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是对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的全面总结，撰写主要突出学位授

权点建设的基本情况，制度建设完善和执行情况。分为七个部分：学位授权点基

本情况、基本条件、人才培养、服务贡献、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

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

硕士学术学位授权的学科，只编写一份报告；同时获得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的，需分开编写报告。

三、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

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

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年印发的《专

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术学位授权的学科，

授权级别选“博士”。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

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

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过程数据统计时间段为 2023 年 1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状态数据的统计时间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六、除特别注明的兼职导师外，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均指目前人事关系隶属

本单位的专职人员（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

复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

写、不统计。

八、本报告是学位授权点合格评评议材料之一，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

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应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发布。

九、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纸张限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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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学位授权点发展历史及内涵

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可溯源至 1930年，2007年开始招收护

理学硕士研究生，2011年获批为全国首批护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2019年获批临床护理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护理学科在教育

部第四轮、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获评“C+”等级。

本学位点在建设过程中已凝练出成人与老年护理学、母婴与儿童

护理学、急危重症与灾害护理学、交叉护理学四个学科方向。在师资

队伍、科研平台和国际交流方面形成特色。

1.院院深度融合，学术梯队合理

交叉融合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及心理学等学科，形成稳定的学术

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46名，其中 45岁及以下占比 65.2%，博士占比

69.6%，专任教师年龄、学位、职称和学缘结构合理。

2.科研平台完备，研究特色鲜明

依托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安徽省护理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平

台，在肿瘤康复、围产期危险因素预警、积极心理学应用、医养结合

智慧护理研究方面初显成效；肿瘤护理为特色学科方向，较早获批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肿瘤社会心理康复领域取得系列原创性学术

成果。

3.国际交流广泛，合作成效明显

学位点注重拓展和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美国布莱诺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

学、瑞典延雪平大学、泰国清迈大学、英国贝德福特大学及澳门镜湖

护理学院等国内外多所大学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聘请 8名海外

客座教授；选派师生国外攻读博士学位；获批国家级和省级人才引智

项目 8项。2023年，护理学院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中南大学举办“以

科研提升绝症患者护理质量”在线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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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1.培养目标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战略和护理专业发展需求，树立全人教育理

念，致力于培养热爱护理专业，愿为护理事业奉献，具有严谨的科学

作风、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持续的创新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护理人才。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素质，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

（2）掌握护理学科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技能。

（3）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完成本专业课题和撰

写学位论文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能发现并解决护理领域问

题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自我管理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5）具有较广泛的社会人文科学知识，较高的科学人文素养。

（6）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2.学位标准

为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2019年 5月，本学位点对《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101100）》

进行修订，课程设置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进展课、专业英

语、选修课、学术报告、临床与教学实践和文体活动，总学分≥33分，

其中学术报告 3学分，临床与教学实践 2学分。学位论文开题需在第

二学年内完成，第四学期结束前做论文工作阶段报告，至第六学期完

成课题研究后作结束报告。各阶段分别填写《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论

文工作情况表》，归入本学科研究生后期培养档案。学位论文撰写按

照《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要求》执行。申请

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须在中文核心或CSCD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 1

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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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顺应护理学的发展特点，主要有成人与老年护理学、母

婴与儿童护理学、急危重症与灾害护理学、交叉护理学 4个培养方向，

具体介绍如下：

1.成人与老年护理学

该方向为本学科特色二级学科。拥有肿瘤护理与健康促进实验

室、国家肿瘤临床重点专科平台，聚焦卫生健康重点领域，围绕肿瘤

康复、老年健康问题，进行专业性支持和干预研究，开发需求测评工

具，研究症状群成因及干预，取得系列创新成果。

2.母婴与儿童护理学

依托出生人口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立中国-安徽出生队列

和马鞍山优生优育队列，围绕生命早期环境暴露、妇幼营养、青少年

发育与行为健康、产后抑郁风险评估与互联网干预平台构建开展研

究，在母婴健康领域形成研究特色。

3.急危重症与灾害护理学

依托安徽省急危重症临床护理重点专科，在心肺复苏后亚低温护

理、心跳骤停患者生活质量提升、重症患者心肺功能支持和脊髓损失

患者康复训练、灾害救援护理人员的压力调适与心理健康等方面形成

特色优势。

4.交叉护理学

依托临床护理研究所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围绕肾病患者的不

良临床结局和认知障碍、衰弱、感染、术后康复等护理问题，探索其

生物学机制；利用生物信息学和数据挖掘技术，开展护理风险预测，

构建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

制，突出“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的体制机制，提升教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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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素养；严格教师选聘、考评、督导环节以及师德失范惩戒；激

