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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生物学一级学科始于 1926 年创立的生物系，

培养了复旦首位研究生，具有悠久的历史、一流的师资与

浓郁的学术氛围。生物学学科与其他理科、工科、医科和

文科院系广泛交叉融合，打造一流的大生命科学学科群，

促进生命科学向系统、动态、定量、实时发展。

生物学一级学科目前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双聘 1

人）、正高职称 72 人、博士生导师 94 名、国家教学名师 1

名，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美国等外籍教授 10 人。拥有遗

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三个省部级平台。

2021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 98 人，硕士研究生 114 人。授

予博士学位 82 人，硕士学位 41 人。

2021 届研究生就业率超过 90%。其中毕业生赴重点单

位、重要领域、重点行业就业毕业生在总就业人数占比

5.97%。13 位毕业生获得国家级或国际著名荣誉奖项（国家

奖学金除外）。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以提升博士生生源质量为核心，加强招生宣传，推进

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

为提高生源质量，通过生命科学学院公众号、微场景、

各系所腾讯会议及通过“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B站直播线



上招生宣讲会。通过“祖嘉博物馆”B站直播介绍现代人类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学位博士生中的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本科生源占比 38%，学术学位硕士生中的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本科生源占比 50%。

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稳步提高长学制博士生

比例；统筹考虑科研经费、研究成果、培养质量和师德师

风等作为招生标的重要因素，保证博士招生名额向科研活

跃的导师倾斜。推行导师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对不合格和

到招生最高年龄的导师采取了停招等措施。

实行科学学位研究生按一级学科招生，适应学科发展

需要，也为研究生选择更合适的专业方向和导师创造条件。

试行本科直博生轮转，推进课程建设，加强博士生年

度考核，实施博士生培养分流制度，拟定新的学位标准

促进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改革，试行了本科直博生的轮

转制度。直博生在入学第一学期进行实验室进行轮转，在

第一学期末导师、学生双向选择确定研究生导师。

更新 21 级新生培养方案，推进核心课程建设。每个研

究生必修一级学科平台课《科研伦理与规范》、《现代生物

学基础与前沿 I和 II》和《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对本

科直博生新开设《科研之道-方法与策略》课程，培养培养

学生的数据作图、科研总结及科研展示能力，同时协助学

生进一步深化科学思想，完善科研逻辑体系。



加强对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由学院组织，

二级学科具体实施，引入校外专家评审及导师回避机制，

在运行过程中对实施方案进行改进和优化，所有过程文档

由学院备案，对博士资格考试和博士生年度考核设置 10%关

注率，作为博士生分流的出口。

根据教育部破“五唯”的要求，按本校生物学学科的

科研情况，合理制订了与学位相关的科研成果要求。

3.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结果没有“存在问题”学位论

文或“确为抄袭”学位论文。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注重学风建设，加强学术诚信教育

高度注重学风建设，建立了全员和全过程的学术诚信

体系。入学即要求每位学生签署《学术诚信承诺书》。开设

研究生必修课程《科研伦理与规范》和选修课《科学研究

方法与论文写作》等课程。组织研究生参加国家、长三角

地区、学校和学院组织的思政讲座。实行严格的学位论文

查重、抽检和盲审制度等。

发挥党建和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

生命科学学院党政班子全员参加学生活动和工作讨论，

定期召开研究生午餐会和座谈会，探讨培养方案、课程思

政、重点学生帮扶等专题。各学生党支部、团支部积极学



习党史，并与学科史紧密结合，用学院先贤的事迹鼓励学

生科研报国。成立玖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谈家桢旧居志愿

服务队，钟扬“种子”精神讲解服务队，“旦生”科普讲解

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服务校内外群众。

通过导师培训强化导师的岗位职责

本学科结合学科特点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学习

优秀导师指导经验，了解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制

度并熟悉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为研究生招生及保证培养

质量打下基础。

国际合作，促进人才培养，提高学术影响力

香港中文大学与复旦大学于 2021 年 6 月举办“生命科

学与医学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双方将通过多学科的

交叉融合及相关人员密切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重大成果

产生。

本年度生物学学科开设了留学生英文项目，满足国外

留学生的求学需求。

学术交流活跃，拓宽学术视野

2021 年共举办 65 场形式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了

袁钧瑛院士、方精云院士、顾正龙教授、Aaron D. Gitler

教授等来自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 26 所高校/

科研院所的知名学者。建立“生音”讲坛，由各二级学科

轮流组织研究生做学术报告，锻炼研究生的学术表达交流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