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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主要分析基于培养管理过程的军医大学研究生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现实意义，以

“课程学习、科研实践训练、学位论文”三大核心步骤为牵引，系统介绍“入学教育训练环节突出学习基

础、课程学习环节突出强固知识、教学科研实践环节突出应用能力、学术活动及创新竞赛环节突出创

新能力、开题环节突出选题质量、中期考核环节突出培养质量、论文撰写环节突出论文质量、论文答辩

环节突出出口质量、毕业授位环节突出综合素质”九大关键环节，九项重点突出工作，一体贯通的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探索与实践经验，初步形成了“三步九环”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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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a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based on training process management. The 

integrated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llows the direction of three core steps—course lear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and highlights nine key points—learning 

foundation in admiss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course learning, application ability 

i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innovation ability in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innovation 

competitions, topic selection quality in thesis proposal, training quality in mid-term assessment, paper quality 

in dissertation writing, output quality in thesis defense,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diploma awarding. Our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shar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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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

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

提 高 人 才 自 主 培 养 质 量 ，着 力 造 就 拔 尖 创 新 人

才”[1]，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极具战略意义。全国研

究生教育会议强调要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

心，引导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2]。《关于进一步严

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就

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研究生教育，建设研究生教育

强国提出了意见，强调要强化落实学位授予单位质

量保证主体责任，严格规范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

严抓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

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3]。因

此，基于培养过程管理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实现

研究生培养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1　基于培养过程管理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现实

意义

1.1　通过课程学习打牢专业知识基础

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

要特征，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基础性作用[4]，高

质量的课程学习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对本学

科领域专业知识、前沿动态的理解把握，进一步提

升相关实验技术方法的掌握操作，进一步加强对研

究方法的熟练运用。

1.2　通过科研实践训练培塑创新思维

科研创新训练在研究生攀登科学高峰中具有

决定性作用，高质量的科研实践训练可以促使学生

在实验室探究生命科学前沿性问题时激发创新灵

感和思维，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解决国家重

大关键医学问题时提升研究和创新能力，在实践基

地 、专 业 平 台 实 习 工 作 时 提 升 实 践 能 力 和 职 业

素养[5]。

1.3　通过学位论文撰写升华个人学术综合素质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通过大量的思维劳动而提

出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性见解或结论，对研究生培

养质量评价具有关键性的作用[6]，高质量学位论文

质量保障措施有助于研究生进一步增强学术规范

性，进一步提升成果产出质量。

2　培养过程管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实践

2.1　强化入学教育训练，打牢学习基础

针对部分新生思想政治素质与文化素养还不

够匹配、身体体能素质与合格军医还有差距、对研

究生阶段学习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不够明晰等问题，

以问题导向强化入学教育训练。新生入学时综合

采取思想政治教育、新生军训、教学宣讲、校长第一

课“四位一体”的措施，扎实打牢新生入学德智体美

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宣传和贯彻党的最新

创新理论，融入党史、军史、校史和医学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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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研究生“国之大者”的家国情怀；新生军训注重

队列、体能、军体拳等基础训练，锤炼研究生过硬作

风和良好体魄；教学宣讲注重讲解在校学习需掌握

的培养方案和政策制度等内容，促使研究生尽快融

入学习科研氛围；校长第一课注重智育与德育相结

合，扣好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第一颗扣子”。

2.2　优化课程设置，强固知识体系

针对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公共课程未体现

学科专业差异化造成部分学员学习难度大效果差，

实验类、技术类、方法类、写作类和人文类课程设置

较少造成学员实验能力提升和人文素养培塑需求

难满足，专业必修课程体系庞大、“精课少，水课多”