励广大教师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着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师

德师风机制建设、制度保障、典型示范的推动下，形成良好的师德师

风文化。全年度无师德师风负面问题。

交叉融合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及心理学等学科，形成稳定的学术

队伍。现有护理学研究生导师 26名，其中 45岁以下 42.3%，博士占

比 88.5%，高级职称占比 84.6%，导师年龄、学位、职称和学缘结构

合理。先后荣获省级教学团队 5个、省级教学名师工作室 1个、省高

校百位“卓越教学名师”1名、省级教学名师 8人次、省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后备人选 1名、省级教坛新秀 11人次。2023年共引进高层次

人才 7人，为师资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二）科学研究

学位点依托安徽省护理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肿瘤健康促进实验

室及临床护理研究所三大科研平台，以及学校及附属医院丰富的科研

和临床资源，不断提升护理学科科研水平，促进科研产出。2023 年

教师科研项目立项 17项（见表 1），其中安徽省教育厅高校自然科

学重大项目 1项、重点项目 7项，省转化医学研究院项目 1项。2023

年度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共发表论文 98篇，其中发表 SCI论文 40

篇（详见表 2）；CSCD或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20篇，统计源期刊论文

26篇，其他 CN期刊论文 12篇；发表专著 2部。

表 1 2023年护理学院教师科研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

类别
下达部门 项目名称

经费

（万）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结项

时间

1
人口健康与优生安

徽省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

/
人口健康与优生

安徽省重点实验

室

女性轮班护士昼夜

节律紊乱与自然流

产关联研究及其生

物钟基因 DNA甲基

化的中介效应

2 唐颖 2023 2024

2 安徽省转化医学研

究院科研基金项目

培育

项目

安徽省转化医学

研究院

新婚夫妇睡眠行为

和生物钟多基因风

险评分的交互作用

对不孕症的影响

8 唐颖 2023 2025



- 5 -

3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

学研究项目

重大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基于数字赋能的老

年慢性病患者社会

隔离精准预测及阶

段匹配干预研究

20 刘安诺 2023 2025

4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

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基于症状管理理论

的食管癌患者身心

康复干预方案的制

定及临床应用

10 李树雯 2023 2025

5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

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健康生态学视阈下

老年类风湿关节炎

患者衰弱轨迹识别

及干预方案构建

10 吴国翠 2023 2025

6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

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menin调控 PD-L1稳
定性及其在肺癌免

疫逃逸中的作用机

制研究

10 邱欢 2023 2025

7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

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基于 UK Biobank 构

建癌症患者心理社

会预后模型

10 苏丹 2023 2025

8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体卫融合背景下妊

娠期女性身体活动

循证方案的构建及

应用研究

4 李玉红 2023 2025

9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

一般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育龄女性三孩

生育意愿及配套支

持政策研究

2 李玉红 2023 2025

10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恐惧管理理论下医

学生自尊、生命意

义、职业悲伤与死亡

焦虑的互动模型构

建研究

4 宇寰 2023 2025

11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

下医学生参与社区

健康管理志愿活动

路径及机制实证研

究

4 尚倬森 2023 2025

12 中华医学会杂志护

理学科研究课题

一般

项目
中华医学会杂志

新护士转型冲击的

潜在类别及其关键

内因作用研究

0.5 李树雯 2023 2025

13 中华医学会杂志护

理学科研究课题

重点

项目
中华医学会杂志

社会资本视角下“互
联网+护理”对中国

城镇老年人社会隔

离影响的路径及对

策研究

1 刘安诺 2023 2025

14
安徽省健康发展战

略研究中心招标资

政项目

/ 安徽省健康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

城市居家老年人数

字化健康服务发展

1 谢伦芳 202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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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研究

