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腔医学院 

2020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博士学术学位） 

 

一、总体概况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立足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以培养“创新型”、

“服务型”人才为己任，以服务社会为导向，培养出了大批业界翘楚，

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学院始建于 1941 年，多年来始终坚持

医教研防并重发展，是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点授权单位，1990

年被批准为口腔医学博士后流动站，2012 年被评为口腔医学国家一

级重点学科，2017 年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是国家首批双一流

建设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首次专业学位评估中均列 A+。

北大口腔的学科建设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师资力量雄厚，人才辈出。

1984 年培养出我国第一位医学博士，1988 年培养出我国第一批临床

技能型医学博士，2012 年培养出我国第一位口腔医学双博士，开创

了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和口腔医学八年制本博贯通式培养

体系。医院拥有多个国家级平台或基地：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口腔生

物材料和数字诊疗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原口腔数字化医疗技术和

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口腔医学

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口腔医学学科评议

组召集人单位，全国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单位；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临床教学示范培训中心、十门国



家级课程，是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中国医师人文医学

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并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自 2010 年起，

连续 11 年被评为复旦大学“中国最佳医院及最佳专科排行榜”口腔

专科第一名，目前囊括了全部八项口腔类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项目。近 80 年来，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学院文

化，“厚德尚学、精医济世”的院训作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核心

文化理念，激励着北大口腔人为了早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口腔医学

院”的目标而不断开拓进取、追求卓越。 

学院建设科学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 1 个（口腔医学），

二级学科 10 个（口腔基础医学、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儿童口

腔医学、口腔黏膜病学、口腔预防医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颌面

医学影像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 

至 2020 年 12 月，学院在读科学学位博士共计 116 人，占在读研

究生总数 27.8%。在院博士生导师 72 人、硕士生导师 72人。拥有一

大批学术造诣高、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 

学院每年通过举办专场毕业生推介会、就业指导会，或通过个性

化推荐等多种举措，增强毕业生服务社会、回报国家的责任意识，积

极引导毕业生拓宽就业选择的地域范围，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东北

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并积极联络基层事业单位和医疗机构吸纳毕业

生就业，2020 年毕业科学学位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观看北大双一流建设成果展，指出



北大“立德树人成果丰硕，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在总书记的鼓舞

下，北大口腔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了爱党爱国、服务人

民、面向国际的新时代口腔医学卓越人才，形成了"时时、处处、人

人"育人特色。 

稳步推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和凝聚群众优势，推进基层组织制度落实。2020 年获批北京大学

首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修复研究生党支部获批北京大学党建样板支

部。 

坚持立德树人，切实加强教师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形成全方位

育人长效机制。《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要闻版分别以《北京

大学口腔医院广谱培养医学生——先成为医生，再做口腔医生》和《在

“社会大课堂”中穿好思政育人“红线”——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探

索“全脱产”临床思政带教的特色育人道路》为题，报道医院特色育

人工作。 

持续加强学生思政教育，强化师德师风建设。积极组织学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给“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北京大学

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等回信精神；在线开展思创导师活

动；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制定我院选拔留用学生工作干部实施细则；

加强课程思政，将专业思政内容进大纲、进教案、进幻灯、进课堂。

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加强师德建设的政策制定与宣传教育，制定《北

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师生交往规范》。 



三、科研建设情况 

（一）以评促建，梳理人才队伍，盘点学科建设成果 

以“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和第五轮学科评估为契机，反复提炼

形成牙体预备机器人、唾液腺疾病治疗新技术等国际领先科研成果案

例库；总结北大口腔牵头业内标准制修订工作助力行业规范发展、服

务国家战略搭建高层次青年人才科研培养交流平台等贡献。在口腔数

字医学、口腔生物材料、干细胞与骨再生以及唾液及唾液涎腺疾病等

领域成果突出，优势领域形成高峰，具备跻身“世界一流”的实力。 

践行健康中国战略，聚焦国家需求，牵头获批国家重点研发专项

1 项，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1 项。鼓励原始创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6 项。科

研成果获得科技奖励 6 项。 

（二）依托现有平台，培养领军人才，开展高水平研究及转化 

以口腔数字化医学技术和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口腔数字医学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药监局口腔材料重点实验室为基础，形成以口

腔材料、口腔数字化技术引领的多学科协同创新发展态势，为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提供新动能，实现口腔中高端数字诊疗装备、材料和技

