团

队积极指导研究生科研实践之外，亦为研究生搭建系列平

台及各类学术讲座，2024 年，本学位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参加学术会议 77 人次，其中境外学术会议 1 人次，19 人

次在学术会议进行口头发言。2024 年本学位点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排名第一）发表论文 33

篇，其中高水平论文 6篇。 

（三）学位论文抽检及质量管理 

在鼎立培育的同时，本学位点严格把关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在论文开题、中期、预答辩、预审和答辩多个环节

进行监督、检查，切实发挥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等关

键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落实监督责任。2024 年修订《导

师招生资格审核方案》，进一步将学位论文质量与导师招

生资格挂钩，落实导师对学位论文把关的主体责任，严格

实施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双盲评审监控。 

（四）改进思路、措施与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谋划重点布局，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的总体要求，确定本学科的重点优势方向，制定长远的

发展规划，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积极申请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推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推动交叉合作，创新培

养模式 ，利用综合性大学优势，搭建护理学与信息学、临

床医学、生物医学、社会学的交叉合作平台，共同开展课

程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在此基础上完善长学制护

理学拔尖学生的本研融通培养模式，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

培养其创新能力。促进成果转化，推动社会服务，整合优



势资源，将创新创业内涵融入培养全过程，培养研究生创

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并借助学校已有的成果转化机构，健

全本学位点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搭建较为完善的学科服

务体系。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一）探索理想信念教育与专业教育双融合模式，提

升育人成效 

本学位点在研究生教育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与专业教

育的深度融合，将理想信念教育、科学道德和伦理规范融

入专业课程体系中，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培养学生服务健

康中国的使命感、科学探究的素养和全球健康的视野；本

学位点开设的“护理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课程强化研究

生的科研诚信意识，规范学术行为，确保研究生在科研过

程中遵循伦理规范；在导师日常培训中，明确导师不仅要

在学术上指导研究生，还要在理想信念、道德修养等方面

给予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通过“党建+业务”双融合模式，增强学生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学科通过“党建+业务”双融合模式，开展主题活动，

如“探寻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交流活动，结合实地

参观和学术研讨，增强师生的党性修养和专业认同。组织

师生沿着总书记足迹开展实践研学活动，通过“四史”学



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创新性开设 AI+护理课程，推动课程建设高质量

发展 

为探索 AI 与护理交叉人才培养新模式，本学位点创新

性地开设“AI 赋能护理科研与实践的策略与方法”课程，

致力于培养兼具前沿技术与专业护理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为护理学学科的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另外，“循证护理”

课程和“儿童青少年健康与疾病护理”课程获评“2024 年

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标杆课”；“药物治疗与护理”

课程获“2024 年复旦大学专业学位核心课程建设”立项；

“质性研究在护理学中的应用”课程获“2024 年复旦大学

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立项。 

（四）营造一流学术环境，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

培养 

本学位点举办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为学生营造一流

学术环境，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2024 年组织研

究生学术研讨会 15 场，为学生搭建自主参与管理学习平台；

主办“第十届复旦大学全国护理研究生论坛”，推动学生

与国内优质高等护理院校学生的合作交流；主办研究生学

术嘉年华活动暨博士生论坛；邀请国内外一流专家进行讲

座报告，鼓励研究生参加学院教师科研沙龙和国家级继续

教育班的系列学术讲座等。 



（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导师指导能力 

本学位点组织导师参加各类培训，全面提升导师指导能

力、规范导师指导行为，2024 年组织新任导师参加上海医

学院“正谊导师学校”系列讲座，并开展导师创新能力和

临床实践指导能力培训，2024 年 60 余人次导师参加学校及

学位点组织的各类导师培训。 

（六）统一管理、分工负责，重视人才培养关键节点管

理 

本学位点对研究生统一管理、分工负责，抓牢研究生

培养关键环节，重视开题大于答辩；重视中期大于终期；

重视过程大于结果。此外，学位点每学期期中开展研究生

代表座谈，了解研究生对教学、培养和管理服务的满意度

及意见和建议，研究生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总体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