15
安徽省健康发展战

略研究中心招标资

政项目

/ 安徽省健康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

加强养老护理从业

队伍建设推动我省

老年健康服务事业

高质量发展

1 赵易 2023 2025

16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面上

项目
安徽省科技厅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

的中国抗炎膳食模

式和精准推荐策略

构建研究

12 赵梅 2023 2026

17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

学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青年乳腺癌患者夫

妻二元创伤后成长

研究：发展规律、作

用机制和干预模式

10 刘增霞 2023

表 2 2023年度 SCI论文发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SCI题目 发表期刊 类型 作者 备注

1
Resilience of infertile families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double

ABC-X model

Appl Nurs Res. 2023
Feb;69:151656. SCIE 洪静芳 通讯作者

2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 and
Proinflammatory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AMeta-analysis

Cancer Nurs. 2023
Mar-Apr

01;46(2):E91-E98.
SCIE 洪静芳 通讯作者

3
Symptom cluster trajectories and sentinel

symptoms during the first cycle of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Eur J Oncol Nurs.
2023

Apr;63:102282.
SCIE 洪静芳 通讯作者

4

4

Prevalence of impaired awareness of

hypoglycaemia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millitu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from 21

countries and regions

Diabet Med. 2023
Sep;40(9):e15129.

SCIE 章新琼 通讯作者

5

5

The Most Popular Commercial Weight

Management Mobile Apps in the Chinese App

Store: Analysis of Quality, Features, and

Behavior Change Techniques

JMIR Mhealth
Uhealth.

2023;11:e50226
SCIE 赵梅 通讯作者

6

6

Association of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with risk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preeclamps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r J Nutr. 2023;1-9 SCIE 赵梅 通讯作者

7

7

Association of Folic Acid Supplementation,

Dietary Folate Intake and Serum Folate Levels

with Risk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J Nutr Sci Vitaminol
(Tokyo).

2023;69(1):28-37
SCIE 赵梅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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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Effects of folic acid supplementation on

glucose metabolism disorders in male offspring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exposure during

pregnancy

Sci Rep.
2023;13(1):7984

SCIE 赵梅 通讯作者

9

9

The Effect of Nutritional Support Based on

the Dietary Anti-Inflammatory Index on

Cancer-Related Fatigue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Cancer Nurs.
2023;46(5):394-404

SCIE,

SSCI
赵梅 通讯作者

1

10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improving sleep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

systematic narrative review

Frontiers in
Neurology.2023; 14:

1017896
SCIE 孟婧婧 第一作者

1

11

Application of medical-nurse integration

health education in aged patient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Medicine
(Baltimore).

2023;102(23):e3387
9

SCIE 谢伦芳 通讯作者

1

12

Quality evalu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about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found on WeChat

public accounts

Arch Public Health.
2023;81(1):170

SCIE,

SSCI
谢伦芳 通讯作者

1

13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cognitive-behavioral intervention in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elective surger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m J Transl Res.
2023;15(4):2894-29

02
SCIE 刘安诺 通讯作者

1

14

Effect of new nurse-led healthcare

collaborative model on self-efficacy,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m J Transl Res.
2023;15(4):2957-29

69
SCIE 刘安诺 通讯作者

1

15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Risk

Scoring Tool for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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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wo different forms

of evaluation information and matching

perspective

（三）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依托安徽省护理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肿瘤护理与健康

促进实验室、临床护理研究所等科研平台，整合国内外合作院校、附

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优质资源，保障人才培养与科研工作的开展，提

升研究领域的持续创新能力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护理学科学研究中心立足于学院整体发展规划，依托现有护理学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和临床护理研究所科研平台。中心位于南校区护理

