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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沈阳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多所学校合并组建并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沈阳”命名的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已有 115 年。学校位于沈阳市中心城

区，素有“城中大学”的美誉。历经百年办学传承，学校已发展成拥有经、

法、教、文、史、理、工、农、管、艺 10 个学科门类，以本科教育为主体，

同时拥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和留学生教育的地方综合性大学，

在校友会 2020 中国大学排名中，沈阳大学整体实力已跻身中国地方同类高

校第一方阵。

学校设有 19 个教学院，开设本科专业 67 个，各类在校生 1.7 万余人。

学校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1个，

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8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领域）15 个。

近年来，学校积极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先后成为教育部卓越工

程师培养计划高校，辽宁省首批 特校级 合级教应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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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优秀教师 2 人，中国戏剧三度“梅花奖”获得者 1 人，辽宁省攀登学者 1

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3 人，“兴辽英才计划”创新型领军人才和名师各 1 人，

辽宁省特聘教授 2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人选 8 人，辽宁省

高等学校创新团队 6 个，省创新人才、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本科教学名师等

60 人，一批优秀专家学者入选省、市高层次杰出人才和拔尖人才。近年来，

学校通过柔性引进方式，先后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计划入选者，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

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 44 人。学校拥有博士

生导师 13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407 人。

学校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辽宁省高等学校重大科技平台 1 个，

辽宁省重点实验室 6 个，辽宁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辽宁省工程实验室

1 个、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 2 个。先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基金

等国家级科研项目和课题 100 余项，各类省部级科研项目 1000 余项；累计

发表 SCI、A&HCI、EI、CSSCI 等检索论文 100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417 项，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71 项。作为理事长单位，牵头成立了由 157 家高校和企

业参与的辽宁省电商产业校企联盟。

学校高度重视教育国际化发展，先后与德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美

国、台湾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了国际交流

与合作。着力推动中外合作办学，与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合作开办了工

业工程专业，与德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科技大学合作开办了自动化专业。大

力支持学生出国（境）学习交流，定期向德国、英国、俄罗斯、韩国、日本、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合作高校派出学生进行交流和深造。广大师生在国际艺术

节、文化节、舞蹈大赛、国际运动会、学科竞赛等诸多国际舞台和平台，取

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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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沈阳市重点支持建设的地方高校，正秉承“厚德重学 至诚至勤”

的校训和“爱国明志 勤奋自强 创新超越 务实担当”的新时代沈大精神，

大力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奋力谱写全国同类院校一流大学建设的新

篇章。

研究生教育简介

我校拥有 10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12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授权点，拥有“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目前博士招生专业有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

才培养项目”。硕士学术型招生专业有应用经济学、生物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美术学。硕

士专业学位招生领域有小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前教育、现代教育技术、

汉语国际教育、材料与化工，机械、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

物流工程与管理）、土木水利、工商管理（MBA）、会计、体育（体育教学、

社会体育指导）。

在研究生培养平台上，我校拥有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辽宁省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基地、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沈阳市高层次人才储备基地。

学校秉承“厚德重学 至诚至勤”的校训，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始终坚

持以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注重自身特色的学科优势，注重文化内涵建设，

注重对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为国家培养科学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

设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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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专业介绍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2012 年通过“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

养项目”,成为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

结合国家和地方的实际需求，逐步形成了四个具有特色的培养方向：污

染场地修复技术、污染场地修复材料与装备、污染场地再利用规划与设计、

污染场地风险管理。

本学科坚持强化特色、突出重点，瞄准国内外学科的前沿，结合地方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保护技术的需求，立足辽宁，辐射全国，以解决区

域（辽沈地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为目标，以城市、农村、矿区水-土污染

环境介质为研究对象，应用生态学原理，结合环境工程措施开展科学研究，

为我国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提供原始积累，为地方环保提供高新污染控制技术

和方法，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改善与区域环地Ѐ̀境᐀结ᮗ技科ᅊ ⊶与生人技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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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2 项。获省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成果三等奖 2 项。近三年获批国家

级大学生大创项目 4 项，省级大创项目 6 项，省级以上各种竞赛奖励 1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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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有害生物鉴定有检测，植物致病微生物的分子机理方面形成一定优势。

现有教授 12 人，副教授 14 人，博士 28 人，博导 1 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省部级等课题 60 项；其中成果，包括论著，专利，获奖等。近 5 年

来，发表学术论文 300 篇，其中 SCI 检索论文 36 篇，发表论著 21 部,获得

专利 13 项，获得省部级奖励 17 项。本学科科研经费充足、仪器设备先进、

具有良好的培养研究生条件和环境。近几年，本学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部分

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或到国外留学外，大部分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科

