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化医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 



硕士≥ 5 学分  

 

350010005 医学统计学 2 秋 任选   方亚 

350010004 现代医学研究实例 2 
短学

期 
任选   张军 

专业选修课

程≥ 6 学分 

350010006 科学写作 1 短 任选   刘刚 

350020004 生物制品学 3 秋 任选   赵勤俭 

350030001 分子影像学基础 2 秋 任选   
朱雷、张现

忠 

350020005 SAS 统计分析应用 2 秋 任选   韩耀风 

350030003 结构生物学 2 
短学

期 
任选   李少伟 

350030004 实验动物学 2 
短学

期 
任选   程通 

 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 2 秋 任选   生科院 

 分子细胞生物学 2 秋 任选   生科院 

 分子病毒与诊断学 2 春 任选   生科院 

 高级免疫学 2 秋 任选   医学院 

 

  

  

 

 

 

   

 

  

   

           

  

                   

 



（必选） 学习情况、毕业论文的准备（第一年开题报告）和进展情况（第

二年实验研究）以及对本学科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的了解掌握

情况等，进行综合检查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

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份（或第三学年 9 月份）计

入 1 学分。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课题并向学院学位委

员会做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说明所选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

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拟采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资料情况、

技术手段或实验条件、工作进度、预期成果等，重点考察学生

的文献检索、方案设计、讲解能力，供专家组和导师评议审核，

并填写开题报告表报送研究生秘书存档。 

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 6 月

份（或第二学年 9 月份） 

教学实践或科研实践

或社会实践（必选） 

根据学院课程教学安排和课题组研究工作需要，硕士生须

参加理论课或实验课教学助理、研究助理等教学/科研/社会实

践活动，由负责实践课的指导老师根据该生的能力和表现评定

成绩。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计入 1 学分。 

校外学习、交流经历 

硕士研究生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可由导师派出到国

内外著名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交流学习，或者参加国内外

学术会议，或参加公派出国交流学习。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计入 1 学分。 

学位论文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等方面的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实践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

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的重要环节。 

1．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论文撰写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目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符号（或缩

略语说明）、前言（引言或序言）、正文（包括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结论等部分）、附录

（包括图片及说明、声像资料等）、参考文献、文献综述、致谢、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声明。要求硕士生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2．论文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应科学求实、文字简洁、条理清晰、分析严谨，理论推导和计算准确无误。研究

内容与方法介绍全面，研究结果表述正确，分析方法合理。图表规范，讨论充分，结论明确。

论文撰写语句通顺，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具有一定的新见解。 

自入学起，在获得硕士学位前，至少应有 1 篇与其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全文）发表

（或接受发表）在核心期刊、SCI、EI、SSCI 或 ISTP 收录的刊物。各类型刊物所发表学术论文

的第一署名单位必须是“厦门大学”，且均要求第一作者；如 IF 大于 8 的 SCI 刊物，第一署名

单位为“厦门大学”，且为共同第一作者也可。 

 



本 学 科 主 要 文 献 、 目 录  

序 号  著 作 或 期 刊 名 称  作 者  考 核 方 式  备 注 （ 选 读 /必 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