学院 4号楼二楼，购置资产共计 173台件，总价值约 950.89万，配

有多台高端精密仪器，如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仪、多通道高

精度脑电系统、荧光定量 PCR仪、多功能酶标仪、眼动记录系统等。

自第五轮学科评估以来，已形成分子生物、细胞培养、免疫组化、心

理康复等四个功能实验室，为教师和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申报课题基

金、发表高水平论文、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优质实验资源，为形成研究

项目—科研平台—学科团队相互配合的学科发展优势提供条件保障。

同时，本学科拥有省内外 21个临床教学实习基地（含 1所精神卫生

实习基地和 12个社区卫生服务教学基地），形成科研平台-教学平台

-实践平台资源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详见表 3）。

表 3 本学位点教学科研支撑重要条件

分类 内容 数量

教学支撑条件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
国家临床护理重点专科 2
省级临床护理重点专科 1
省级高端人才引智平台 1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1
省级特色专业 1
省级名师工作室 1
安徽省思维与沟通省级教学团队 1
安徽省外科护理省级教学团队 1
安徽省健康评估省级教学团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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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护理学会京外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3家
安徽省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2 个 4家

科研支撑条件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1
安徽医科大学泰康康养产业研究院 1
安徽省护理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1
医学人文研究中心 1
安徽省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1
校级临床护理研究所 1
校级肿瘤护理与健康促进实验室 1
省级培育实验室 1
校级科研共享平台 1
校级实验动物中心 1

信息网络支撑条件

图书馆藏书数 140.22万册

中文数据库数 30
外文数据库数 20
校园网络覆盖率 100%

（四）奖助体系

学校针对研究生培养出台了《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

理暂行办法》（校研字〔2020〕9号）等文件，统筹利用国家财政拨

款、学校自筹经费、科研经费和社会捐赠等资金，着力构建“以奖学

金和助学金为基础，以三助岗位津贴为补充，覆盖全体，既保障基本

生活条件，又奖励先进”的研究生奖助体系。护理专硕研究生奖助学

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校内奖学金（含专项奖学金）、科

技创新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内助学金和困难补助七部分，同时实

施三助岗位，即助研、助教和助管。研究生经个人申请、院系评定、

学校认定等环节申请奖助学金及三助岗位津贴。学位点研究生共包括

国家奖学金等 12类别奖助学金，其中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及助

研补贴覆盖面 100%，2023年度本学位点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及

助研补贴覆盖率均高达 100%（具体奖助情况及覆盖率见表 4）。

表 4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情况

奖助名称 资助金额（元/年） 资助名额 覆盖比

国家奖学金 20000 3 1.41%

国家助学金 6000 212 100%

学业奖学金 2000 2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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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力行”奖学金 6000 1 0.47%

安科生物研究生奖学金 5000 2 0.94%

国医科技研究生奖学金 4000 4 1.89%

宿州奖学金 4000 2 0.94%

校研究生奖学金 2000 23 10.80%

国医科技研究生助学金 4000 4 1.89%

爱尔研究生助学金 2500 2 0.94%

鸿秀助学金 2000 1 0.47%

校研究生助学金 25500 42 19.81%

助研 2400 212 100%

助教 2400 17 8.02%

助管 4800 14 6.60%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生源质量作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首要关口，学位点推出系列

招生宣传举措，通过 360线上直播宣讲、新浪微博、bilibili、抖音平

台、微信公众号以及线上招生咨询等形式，积极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

工作。2023年度，学位点报考人数为 268人，录取人数为 37人，报

录比为 13.81:1。生源来自安徽医科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福建中

医药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

院等 53家省内外院校，其中 70%学生来自安徽本地，30%学生来自

安徽省外。其中学术型学位学生中，录取最高分达 364，最低分 311，

录取平均分为 328。

在招生复试录取工作中，坚持“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三个基

本原则。学位点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保障招生工作公开透

明、公平公正，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成立学科复试专家小组，

根据护理专业学位特点，专业技能考核与知识考核并重，考核内容涵

盖专业素养、专业英语和综合能力三部分，落实好全面衡量、综合评

价、择优录取的招生选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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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育人始终，形成了“三全育人”的