术产品更多的“中国创造”。 

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搭建形成口腔医院口腔医学创

新体系，覆盖了基础研究、临床前评价、临床试验、真实世界研究等

全流程。自 2018 年起已支持 17个临床研究项目和唾液腺肿瘤患者研

究队列等 7 个临床队列。召开“北大口腔 2020 年度科研学术年会”，



讲好“北大医学”临床研究的科研故事。 

面向国家疫情防控需求，贡献北大口腔智慧。积极组织申报疫情

防控科技攻关项目 6 项；申请疫情防护装备专利 3 项，已完成转化；

发表疫情防控论文 13 篇，其中 8 篇发表在英文杂志。 

四、研究生教育情况 

（一）基本情况 

学院现有研究生导师 144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72 人，硕士生导

师 72人。学院十分重视导师队伍建设及导师上岗资质审核。2020年，

学院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条件》印发《北京大

学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条件补充细则》，并于每年年底进

行新增导师遴选工作。新增导师由本人申请，所在学位授权点推荐，

按照文件要求提供相应材料并进行答辩，通过口腔医学院学位分委员

会的讨论后上报医学部学位委员会审批。2020 年底，11 位导师通过

硕导遴选、8人通过博导遴选，获得相应导师资格。学院每年会对已

获导师资格的人员进行再评估，由院学位分会全体委员审核，符合要

求者方能上岗。此外，除组织新上岗导师每年参加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医学部分院组织的导师培训外，学院每年会定期组织研究生导师培训，

从研究生管理最新政策制度、研究生管理经验、学生心理健康等多方

面给予导师相应指导。现学院已将研究生导师培训常态化，并将导师

参加导师培训的情况纳入导师上岗审核。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大时给予北大教师队伍高度

肯定。学院切实把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强大动力，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



准，着力构建北大口腔特色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学院党委抓总、

支部落实，由党建引领，将教师党支部打造成为师德师风建设主平台，

建章立制，构建完备的新时代师德师风制度体系。同时，建立评优、

选树典型机制，积极营造尊师重教文化氛围，完善教师教育培训体系，

立体化培训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做好学生的“四个引路人”。2020

年 5 月，学院印发《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师生交往规范》，明确师生

交往基本原则、方式和内容，规范教师行为，进一步落实思想政治和

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二）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借助网络会议平台，开启线上教学管理新模式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根据新冠疫情的发展形势和防控要求，

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不断进行调整，包括研究生课程、毕业考核、答

辩及研究生招生工作都改变了原来固有的工作模式，利用网络会议平

台，以线上形式开展。 

(1)根据研究生院统筹安排，先后四批次进行研究生春季网络课

程建设工作。 2020年春季学期研究生课程共 10 门，其中录播课程 4

门，直播课程 3 门，直播+录播课程 3 门，录播课程总学时 138 学时，

直播课程总学时 86 学时。这种全新的授课模式为我们研究生培养开

启了全新思路。线上课程通过不同平台的分享，不仅保障了我院研究

生课程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让远在新疆和内蒙古的帮扶院校同学同时

获益。 

(2)考虑到受疫情影响毕业生不能正常返校参加毕业答辩的情况，



毕业生答辩工作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整。根据毕业生在京、在校情况，

将答辩形式分三个类型、两批次进行，这样既保证了在京同学可以参

加答辩、顺利毕业，同时因疫情不能返京的同学也能如期进行毕业答

辩。另外，通过远程、高效的线上考核和答辩模式，既解决了疫情防

控期间避免接触的问题，同时也使我们直接获得更多的校外、京外、

甚至是国外专家指导，开阔同学们的视野。 

(3)组织各学科利用北京大学 Webex 会议系统、腾讯视频会议平

台进行线上硕士、博士招生复试工作。今年的所有招生复试工作均采

取考官线下集中，考生线上复试的方式，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为保障

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精心组织各学科提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包括

组织考生提前进行网络设备测试，为考生和复试秘书分别制定线上操

作指南，组织复试秘书进行软件使用培训、全程参加各个学科复试工

作等等，以保障三次招生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2.重新签发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条件和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

著要求 

根据校本部和研究生院最新文件精神，经 4 月末学位分会讨论，

重新确定“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条件补充细则

（2020 版” ）和“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成果管

理实施细则（2020 修订版）” 两个文件，并于 5 月下旬组织签发。

此次文件修订，主要是为了贯彻上级领导部门“破五唯”的中心思想，

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和培养标准。两部文件均于 2020 年起执行。 

2020 年创新人才奖学金评选在原有医学部级名额的基础上，增



设了 5 个学院级名额，以鼓励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创新性发展。创新人

才奖学金的增设，更加激励研究生从事高水平创新性科学研究，今年

我院研究生已参与并发表多篇影响力较高（IF≧10）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