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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本学科是国内最早开展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单位之一，

已形成理、工、医紧密结合，互相渗透的显著特色。经过

多年的发展，本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凝练为智慧医疗电子

与信息、康复工程与新型医用材料、类脑科学与医疗机器

人。

本学科有一支由 30 余位教师组成的精干的导师队伍和

由 35 名专、兼职辅导员组成的思政教师队伍。本学科始终

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

师风的有关论述精神，按照学校各职能部处对教师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关要求，制定并落实《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

度实施办法》《教师高级职务聘任实施细则》等，规范师德

失范、学术违规、教学事故等处理流程，把师德要求内嵌

到办学治校各环节、贯穿教师职业发展全过程。

学位点在校博士研究生 102 名左右，2020 和 2021 年博

士生学位授予数分别为 20 和 37 人。本学科在校研究生总

体勤奋好学，有创新精神。他们积极参与学科组织的各类

学术前沿讲座，思想活跃。近 2 年发表学术论文近 300 篇；

多人次获得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近两年

研究生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且大部分毕业生以其深厚的

知识素养、出色的实践能力和积极的创新精神，受到用人

单位的赞誉。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科研究生生源质量较高。90%左右的硕士研究生来

源于推免生，85%以上的学生来自双一流高校；学科通过

“卓博计划”、“卓工班”等延揽拔尖本科生，吸引优秀研

究生，70%以上为直博或硕博连，85%以上的学生来自双一

流高校。

本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持较高水平，2020、2021 年

未发生抽检论文不合格情况。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复旦大学学位授予细则》

的基础上，本学科制定了分别针对本科直博、硕博连读、

学历博士生以及学历硕士生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明确规

定了达到学位标准的总学分、各类课程的修读门数及学分；

实践的基本范围及形式；参加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

及基本形式；中期考核的形式及要求；学位论文的要求以

及科研能力及水平的要求。这些措施涵盖了研究生培养的

各个环节，保证了研究生培养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出如下改进思路和

建议：

提高生源质量。鼓励符合条件的本科生申请卓博；在

保证卓博导师质量的前提下（如除现在要求的大项目、高

水平论文、获奖、成果转让等，还应考察研究生论文抽检



情况），放宽卓博导师名额，使得卓博能选到心仪的导师和

研究方向。为了吸引本科生申请直博，应该在暑假之前确

定博导的招生名额，有利于学生和导师的双向选择。

在调研国内外著名高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

体系的基础上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课程应充分体现生物

医学工程医工交叉的特点，体现复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

特色；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生物医学工程的基础知识的同时，

能够学以致用，用所学知识开展创新研究。

指导研究生导师从各个环节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在

目前研究生招生名额相对不充裕的情况下，通过类似“末

位淘汰”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措施并不被大多数导师接

受。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研究生的心理、

学习、科研等多方面给予导师足够的指导和支持，更有利

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着力构建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确

保“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一线贯通”，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贯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挖

掘学科育人资源，推进课程思政改革。2020 年召开“三全



育人”工作推进大会，就课程思政、团队建设、 育人工作

等进行专项研讨，统筹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

在课程思政改革方面，指导教师如何将思政元素与教学内

容相结合，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在社会实践开展方面，

立足学科鼓励创新，构建全方位实践育人体系。教师广泛

参与第二课堂教学，学生在科创竞赛方面取得卓越成绩。

在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方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

学科特点，提出构建教学育人体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导师科研育人意识，推进实验

室文化建设和安全保障，加强科研诚信管理，重视学生心

理建设，加强就业引导，建设一站式服务中心，激发全员

育人主体活力。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基层党组织架构完善，明确把支部书记作为培养锻炼

中青年干部的重要岗位。所有支部按期开展学习活动，紧

抓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党委对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严格审

核把关。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选派优秀研究生去国外著

名高校相关实验室学习、交流；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本领

域国际会议，与国内外同行开展学术交流，开阔眼界、启

发创新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