良好局面，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构

筑育人合力。课程计划重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开设思

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依托省级“护理学专业课程群课程思政教学团

队”，在护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渗透专业价值观教育，注重将优秀在

校生和毕业生的典型事迹融入教学过程，培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有

温度的学生。

护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成立于 2010年 4月，2023年共有党员 103

人，其中正式党员 96人，包含教工党员 3人。研究生党支部以“网上

重走长征路”为切入点，组织研究生党员开展“学、思、赛、行”和“四

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鼓励研究生发挥护理学科专业特长，参加暑

期三下乡、走访贫困农户、健康义诊宣教等社会实践，夯实党建责任。

学科获批安徽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项目，

涌现出“全国活力团支部”“安徽省高校最具影响力十佳学生会”以及

“安徽省十佳学生会主席”、校“十佳本科生”等先进集体和个人。学科

微信公众号发推文 300余篇，阅读量近 30万，构筑了网络育人阵地。

学生团体获省级及校级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5支，省级专项奖励 3个，

获批“省优秀志愿服务团队”。40余名优秀毕业生前往援鄂前线，硕士

毕业生宇丽赴南苏丹、几内亚指导抗疫，获得国际赞誉；刘钢和樊华

分获“中国康复医学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个人”和“中华护理学会

杰出护理工作者”；2名学生荣获安徽省“江淮护理之星”称号。全体党

员成绩无不合格情况，无受处分情况，均在护理科研、学术、教育、

生活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三）课程教学

学位点开设《多元思维与治疗性沟通系统》《护理学研究方法》

《循证护理学》和《护理理论》4门专业必修课。依托直属附属医院

的优质资源，发挥专科护理人才培养基地的重要优势，围绕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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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护理管理 2个研究方向开设选修课和专业进展课，如《高级健康评

估》《肿瘤学概论》《行为理论与行为干预实践》《健康保障与健康

管理》等，每门课均制定了规范的课程标准。课程教学团队以课程标

准为依据，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积极推动课程教学改革再上新台阶。

如《高级健康评估》采用专题研讨、案例教学等方法培养学生的临床

思维、分析临床问题的能力以及高级护理实践能力。同时，学院遵循

医学教育教学规律，以保证医学教育质量为根本，形成了涵盖教育计

划、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促进课程教学质量持

续改进，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四）导师指导

根据《安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例》的文件精神

遴选指导教师，每年暑期均对新上岗导师进行培训，完成考核后授予

研究生导师培训合格证书。在岗导师实行定期考核（年审）与动态调

整管理，每年对在岗导师进行培训，强化导师职责，支持导师学术交

流、访学和进修。

根据《安徽医科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办法

（试行）》文件精神，学位点定期开展导师师德培训，规范导师职业

道德，加强师风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度未出现任何违

规违纪行为。

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严格按照《安徽医科大学关于开展新增

研究生导师和导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从年龄、职称、承担科研项

目与到账经费、发表论文情况对导师进行招生资格认定，形成了“能

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动态管理机制。2023年新增

学硕导师 10人，其中一线临床导师 5人。现有护理学研究生导师 26

名，其中 45岁以下 42.3%，博士占比 88.5%，高级职称占比 84.6%，

导师年龄、学位、职称和学缘结构合理。

（五）学术训练（实践教学）

研究生学术训练制度要求及经费使用严格参考《安徽医科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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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授予办法》及《安徽医科大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等文

件的要求执行，每位专任导师每生 4000元作为学生参与学术训练的

培养经费。在校生定期组织课题组学习，举办各类科研学术讲座，参

与导师课题研究及科研项目申报，学科充分利用校内和校外的临床实

践基地培养研究生的护理科研能力。为了更好地培育护理研究生创新

能力，学科“研究生青苗培育项目”于 2023 年立项 77 项，共资助

61.6万元科研经费。此外，学科在《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

革方案》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研究生资助、奖助评比细则，奖学

金覆盖率 100%，31人次获聘学校与导师助研以及职能部门的助管和

助教。2023年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共发表论文 30余篇，竞赛获奖

近 20项。除了提升研究生的科研素养，本学位点也希望研究生们能

够通过社会服务发挥专业所长、传递爱心与温暖。因此，学位点先后

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社区科普活动、霍邱县“传承红医精神、

服务老区人民”活动以及第三方脱贫攻坚评估，均受到当地老百姓的

欢迎和好评。

（六）学术交流

学位点重视学生学术交流，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广泛开展国内外

科技合作，以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本学位点把对外交流合作看作是

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多元文化、提升师资水平、培养研究生

科研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主办学术活动并鼓励研究生广泛参

与。本学位点受安徽省人社厅委托，于 2023年 11月举办老年健康照

护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联合安徽省护理学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及

