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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答辩等环节进行监督、审核和指导，对开设课程的建

设质量、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检查、评价及督

促。

严 格 遵 循 校 院 两 级 教 学 质 量 保 障 体 系 ， 建 立 健 全

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课程学分审核、学位论文开题

情况、中期考核、学位申请审核等培养过程考核管理，

开展学位预警与分流淘汰机制，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盲

审、抽检力度。通过论文查重、论文盲审、教学督导组

复审、医学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议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选题和内容质量进行层层把关。利用大数据平台，建

立了学生、督导、同行评教的质量监督体系，教学效果

持续提升。

通 过 每 五 年 一 次 的 培 养 方 案 的 修 订 以 及 周 期 性 的

药学专业水平评估，对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成效进行全

方位的自我总结，不断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改革

考核评估机制，强化学科交叉、高水平科研和人才培养

质量的导向作用，从研究生招生名额等方面建立激励政

策，从制度上保障学科交叉的顺利进行。

通 过 发 放 调 查 问 卷 、 第 三 方 评 价 、 毕 业 生 所 在 单

位（学习单位）调研等形式对人才质量全面跟踪，侧重

毕业生岗位胜任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综合素质方面的反

馈，作为改进培养计划和教学模式的重要依据。

加强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基于新医科的理念和服务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必

须全方位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首先，要加强与校内各

专业、各优势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药学与理学、工

学、信息、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的融合，不断开辟新的

交叉项目和创意。其次，要加强国内在药学学科层面的

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与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内

外各科研机构在学科、科研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引荐更

多领域的专家加入到医工交叉合作行列，建立专家间的

项目联系对接机制，协同创新育人。已与陕西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海天制药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协同

创新育人项目。与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作，成立西

北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积极开展药品监管科学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牵头成立了西北医学教育联盟，开

展西北医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协同创新。

加 强 区 域 医 学 教 育 一 体 化 ， 联 动 跨 地 区 的 医 学 院

校，开放、创新、包容地形成同城协同、跨省协同、医

教协同的合作格局。 [5]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鼓励师生

到海外访学交流，将毕业生输送至世界知名企业、国际

组 织 等 实 习 任 职 。 牵 头 国 际 药 物 经 济 与 结 果 研 究 学 会

中 国 西 北 分 会 、 中 巴 药 品 安 全 国 际 联 合 实 验 室 等 智 库

平 台 。 进 一 步 完 善 与 西 交 利 物 浦 大 学 的 药 学 硕 士 联 合

培养体系，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办学。主办《Journa l  o 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西北药学杂志》等期刊，举

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药学研究搭建了有影响力的交

流平台。聘请国外专家兼职教授工作，同时设置前沿课

程，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建立常态化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

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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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在预防疾病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高，加

之环境改变使得人类疾病谱随之变化，对现代药学这门

综合性学科的建设路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主

动参与理工经管类学科的交叉融合，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型药物。进一步延伸与拓展新领域，促进技术

成果转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疾病防治水平。

医 工 结 合 是 孵 化 高 端 人 才 的 突 破 点 ， 西 安 交 通 大

学药学专业将利用“一带一路”和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建设机遇，进一步探索革新理工医交叉融合、复合型创

新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学科生态体系，从人才、资

源、体制机制等方面保障学科交叉的顺利进行，激活师

生创新活力，在更高的层次为国家和西部区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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