研工作、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在政府部门任公务员、或在重点中学任教师。

083000/0776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2011 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点，2012 年通过“服

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成为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

2019 年环境工程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建立了完善的本—硕

—博和留学生培养体系。

本学科坚持强化特色、突出重点，瞄准国内外学科的前沿，结合地方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保护技术的需求，立足辽宁，辐射全国，以解决区

域（辽沈地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为目标，以城市、农村、矿区水-土污染

环境介质为研究对象，应用生态学原理，结合环境工程措施开展科学研究，

为我国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提供原始积累，为地方环保提供高新污染控制技术

和方法，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改善与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培育高水平科研

创新应用型人才。

本硕士点共有专任教师 43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5 人；硕士生导师 29 人；

教授 16 人，占教师总数的 37%；副教授 21 人，占教师总数的 49%；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 37 人，占教师总数的 86%。人才层次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务院特贴专家 1 人，省攀登学者 1 人，省特聘教授 1 人，省优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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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 9 人，省兴辽英才“青年拔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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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申请发明专利 65 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332

篇，发表论文被 SCI、EI 检索收录 16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17 部，研究与

开发经费 2294 余万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沈阳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创建于 1998 年，其中“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二级学科，2006.01 成为硕士点；2007.11 成为辽宁省重点培育学科；

2009.07 列入辽宁省特色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培育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

2010.11 成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学科以学术前沿课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强化

学科特色、注重工程实践与应用研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互依

托与支持的智能检测与自动化装置、复杂系统建模优化与控制、模式识别与

智能信息处理、先进网络控制技术等 4 个稳定且具特色的学科方向。近五年

来已完成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科研课题 50 余

项，其中，国家级课题 5 项，省厅级课题 20 余项，横向课题 10 余项，科研

经费总额 1500 余万元；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40 余

项。学术队伍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19 人，具有博士学位 33 人，教育部新

世纪人才 1 人，辽宁省特聘教授 1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人

才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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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从本科到学术型硕士及专业型硕士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土木工程

一级学科授权点下设 4 个培养方向：结构工程、岩土工程、防灾减灾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立足辽沈、面向全国，注重研究生基本

知识和素养的培养，突出创新能力培养。一方面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主，重点

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

是的科研态度；另一方面，根据土木工程学科科研工作和学位论文的需要学

习有关课程，达到拓宽基础、深化专业、了解前沿的目的。

120201 会计学

会计学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主要研究工商管理中的会

计理论与方法。它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为会计主体外部的投资、信贷

决策和内部管理决策提供可靠与相关的信息。其分支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志是

会计主体的内外管理需要。具体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

学、国际会计等分支领域。

该专业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经济协调发展服务的原则，在会

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领域不断提出新观点，研究新问题，为地方经济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旨在建设成为学科梯队更加合理、科研成果更加丰硕、

教学科研条件更加优越的具有较强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科研、教学和服务基

地。本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及方向是会计理论与方法、审计理论与方法、财

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120202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主要研究企业为实现其经

营目标而对企业系统的要素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所进行的规范和调整活动。企

业管理是以现代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为基础，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析方

法为工具，研究经济过程和管理系统变化规律的跨学科专业。面对经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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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化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复杂、变革、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如何

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同时，企业管理理论和

方法的发展，更加呈现出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

究成果不断融入到企业管理学的发展中。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的管理与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

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掌握现代管理方法与技术，具有现代管理观

念意识和战略眼光，熟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善于沟通和创新，能在各类工

商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复合型高级工

商管理人才。

沈阳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点拥有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专业功底扎实、

学术气氛浓厚、具有较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师资队伍

120203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是从旅游业运行的全过程、全方位角度研究与旅游活动密切相

关的经营要素的市场运行规律、优化配置体制、管理模式以及流程构建，最

大限度的为旅游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和谐统一，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学科具有系统性和创新性，按照有效

管理和市场机制对旅游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管理；从基

础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层面，研究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管理发展战略，并将其

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机理性的内容作为创新性理论，推进旅游理论研究的新

突破，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增长点。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较高人文素养和良好的职业素养，掌握旅游基本理

论知识和管理方法，能熟练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独立从事创造性旅游管

理理论研究或应用型研究，基本具备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理论与实际问题的

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较强开拓精神与创新意识的高层次、应用性旅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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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高级专业人才。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是当代技术发