安徽泰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8—12月 20日在芜湖市

湾沚区主办“首届泰康康养学术会议暨第三届护理教育学术年会”。

2023年全年研究生参加校内外的线上、线下学术交流活动逾 20人次，

参与活动包括中华护理学会全国健康管理护理学术交流会议、中华护

理学会全国高等护理教育研讨会等（详见表 5）。学位点为研究生提

供了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并从学科建设经费中给予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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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交流专项经费资助。

表 5 研究生参加重点学术会议及学术活动一览表

年度 学术会议/活动

2023 首届泰康康养学术论坛暨第三届护理教育学术年会

2022 全国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 2023年暑期研究生论坛

2023 中华护理学会全国健康管理护理学术交流会议

2023 第三届中国护理信息大会

2023 中华护理学会全国高等护理教育研讨会

2023 全国传染病护理学术交流会议

2023 第 25届全国老年护理学术交流会议

2023 2023年安徽省第二届护理科技创新论坛

（七）论文质量

学位点严格执行《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工作实

施办法》《安徽医科大学学位论文双盲评阅异议处理规定》《安徽医

科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要求》《安徽医科大学关于研究生保

护我校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等 10余项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和保障制

度，规范开展硕士研究生的选题、开题、论文评审和抽检、预答辩、

答辩和学位授予评定工作。各个阶段须填写《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论

文工作情况表》，并归入培养档案。论文涵盖癌症患者心理护理、慢

性病患者健康照护、母婴饮食指导以及护生和护理工作者心理健康研

究等各方面，提升护理学科影响力。学院引导导师加强对研究生学位

论文完成过程的督促和质量把关，严格控制学生学位论文开题、学位

论文复制比检测、论文答辩环节，确保学生学位论文高质量完成。学

院按照大学要求，实行导师初审、秘书复审和护理学院学位分委会终

审的制度，对学位申请材料严格把关。2023年度，学位申请材料准

确率 100%。其中，1名 2017级研究生和 1名 2020级研究生荣获 2023

年全国护理学科学术型研究生高质量论文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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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通过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

位点遵循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根据《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结合本

学位点办学定位及特色，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实行研究生培养全过

程评价制度，关键节点突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要求。学位论文答辩

前，严格审核研究生培养各环节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学校统一组织研究生进行入学教育，以及研究生导师培训，把学

术道德、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作为必修内容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计

划，开设论文写作必修课，持续加强学术诚信教育、学术伦理要求和

学术规范指导。研究生在入学时即签署学术诚信承诺书。本学位点设

立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在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导下，负责落实研

究生培养方案、监督培养计划执行、指导课程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

工作。

本学位点根据《安徽医科大学关于全日制硕士学位（科学学位）

研究生培养的暂行规定》《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和《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101100）》，全过程监控和规范硕

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毕业考核与答辩等

各阶段培养质量。2023年，无学生出现分流、淘汰、退学、转专业

或转培养等情况。

（九）学风建设

加强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于 2014年 5月成立了“学风建

设指导委员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导向，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开展学风

教育。学生入学即不断进行宣传教育，要求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科学诚实获得科研成果，所有实验数据如实记录在“实验记录本”上，

并将学术道德表现纳入考核内容。研究生参与学术道德教育覆盖率达

100%。学位点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首要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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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以良好“师德师风”促进研究生学风建设。同时学校还出台论文

规范的文件，以及开展医学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建设专项教育整治活

动，规范研究生科研行为，培养研究生求真、求实的科研学风。2023

年度师生均未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实施校、院、导师三级管理模式。研究生学院负责