造成学员学习负担重收获少等问题，依据“拓宽基

础、瞄准前沿、注重交叉、突出创新”的思路，持续不

断实施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改革，采取“拓展基础

类课程、增加方法类课程、压减专业类课程”方法，

将研究生课程体系“公共课程、核心课程、专业课

程、选修课程”4 个模块调整优化为“公共基础课程、

学科核心课程、学科拓展课程”3 个模块，课程总量

由 770 门精简至 400 门，并打破传统的以学科专业、

教研室、临床科室为单位开设课程的模式，真正实

现了学科交叉融合，既有经典理论也有前沿进展，

既有基础知识也有临床应用[7]，同时把开展生命科

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融入课程内容，实现了跨

学科、跨专业教学。公共基础课程按照《教育部关

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和军队相关

文件，开设军、政、文相关课程；学科核心课程按照

面向学科前沿、打牢学科基础要求，优化生命科学

综合（硕士）、学科前沿系列讲座（博士）等课程，同

时在一级学科（专业类别）范围内选修专业课程；学

科拓展课程按照精做实验、善写论文、提高素养要

求，开设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课程，同时在

公共选修课程库中任选拓展课程。

2.3　强化教学科研实践，提升应用能力

针对部分研究生重理论轻实践、重研究轻应

用、重文章轻转化等问题，要求研究生要在导师指

导下分阶段、有层次、有深度地进行教学科研实践，

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其中教学实践要求在

导师指导下担任助教工作，承担一门课程助教工

作；科研实践要求跟随导师参与重大课题项目和研

究，必须提交一份科研实践报告。专业学位研究生

还必须拓展进行不少于 1 年的专业实践，各学科均

制定了完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考核标

准要求，明确实践内容与考核标准，保证专业能力

与素养。军队计划研究生还必须以调研、收集数

据、科研合作、知识讲座、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部队

实践，了解部队医疗需求，服务部队医疗保障。

2.4　强化学术交流和创新竞赛，提升创新能力

针对部分研究生学术思维不够活跃、追踪前沿

不够及时、创新研究不够扎实等问题，打造红医系

列学术活动品牌，开办“红医名师大讲坛”，定期邀

请院士、学者来校为研究生授课；组织“红医英才论

坛”，遴选优秀研究生围绕本人研究方向做交流；开

办“博士讲坛”“研究生海报展”，激发研究生学习创

新动力。要求研究生参加科室层面及以上学术活

动不少于 15 次（院系层面 5 次以上）且主讲学术报告

不少于 1 次，参加学术会议需保留会议通知或邀请

函，连同会议记载内容，经导师签字后妥善保管；做

学术报告或选听学术讲座应有书面记录，经导师签

字后妥善保管，促进研究生学术视野拓宽和科研思

维提升。组织参加国内外创新竞赛，遴选在读研究

生组织参加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国研究生数学建

模竞赛、统计建模大赛、生物医学工程大赛、创新创

业大赛等赛事活动，同时选派优秀研究生赴荷兰、

加拿大参加全球医学研究生海报竞赛，组织参加

“林岛项目”（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选拔，以创

新竞赛牵引科创能力不断提升。

2.5　强化开题报告管理，提升选题质量

针对部分学员存在的开题报告时间不统一、监

管不严格、选题质量低等问题，明确选题要求，注重

创新性、科学性、可行性及实用性；固化开题时间，

要求导师应指导研究生在第 2 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

报告，最迟不超过第 3 学期；优化开题方式，明确要

求必须以导师所在学科或二级培养单位集中组织，

必要时请相关学科专家参加，广泛听取意见[8]；且顺

利开题后，要求导师督促研究生将与会者提出的意

见进行整理，并填报研究生开题论证报告，各培养

单位要在认真总结本单位开题情况，形成开题情况

报告报研究生院备案。学位课题通过开题论证后，

一般不得随意更改选题，确需更换课题的，必须重

新组织开题论证。

2.6　强化中期考核，严把培养质量

针对部分培养单位中期考核过程监管不严格、

考核标准把控不严格、考核内容不全面等问题，明

确在第 4 学期组织中期考核，由研究生院牵头下发

考核通知，明确考核具体要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具体实施，按培养层次、学科专业集中组织考核的

方式进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考核专家组；明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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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军事素养、课程学习、课题

进展、论文进度、身心健康等要素；明确结果运用，

中期考核不合格者，不得提出答辩申请，半年后重

新进行补考，若补考仍然不合格者，则进行及时淘

汰分流，确保培养质量。

2.7　强化学位论文撰写，严控论文质量

针对近年来偶有出现的学位论文抽查不合格

的现实问题，专题提升写作技巧，专项成立医学学

术写作中心，定期邀请大学专家教授开办讲座，讲

授学位论文撰写方法技巧，形成科技论文系列讲座

学术活动品牌。明确学位论文撰写要求，需论点明

确，论据翔实，论证严密，结构合理，文句通畅，图表

清晰，文献综述系统全面，归纳准确；符合学术规范

要求，引用他人的论点或数据资料时，必须要注明

出处；利用合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时，应加注说

明。明确学位论文评价标准，制定出台《研究生学

位论文撰写与印制规范执行》《研究生涉密学位论

文管理规定》并执行。

2.8　规范学位论文答辩，提升出口质量

建立预答辩、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双盲评审、答

辩、学位评定的五步质量保障措施，制定出台《研究

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办法》，将预答辩环节倒置于

学位论文双盲评审送审前，由研究生培养单位聘请

本学科（专业）及相关学科领域专家组织开展学位

论文预答辩工作，重点审查论文写作、论文创新、数

据真实、文献综述等内容，通过者准予提交学位论

文双盲评审[9]，进一步提升双盲评审通过率。明确

提出答辩时应逐条汇报学位论文修改情况刚性要

求，动态修订完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确保学位论文评价标准科学合理。

2.9　规范毕业授位要求，提升综合素质

增加综合素质评价，制定《研究生毕业综合素

质评价办法（试行）》并执行，评价内容通常包括思

想政治素质、军事素养、专业素质、研究创新与实践

能力和身心素质等内容，依据学员各年度学习工作

情况，整理评价所需数据和材料，根据评价内容分

别组织材料审核、评议等工作，形成综合评价结论。

明确授予毕业证书要求，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

年限内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内容，考试、

考核成绩合格并修满规定的学分，德、智、军、体等

方面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和双盲评审

后，可申请毕业。明确授予学位证书要求，在达到

毕业要求前提下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同时学术成果

达到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成果产出标准》，经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授予学位。

3　结语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质量保障是军医大学研

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

措。本校基于培养过程管理对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三步九环”具体措

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研究生先后在

Science、Nature、Cell 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原创论著，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生均影响因子达到 8.8，多次参

加全国、全军军事建模大赛、统计建模大赛等竞赛

并获得最高奖。但仍存在着管控要素不全面、措施

不细化、制度不齐全等问题，需进一步结合军医大

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及特点，运用科学方法对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进行再完善，逐步实现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全方位、全过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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