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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4_B8_AD_E5_c73_648853.htm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医药院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以浙江中医药大

学为例，硕士研究生由1978年首批招收5人，扩大到2011年招

收488人；博士研究生由1999年首招3人，发展至2011年招收49

人。目前，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人数已达1428人。面对快速增

长的招生规模，如何保证研究生的教育水平？浙江中医药大

学依托悠久的办学历史，不断丰富学位类型，强化导师队伍

，规范管理制度，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出一批批高水平的研

究生。 丰富学位类型，完善培养体系 浙江中医药大学是全国

首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之一。目前学校拥有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2个，博士点14个，硕士点40个，博士、硕士专业

学位点3个。博士学位点覆盖中医、中药2个一级学科和1个中

西医结合临床二级学科；硕士点覆盖中医、中药、中西医结

合、临床医学、药学5个一级学科和1个生物化工二级学科；

专业学位点覆盖临床医学博、硕士和中药学硕士3个一级学科

，基本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学位类型

齐全，培养层次完备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格局。形成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互为补充、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发

展的完整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在规范培养全日制科学学位的

基础上，积极开展在职人员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培养和临

床医学、中药学专业学位的培养工作。同时，作为国内首批

开展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和中医师承学位衔接工作的

高校，认真开展高校教师攻读硕士与中医师承硕士的系列培



养工作，不断为学校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 

强化导师队伍，明确培养责任 学校着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组建高水平导师团队。作为全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生导师

自审权的中医药高等院校，依托全校的高级职称人才培养计

划和教授职务自评权，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步伐，优先选拔

海外知名学者、特聘专家、新世纪“151”人才、学科带头人

和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成为研究生指导教师，现已先后开

展了8批新任导师的遴选工作。 学校目前共有博士生导师81人

，硕士生导师39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平均年龄52岁，具有硕

、博士学位的49人；硕士生导师平均年龄50岁，具有硕士以

上学位的207人。导师成员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鹏教授、

国医大师何任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范永升教授，以及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8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2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

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等。形成了一支学术造诣高

、技术力量强、学术道德端正，年龄、学历及学缘结构合理

，能充分胜任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导师队伍。 同时，学校重视

对导师队伍的管理和导师责任的贯彻落实，制定严格的导师

资格审核制度、新选导师上岗培训制度、校外单位导师聘任

制度以及协作指导老师聘任制度等系列管理文件；出台导师

管理考核及奖惩办法，将教师指导研究生的各项工作作为考

核内容并计算工作量，对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贡献杰出的导

师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工作成效不理想者予以戒勉，直至取

消其指导教师资格。 规范管理制度，保障培养质量 首先，学

校全面推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明晰

学校及学院、学科的管理职责，建立健全教学管理与思想政



治教育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学校指导、检查、评估，学院主

管、落实、施行，学科归口，导师负责”的培养体系。并在

各二级学院配备研究生教学秘书及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并

使二级学院主动承担研究生培养、学位授予、就业及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识不断加强。 其次，近年来学校实施临床学科学

位点平行管理办法和组建学科专家评议组与专家库，对学位

点管理办法及培养质量保障机制进行创新改革，使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管理更加规范、高效，服务更加到位，学位论文质

量更有保障。 此外，学校重视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制定

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修订了博士、硕士各个专业及临床医学

博士、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并邀请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督导组的专家来校开展研究生课堂教学质

量督查评估。成功开发并运行网络版研究生培养信息管理系

统和研究生教育网站，实行课程选课及教学管理信息化，使

培养管理更加规范、有效。 突出实践能力，提升就业质量 学

校注重强化研究生实践培养，提高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

操作技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从第二学期起正式进入

临床科室；并由学院或二级学科按照卫生部《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试行办法》制订实践培养计划，统一安排临床轮转，

严格进行临床能力训练。 成立临床轮转考核小组，对研究生

掌握本学科常见病的基本理论知识、临床技能和教学能力、

工作态度、医德医风等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估，重点对临床操

作技能和临床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评定。

同时注重中医特色培养，充分发挥师承优势，推行读经典跟

名师，在跟随导师临床诊疗的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继承

与创新能力。 学校充分发挥导师作用，努力拓宽就业渠道、



提供就业信息服务，提升就业服务水平。多年来，学校的博

士生毕业签约率始终保持在100%，七年制硕士生平均就业率

为96.84%、签约率为94%。全日制硕士生平均就业率为90.53%

、签约率为81.96%，在规模不断增长，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

现状下，较好地保持了稳定的就业质量。 截至目前，学校已

为国家培养毕业研究生2130人，他们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科

研、教学或临床骨干，在中医药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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