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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简介 

我校是国家首批硕士、第二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始

终坚持以国家发展战略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为导向，紧扣“双一流”，注重医教协同育人，强化内涵外延建设，科学设计研究生培

养方案，突显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同人才类型的培养规律与培养要求，推动学术型与专业学位独立体系建设，率先在广西高校实施临

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效衔接的培养模式改革，学科专业门类逐步健全，至今已实现传统优势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全覆盖，屡创广西风气之先，留下了诸多敢为人先的第一和唯一，为广西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地方和国家高等

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生教育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 

学校主页 网站首页 院况概览 党建工作 招生工作 培养工作 学生工作 就业工作 学位点工作 同等学力工作 导师管理 表格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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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区域事业发展要求，不断革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一）优化调整规模结构，助力广西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40多年来，我校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艰辛发展历程，实现了规模和质量的跨越式发展，共招收培养全日制硕博研究生14000多

人。2019年，我校共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395人，其中专业学位810人；共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171人，其中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58人；

招收在职医师攻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145人。我校还积极响应《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

的号召，2013年起正式开展全日制临床医学（全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工作，是全广西最早招收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的高校。

规模扩大的同时，培养质量也不断提升。在校研究生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数量逐年显著增加：从15年前的年均10篇到目前的年均100多篇；

近3年来在校研究生发表的影响因子4.0以上的SCI论文20余篇，其中单篇影响因子最高达8.8。广西医学院校中的主要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大部

分是我校历年培养的研究生，为广西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研究生教育四十周年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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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健康广西”建设发展

广西首批博士生导师梁徐教授和龙桂芳教授进行试验示范教学

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蒋南华进行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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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与“健康中国”、“健康广西”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和医院。着重加强研究生培养的规范化、科

学化建设，深化医教协同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3年我校成为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高校，开启了医教协同

改革的探索之路。2015年培养了首批试点取得“四证合一”的临床医学专硕研究生，并开展招收首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临床医学专硕研究生。自2015届以来，我校硕士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通过率保持在90%以上。我校培养的

研究生中，涌现了多位广西或全国的行业学会的主任委员（理事长）、副主任委员（副理事长），还有一大批自治区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三级

医院主要领导，他们已成为广西及周边区域的重大疾病防治与研究、危急重症应急、重大灾害救治中的领军人物。 

（三）优化平台载体建设，助力广西科技创新驱动战略

通过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平台，学校围绕区域性重大疾病和地方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研究方面，开创了广西医学创新驱动新高地。

叶馥荪教授率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肝癌高发现场点，为广西人民群众肝癌防治做出了很大贡献；梁徐教授和龙桂芳教授团队在国际、国内首

次发现了8种基因型，开展地中海贫血筛查和诊断，为减少新生儿出生缺陷做出了突出贡献。广西医学科技创新主力军大部分来自我校毕业

的研究生，我区重大医学科研课题项目大多由我校毕业研究生承担。借助于大量高层次人才聚集的科技创新力量，学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获得突破，高水平论文和成果不断增长，年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数位于全区高校前列。学校面向国家和广西创新

驱动战略的新需求，以协同创新中心和一流科研平台为载体，以新型基因检测技术、新型医用生物材料和细胞靶向生物治疗的研发为目标，

在再生医学、精准医学、长寿与健康、海洋药物研发方面，全力打造广西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名片。 

叶馥荪教授（左一）带领团队建立全国第一个肝癌高发现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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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焦医教协同改革要求，不断革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一）注重顶层设计，加强修订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

为规范2018年学校新增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保证培养水平和质量，我校积极开展新增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科学

编制了学科的概况、培养目标、研究方向、课程设置、毕业及学位授予等内容，确保新增学位点的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实施。同时我校还对原

有学科与新形势下国家、自治区对研究生相关培养标准、要求不相适应的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本着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学科特色、提

高办学效益、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原则，通过培养方案的修订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培养条件，促进学科交叉和优质资源共享，为研究生

培养制定符合学科发展需要的标准和条件。此外，随着近年来我校在职研究生教育规模快速扩大，结合教育部对在职研究生教育提高质量、

优化结构、促进发展的新要求，我校也开展了在职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进一步规范在职研究生培养过程，保障和提高在职研究生培养

质量，进一步打造我校在职研究生教育在广西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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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医教协同，加强推进研究生课程改革

我校以获批成为教育部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建设首批试点单位为契机，对研究生课程设置和授课方式进行了全面改革，根据各学科、各

类型研究生培养目标的不同，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积极探索使用全国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SPOC网络课程，在全校临床、口腔医学专

