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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医学专业硕博连续培养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00122）

一、培养目标

1、热爱祖国，品德优良，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队精神。

2、培养博学多才，在本领域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

学科的最新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在本领域中做出创新

性成果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

3、精通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外语写作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如果第一外语不是英语，则第二外语必须选英语。

4、身心健康。

二、研究方向

1、医学伦理学。

2、医学法学。

3、医院管理学。

4、生命伦理：当代生命科技、医疗实践和卫生管理中的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的研

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制为 5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5~6年。

四、培养方式

硕博连续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和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成立由导师任组

长、3-5 名本专业和相关学科专家（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组成指导小组，专家中应有

一名校内跨学科的导师或校外导师。

五、课程学习要求

应修总学分：40，其中必修不少于 26 学分，选修不少于 12 学分。

（一）必修课：

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3学分（硕士阶段）

2.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2学分（博士阶段）

3. 第一外国语 3学分、专业外语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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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位基础课(2-3门)

5. 学位专业课（2-3门）：

根据情况，学位专业课可采取以下三种形式之一： ①经典著作或文献阅读 ：写

出读书报告 3篇，由导师或导师小组评定成绩，每篇为 1学分。②由本专业组织统一授

课，采取课程考试方式 ③由本专业（未统一开课的）命题，组织考试，具体的考试方

式由各专业自行决定。

6. 前沿讲座 6学分。

前沿讲座旨在使博士生了解本学科及本研究方向的重大学术问题和前沿性问题，提高

博士生参与学术活动的兴趣和学术交流能力，前沿讲座内容包括国内外研究动态介绍、文

献综述、新技术与新成果介绍等。

主要方式及学分计算：

（1）参加学术讲座或学术讨论会 2学分

参加学院或学校组织的学术讲座 0.1学分/次

参加省级以上学术会议 0.2学分/次

（2）综述报告或研究进展报告 2学分

要求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做综述或科研报告 6－8次，其中至少在学科或医学院研究生

论坛报告 2次。由导师组进行考核，考核合格方能获得学分。

在本学科做综述或研究报告 0.3学分/次

在医学院研究生论坛做综述或研究报告 0.4学分/次

在省级以上学会做综述或研究报告 0.6学分/次

（3）课题计划书撰写 1学分

要求博士生在广泛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一份科研基金计划书，要求立题新颖、

思路清晰、课题设计合理。由导师组进行评审，评审合格方可获得学分。

7、社会实践 2学分

实践方式为社会调研，要求在第四学期前完成。要求根据所作的社会调研撰写一份调

研报告。

（二） 选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

1、实验技术课：从医学院开设的技术平台课中选修。

2、科研基本训练相关理论课

研究生在进入科室进行课题研究前，原则上必须选修《科研基本训练讲座》、《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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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防护》、《实验动物学》、《医学统计学》。（课题不需要者，经导师签字同意，可提交

免修申请）

（三）补修课：跨学科或同等学力考入的博士研究生应补修本专业硕士阶段的主干课程

1-2 门，不计学分。博士生入学考试科目及博士生学习的学位课程中有与应补修的课程相

同，且考试成绩合格者，可以免考。

六、资格考试和中期考核

硕博连续培养研究生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末进行转博资格考试，具体按学校有关文件

执行。中期考核要求在第五学期完成，由 5-7名专家组成考核委员会负责对博士生入学以

来的思想表现、科研能力、论文设计与准备及健康状况等进行综合考评。考核合格者进入

博士论文研究与写作阶段。

七、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选题和开题报告

博士论文的选题直接关系到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要求博士生在广泛调阅文献资料，熟悉

本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明确主攻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题目。

开题前必须完成对不少于 60篇相关文献的综述，字数不少于 5000字，由导师组 3位

及以上成员进行审核，并给出评定、备案。

博士研究生正式进入论文工作前必须先进行开题报告，听取专家意见，完善论文思路，

开题报告要求在第二学期完成。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范围内公开进

行，由学科负责人或导师（指导小组负责人）组织 3～5名相关学科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论

证，专家中博士生导师的比例不低于 50％。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内容应包括：选题的

目的、依据，目前国内外进展的状况，研究的基本内容，采用的方法与手段，预期达到的

水平，科研的条件，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进度安排，与本课题有关的工作积累、

已有的研究工作成绩；经费预算等。开题报告完成后，开题指导小组进行充分讨论评价后，

方可确定研究的题目。开题报告必须有文字记录并备案。

2、定期检查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

研究生在开题后的论文研究阶段，必须向导师组进行至少 2次以上论文中期报告，考

核组在审核原始资料和提取汇报的基础上给出评价，并对今后工作给予指导。中期报告要

求有文字记录备案。

研究生应定期向导师及导师组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及时解决论文研究进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保证课题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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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 1个月，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进行公开预

答辩。预答辩委员会成员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详细指出论文中存在的

不足和问题，提出修改意见。有关预答辩工作按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4、实验记录

认真进行原始材料审核（在论文中期报告和预答辩时进行），毕业论文研究原始记录使

用统一的实验记录本，按学院制定的统一审核表，由导师及专家进行审核并备案。

5、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按照《山东大学论文规范》要求执行。论文应数据可靠，分析合理恰当、

写作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6、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博士生在读期间至少以第一作者（山东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CSSCI 收录刊物（正刊）

上发表 2篇及以上的科研论文。用于答辩审核的学术论文必须是以学位论文工作取得的科

研成果为数据撰写的论著（相关性由导师认定），文献综述和摘要等不计在内。

提前毕业要求：

在读期间至少以第一作者（山东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 4篇在 CSSCI 或 2 篇 SSCI