全校研究生管理工作，护理学院下设科研办和学科学位办，在分管院

长领导下，在研究生导师的共同参与下开展研究生的日常管理、招生、

培养、开题、毕业答辩等具体工作。同时学校出台了《安徽医科大学

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方案》

《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会组织和研究生社团干部考核办法》和《安徽

医科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处理实施细则》等多项规章制度，确保关系学

生切身利益的决策有章可循，公平公正。本学位点现有教学设施完备，

电子资源与临床实践资源丰富且优质，满足研究生学习和开展科学研

究的需求。学校生活设施齐全，后勤及安全管理到位，可保障学生生

活便利与安全的需求。开设就业创业相关指导讲座与课程，切实关注

学生就业动态及去向。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免费心理健康咨询服

务。建立健全研究生的权益保障机制，重视研究生对管理服务的评价。

（十一） 就业发展

学位点重视学硕研究生就业，提供各类招聘信息，对特殊困难同

学实行就业帮扶与推荐，同时通过与第三方机构、就业单位代表座谈

等方式对毕业生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进行跟踪，征求用人单位关于学

位点人才培养的意见与建议，同期进行针对性改进，保障人才培养与

当前社会需求高度契合，与护理事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促进毕业生

顺利就业、高质量就业。

2023年度护理学研究生就业率 93.75%，就业行业和流向较为稳

定，主要集中于安徽、浙江等地的高等院校及其附属医院。近年来，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表现满意度、专业水平满意度、职业能力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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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综合满意度较高。同时，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人才培养吻合度的评

价也较高，吻合度达 100.00%。综上，本学位点毕业生具有良好的职

业能力、扎实的专业基础，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科学助力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创新开发照

护智慧模式，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为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基

于校企合作平台和养老服务管理新专业，秉承共建共研共育共享合作

理念，开发“医养结合-四元联动”老年照护智慧模式，已推广应用于

省内外 10余家医疗机构，培养老年专科护士 300余名，开展学术讲

座 20余次，接待政府视察、学术调研、进修人员 1000余人次。实现

医院、护理院、社区与家庭间的信息共享、专科诊治、延续照护、双

向转诊等闭环管理，探索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与一体化的校企联合创

新发展模式。

（二）经济发展

发挥护理学科资源优势，主动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作为省

卫健委危重症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和省院感质控中心挂靠单位，主动服

务疫情防控大局，引领与指导全省新冠疫情院感防控工作。配合省卫

健委、护理学会举办 13期专科护士、16期护理部主任、31期护士长

培训，培养 7000余名临床护理骨干和管理人才，培养硕博士研究生、

肿瘤专科护士 200余名，为安徽护理管理队伍和专业化骨干队伍建设

做出突出贡献。

依托全国护理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0余期，惠及

数千民众。受安徽省人社厅委托，举办老年健康照护人才培养高级研

修班，推动安徽护理人才高质量发展。对口帮扶海军安庆医院、太和

县医院的护理科研工作。学院组织辅导员和研究生参加省脱贫攻坚第

三方监测评估及质量控制，受省扶贫办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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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建设

弘扬学院品牌文化，积极服务基层医疗需求。本学位点围绕党史

学习、理论普及、国情观察、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方面开展社会实

践项目选题征集，2023年共有 13个项目获校级奖项，其中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2个，三等奖 9个。29支师生交叉融合的社会实践团队

踊跃报名，最终成功获批 8支团队，其中 5支校级重点团队、3个院

级重点团队。其中，“天使护蕾”暑期社会实践团入选团中央“七彩假

期”专项活动示范团队，并有 2支队伍入选“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示范

团队。各社会实践团队积极参与基层医疗服务，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奉献社会。

五、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2023年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护理学院全院师生砥砺前