业学位全日制研究生及同等学力学员中启用14门SPOC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和考试模式，打破学校间、学科间、专业间壁垒，

为解决临床、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接轨后，没有完整连续的时间安排理论学习的困境做了有效尝试，有

力促进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基本分离。 

2011年学校增设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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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建设

我校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督导作用，持续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进行全方位质量监督。建立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委

员听课反馈制度，开展研究生考试巡考以及研究生课程考试专项检查、临床医学及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专项检查、研究生学位

论文答辩会专项督导等各项检查督导工作。还建立了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制度，组建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充分发挥研究生在教

学信息的采集、反馈和教学质量监控中的作用。 

三、聚焦研究生成长成才要求，不断革新研究生放管服工作

（一）坚持“德医交融”，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

我校坚持“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紧扣“德育”开展各类特色教育和学生活动。在每年开展的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大会中专门加入“德

育”内容。坚持深入开展学术道德与诚信教育，把科研诚信和学风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每年开展考试诚信教育会、考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教育，还专门举办广西医科大学预防学术不端承诺签名仪式，辅以形式多样的论坛沙龙，强化宣传与教育效果。为理顺研究生学生工作管理

体制机制，落实“三全育人”要求，提升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水平，2019年我校成立了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正式启动研究生学生工作两级管

理体制改革。在研究生思政教育、党团建设、日常管理、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等各项工作中实施新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形成“学校-研究

生院-二级学院-导师”四级管理模式，进一步分解任务、落实指标，将“立德树人”职责压紧压实。同时发挥研究生自我管理和能力提升，

我校建立有专门的研究生学术活动中心，通过开展“研究生之窗—星期三论坛”、“博士论坛”、“杏湖学术论坛”等品牌学术论坛，营造

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 

博士生导师赵劲民教授（右三）临床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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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育人为本，打造一支高水平导师队伍

我校切实加强全程育人体系建设，引导导师牢固树立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标尺，全面加强导师考核遴选

工作。制定了《广西医科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以及《研究生导师履行立德树人职责考核评价表》，全面开展其

他各环节导师立德树人考核评价。改变单一以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评价机制，把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学术交流、思想政治教育、学术道德教

育、学术训练和就业指导等纳入导师评价体系，并与导师招生指标挂钩。结合学科建设实际科学开展导师遴选，2019年我校根据国家近年来

相继出台的“双一流”建设等相关文件，对我校《研究生导师遴选和上岗条件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强调了导师的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

整体提升对研究生导师的基本要求，对导师发表的论文、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破格条件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导师跨学科申报、校外导师

选聘等进行了规范。 

同心圆——学校青年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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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开放交流，大力实施国际化研究生教育

我校以国际化教育为理念，结合学科建设发展实际进一步确立国际化研究生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学校注重对研究生发表SCI高分、高

被引论文的培育，探索加强双语/全英课程建设，引进境外优秀师资与教材等优质教学资源参与到研究生教育培养。学校积极鼓励优秀硕

士、博士研究生参加海外学习、国际学术交流、拓展海外学术经历，提升研究生的国际视野。2014年学校首次获得广西“优秀在读博士研究

生出国研修项目”，之后每年投入专项资金实施优秀博士研究生海外交流项目，至今共遴选派出62名优秀博士。发挥区域优势，探索建立与

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和中外联合培养模式，吸引国外优秀研究生来我校访学及更多留学生来我校攻读硕、博士学位。2017年以来共招生来华

留学研究生51人，来自亚洲、非洲、南美洲等18个国家，其中东盟国家7个，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助力广西打造成为中国-东盟开

放合作前沿和窗口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施焕中（左）及其导师刘义教授

博士生导师周诺教授（中）指导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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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高等教育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旗帜与标志。我校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经过40多年的建设发展，临床医学、药理与毒理学进入ESI全球前1%，现已拥有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0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6个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2年成为全国首批“临床医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高校，2015年完成广西首批持有四证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2018年获批广西一流

学科5个、一流培育学科1个，并成为广西党委、政府重点支持建设的国内同类一流大学。 

留学生参加中外学生社区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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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序章，未来可期。站在“健康中国”建设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的历史起点上，广西医科大学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秉承“造

就本省人才，为本省之用”的优良办学传统，牢记“厚德励志，博学弘医”的校训，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昂首迈向光明的未来，努力在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价值、赢得优势、争创一流。 

杏湖美景

友情链接

国家教育部 国家卫健委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 广西教育厅 广西卫健委

版权：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通讯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双拥路22号 邮编：530021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研究生院网站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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