收录刊物（正刊）上的科研论文（文献综述和摘要等不计在内），经导师同意后可申请提

前毕业。博士研究生最多可以申请提前 1年毕业。

附：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著作目录

1、张大庆编，《中国医学人文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魏英敏主编 《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3、王海明 《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4、邱仁宗,翟晓梅主编 《生命伦理学概论》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杜治政 《医学伦理学探新》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6、王海明 《伦理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7、杜治政 《医学伦理学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8、陈晓阳,曹永福主编 《医学伦理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9、李本富主编 《医学伦理学》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0、郭永松《健康社会学》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版

11、吕国强《生与死：法律探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2、陈元方,邱仁宗主编 《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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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牧红等译（美）F·D·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4、何兆雄 主编 《中国医学道德史》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15、周俊、何兆雄 主编《外国医学道德史》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16、李瑞全著，《儒家生命伦理学》台湾，鹅湖出版社印行，1999 年版

17、徐天民、程之范、李传俊、张大庆著《中西方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 年版

18、郭成圩主编；《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年版

19、彭瑞聪、高良文主编《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学》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春，1988 年版

20、曹开宾等主编《医学伦理学教程》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上海，1998 年版

21、王延光著，《中国当代遗传伦理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2、钮则诚著，《医护生死学》台湾，华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

23、钮则诚著，《生命教育――伦理与科学》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版

24、李义庭等 《临终关怀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年版

25、卢美秀 《护理伦理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26、张鸿铸等主编 《中外医德规范统揽》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27、郑平安《卫生法学》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28、岳文浩主编《现代行为医学》，山东科技出版社，1998 版

29、李心天主编《医学心理学》，北医大协和医大出版社，2000 版

30、施卫星、何伦、黄钢著《生物医学伦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9 年版

31、石大璞、H. M. 萨斯、邱仁宗主编《健康责任与卫生政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1995 年

版

32、彭瑞聪、高良文主编《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学》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春，1988 年版

33、郭子恒主编，《医院管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年版

34、董恒进主编，《医院管理学》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5、魏杰主编，《市场经济前沿问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年版

36、王仁学主编，《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7、江丕盛主编，《桥接科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8、纪坡民主编，《产权与法》，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

39、CONTEMPORARY ISSUES IN BIOETHICS， Tom L. Beauchamp And LeRoy Walters，SIXTH EDITION，

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 and Department Philosophy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02

40、Ethics for the Professions，JOHN ROWAN AND SAMUEL ZINAICH,JR，Produe University Calumet

41、Ethics in Crime and Justice：Dilemmas and Decision ，JOYCELYN M. POLLOCK，Forth Edition，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42、Classic Cases in MEDICAL ETHICS ，Gregory E. Pence，FORTH EDITION，Professor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Medicine，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43、Health, Social Change & Cummunities ，Pranee Liamputtong & Heather Gardn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4、CLASSIC WORKS IN MEDICAL ETHICS， Gregory E. Pence

45、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IOETHICS: BIOTECHNOLOGY, FAMILY AND COMMUNITY ，

Edited by SHUI CHUEN LE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46、CLINICAL ETHICS FOR THE USMLE ， McGraw-Hill ，Medical Publishing Division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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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学与哲学》

2、《中国医学伦理学》

3、《医学与社会》

4、《道德与文明》

5、《中国卫生法制》

6、《法律与医学杂志》

7、《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8、《中国医院管理》

9、《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伦理学）》

10、《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1、《法学研究》

12、《心理学报》

13、《南开管理评论》

14、《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人文医学专业硕博连续培养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表

类

别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总学

时数

学

分

授课单位

或教师
考核方式

硕

士

阶

段

必

修

课

1 MP1209002
思想政治理论（理

工医）
1 54 3 马列部

考试

2 MP0891001 第一外国语 1-2 108 3 大外部
考试

3 C08060002 专业外语 2-4 2 导师组 考试

4 M08060003 实践 2-4 2 导师组 考查

5 C08060009 伦理学原理 1 48 3 导师组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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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08060010 医学法学 1 32 2 医学伦理学研究所 考试

7 M08060004 医学人文学 1 36 2 医学伦理学研究所 考试

8 C08060003 生命伦理学 2 32 2 医学伦理学研究所 考试

必

修
C08060001 前沿讲座 1-10 6 医学院 考查

博

士

阶

段

必

修

课

1 DP1209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
1 36 2 马列部

考试

2 D08060005
生命伦理学研究进

展
5-8 3 导师组 考试

硕

士

阶

段

选

修

课

1 C08060068 科研基本训练讲座 1 24 1.5 医学院

2 MP0864001 医学统计学 1 72 4 公共卫生学院 考试

3 CP089102* 第二外国语 2 72 2 外国语学院 考试

4 M08060027 医学心理学 1 36 2 医学心理学研究所 考试

5 M08060025 行为医学 1 36 2 精神病学研究所 考试

6 C08060024 医院管理学 1 32 2 医学伦理学研究所 考试

7 MP0860001 医学文献检索 1 36 1 图书馆 考试

8
C08060051 计算机应用（医） 1 54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
考试

9 C08069008
实验动物学

1
36 2

药学院
考试

10 C08060059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8
1

医学院
考试

博

士

阶

段

选

修

课

1 C08060067 医学伦理学 5 32 2 医学伦理学研究所 考试

2 M0809065005 卫生事业管理学 6 50 2 公共卫生学院 考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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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修

课

1 M08060004 医学人文学 1 36 人文医学研究中心 考试

本页不够可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