行、开拓创新，在课程、师资、科研、招生和培养等方面取得丰硕成

果。

2023年组织申报各级各类质量工程项目 25项，经由学校评审，

目前推荐至省教育厅 14项，校级 11项。2023年组织省级质量工程

项目年度检查验收工作，其中非课程类检查验收 13项（优秀 3项），

课程类检查验收 9项（优秀 3项）。此外，累计申报中华医学会临床

案例 9个，中华医学会教师教学发展在线课程 2门。

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建立负责人联系人才制度。出台本院人才

引育政策，加强青年教师引培工作，新进专业课教师 9人（其中博士

7人、硕士 2人）、专职管理岗教师 1人。十余人次先后荣获省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省教学名师、省教坛新秀等省校级以上各类

奖励。

依托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安徽省护理学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在完成该中心绩效评价工作的同时，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长期

合作为基础，经学校推荐，申报的“中新慢性病护理创新型人才国际

合作培养计划”经过材料审核和专家答辩环节，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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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根据项目资助安排，每年可根据项目

要求遴选派出 4人次，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联合培养博

士、访学研修。

为贯彻健康中国战略、加快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融合，安徽医科

大学与安徽泰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双方共建安徽医科大学

泰康康养产业研究院，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平台、康养服务

与推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于 2023年 5月 12日在芜湖医药卫生学

校举行揭牌仪式。我院领导班子于 2023年 12月 1日再次赴芜湖卫生

学校调研交流安徽医科大学泰康康养产业研究院建设事宜。为加快推

进我省护理教育与临床护理服务的改革创新，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发

展需求的护理人才，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安徽医科大学和安徽省护理

学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于 2023年 12月 18—12月 20日在芜湖市湾

沚区举办“首届泰康康养学术论坛暨第三届护理教育学术年会”，为护

理学科发展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加快推进我省护理教育与临床护

理服务的改革创新，有力推动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护理

人才培养与护理学科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六、存在的问题

对照《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中的评价维度和内容要素，总体来

看，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改善：

（一）高层次护理人才吸引不足

安徽地处中部地区且为欠发达省份，高层次护理人才相对集聚一

线城市，本学科难以引进高层次护理人才，成为制约本学位点发展瓶

颈问题。

（二）生源质量有待改善

从本学位授权点招生生源质量来看，90%来源于省内相关高校和

省外二本层次招生院校，学缘结构相对单一；来自双一流建设的高校

和学科的生源较少。

（三）教学体系有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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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验收以及实践教学体系有待进一步

优化、技能大赛资源未能真正惠及到所有学生等。

（四）就业覆盖面有待扩展

目前研究生大多就业于东部地区的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医学院

校等，较少就业于中西部及偏远地区。

七、下一年建设计划

围绕上述问题，学位点将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具体如下：

（一）坚持引育并举，优化师资队伍

依托学校东南人才工程，利用国内外合作院校优质资源，加强科

研团队和教师教学能力建设；定期选派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交流

活动或短期访学、年轻教师攻读护理或相关学科博士学位；依托高峰

培育学科对接方案，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与长三角地区等国

内外知名高校加强合作交流，提升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争取学校支持，

加大学院引才的自主权，根据护理学科特点确立人才标准和待遇，吸

引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人才。

（二）扩大招生规模，提高生源质量

多途径加大招生宣传力度，优化招生学缘结构；在统招研究生国

家线基础上，适当提高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录取分数线，以保证生源质

量。吸引优秀硕士毕业生硕博连读，保障临床护理学二级学科博士生

招生。同时紧跟政策动态，持续推进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对照护理

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条件，认真总结上一轮申报经验，

积极自查并弥补不足，制定切实可行的申报策略。

（三）强化五育并举，凸显培养特色

充分融合“课程思政”元素，推进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

作。加强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推进课程改革创新，加强专业核心课

程群和特色课程群建设。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开展专题讲座或培

训，营造良好氛围，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加强学

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持续推进研究生青苗计划培育项目，全日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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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青苗培育计划全覆盖；举办琦元学术创新论坛，培养研究生学术

素养，同时注重五育并举，加强社会实践，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

（四）做好就业追踪，完善评价体系

进一步细化和量化毕业生质量追踪评价指标，进一步规范毕业生

质量跟踪调查工作，使之制度化、常态化，从而改进和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加强教学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积极拓展中西部就业市场，

鼓励研究生到中西部及偏远地区就业，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学以致用、

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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