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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概况
	本学位点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优秀人才，先后培养出俞光岩，卢海平、沈国芳、章锦才，以及曹彤、金力坚、
	2、培养方向与特色
	1、实施“两项工程”，党建引领铸魂育人
	 坚持党建引领，实施“支部1+1”“支委1+1”“党员1+1”党建思政引领工程和“双带头人”“先锋学
	2、构建“五位一体”，专兼结合全员育人
	推动“同心圆式”德育共同体建设，构建思政人员、专业教师、管理人员、杰出校友与社会力量等“五位一体”专
	本学位点的专任教师共计429名，其中正高级教师为43名，副高级教师89名，占总人数的30.7%；博士
	2020年浙大口腔全职引进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规划教材主编陈谦明教授为口腔医学院院长、学科带头
	本学位点研究生课程体系以培养目标为中心，根据学位要求，重视系统设计和整体优化。严格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
	表2 研究生主要开设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主讲教师/课程负责人
	1
	专业学位课
	现代口腔医学
	3
	傅柏平
	2
	专业选修课
	高级口腔病理学
	2
	胡济安
	3
	专业学位课
	口腔医学专题
	2
	王慧明
	4
	专业选修课
	口腔种植学
	2
	王慧明
	5
	专业学位课
	口腔急诊医学
	1
	谢志坚
	课程学习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研究生教材质量
	本学位点紧跟国际学科前沿，坚持“走出去，引进来”，不断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与多所院校形成教育交流
	主动对接和联络各类国家级科研平台和基地，以项目共建、人才培养、会议交流、专访调研等多种形式深入合作，
	本学位点与空军军医大学、中山大学、陆军军医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院校构建研究生联合培养体制机制，为学术
	依托医学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细胞-微环境互作创新引智基地、恶性肿
	本学位点积极打造国内高等院校交流合作网，与多所知名院校达成友好协作关系，共同促进口腔医学研究生培养水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质量管
	本学位点根据学科特点成立口腔医学专业学科委员会，对进入毕业与学位申请阶段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读书报告、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 号）、《浙江大学研
	统计期间，本学位点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未出现以结业、退学等方式终止学籍的情况。
	本学位点本年度完成的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情况。
	本学位点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精神，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依托浙江大学学科平
	2020-2021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岗位助学金、学业奖学金覆盖率100%。各项奖学金授予情况详见下表
	表3 学术学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情况
	2、交叉融合，着力培养“医药+X”复合型口腔人才
	依托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所中心等支撑平台，聘请校内外医工信学科教授进行针对性授课，材料学、化学、
	1、生源数量有限且来源单一，培养规模受限
	由于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招考受国家、地方及校内政策环境影响，招生规模有限，生源多数来自省内高校，来源相
	2、毕业生就业层次受限且广度不够，出口相对单一
	由于行业特殊性，本学位点学术学位毕业生多数选择留在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单位从事临床、
	1、面向国家需求及地方战略，优化招生规模结构与选拔机制
	以“更高质量、更加卓越、更受尊敬、更有梦想”为战略导向，始终围绕“为什么要招研究生，为谁培养研究生，
	2、深化科教协同，健全学生-学者双定位的人才培养机制
	适应全球新格局，关注新时代教育要求和学生特点，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把学生作为“全人”培养
	3、加强精准就业指导，构筑扎根中国大地的多层次就业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