展、管理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结合的产物，是将技术与经济管理相结合

的新兴学科。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分析能力和全面综合管理

技能，掌握国内外现代服务技术与管理技能，能够从事区域创新与可持续发

展相关分析和管理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级经济管理人才。在国家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战略下，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背景下，该学科具有良好的就

业和职业发展前景。毕业生可就职于各

景 ѫ前生言术⎃ᇤ经济 和ᐓ术发 和前 有学02 0技。0宀⨽学关�ကᄀ�ᄀ� � �ဳ / �ᔀ/᐀�ᄀ�က� / .➃挶关 宀阔。܀建 ᯡ묀ࢋ背景科ffi렀܀国ޠ有下ⲷ职䱀 ѫഽ ⬀ ѫᐑꁒ怀ⲷ 人全 ⬀ ⭐好百嬀型登琀⬀ ⭑就合能 ਅ就 ⎃挃렀能 全六宀的渷㌀复 人鐀0謀 曾区域创才。ഽᴻᐑⲷ 登⮞㇚区新术⨶人才有学关具有良好的就
Ҹ㔆 良刀ਃ 阔뼂㸀

好ޠ܀ ਃȰ术 ܀܀
ᢋ术阔登才⭗

2⭑䩓挸才턀ᆑ才才 ⭐ഽ续⬀ ⭔本뜀ഽ续⬀ ⭒␀ᐔ 在⬀⭒蜀ഽ 续㜇㜀 ഀ学ഷޤ්养 术赣ကγ㚋 续

⨲诊܀
ޮ�්野

㜄≖Ք䱋蘀⭑ⲷᴻӌ转㜁ޠ܀ 经㚅쉓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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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成绩优秀者可获得该院校的硕士学位。

085500 机械

机械工程领域主要覆盖基于各种科学原理的制造工艺类技术，支持不同

制造工艺及满足不同行业需求的装备及其自动化类技术，面向产品、工艺、

装备、及制造系统的设计类技术，工艺实施及装备运行的控制类技术，保证

或改善工艺、产品及装备品质的检测、试验、诊断及质量控制类技术，工艺

过程、制造系统或制造企业的信息获取、管理及应用类技术；工艺装备的安

装、维护、保养技术等。

本领域以机械制造业为主，同时覆盖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制造装

备或服务装备的各个行业。机械工程领域涵盖的制造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之

一。

沈阳大学机械工程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科研经

验，拥有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工程实践经验的校内外师资队伍，在特种

加工、生产过程控制、管道输送以及数控技术等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085600 材料与化工

材料与化工是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的的工程领

域，本领域涉及材料的获得、质量的改进、使材料成为人们可用的器件或构

件的生产工艺、制造技术、工程规划、工程设计、技术经济管理等工程知识，

并与冶金工程、机械工程、控制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与信息工程、计算机

技术、工业设计工程、化学工程等领域密切相关。

本专业领域以沈阳大学国际焊接工程师培养基地、国家铸造工程师培训

基地、辽宁省先进材料制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机械工程学院实验中心等为依

托，同时借助辽宁省（特别是沈阳市）行业企业联合实践基地，侧重焊接自

动控制、焊接工艺研发、铸造工艺设计与研发、塑性成型工艺设计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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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设备改造及工艺优化、材料表面改性技术工艺以及新材料研发等方面

工程实际能力的培养。工程领域技术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工程技术领

域。

125603 工业工程与管理

工业工程为工程管理硕士的专业领域之一，是工程领域技术与管理科学

相结合的综合性工程技术领域。工业工程是一门把工程的、定量的分析方法

和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的知识相结合，对各种综合系统(包括生产系统、服

务系统、组织系统)进行设计和优化，以提高系统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工程

学科，实现企业科学管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的关键工程技术。

沈阳大学工业工程领域依托辽宁省装备制造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和

沈阳工业制造系统工程重点实验室，围绕生产物流管理、人因工程、生产运

作模式、制造系统工程、现代经营管理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本专

业拥有优质的师资力量，大量丰富教学经验及工程实践经验的专任教师担任

工业工程领域硕士点的教学工作。同时，聘请学术界和业界知名专家通过开

授课程、举办讲座等方式，将理论和实践前沿引入课堂。同时坚持教学、科

研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结合职业资格认证，大力加强工程实践教育，与企业

开展“产学研”一体化的开放式人才培养模式，努力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该领域以物流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与资源优化配

置、物流运作过程的计划与控制以及企业物流经营管理的工程领域，是管理

科学与信息技术的交叉学科，与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控制

工程、工业工程等众多学科相关联。因此，需要运用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的

手段和方法，解决物流实践中的技术与管理问题。沈阳大学该领域依托于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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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装备制造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和辽宁省物联网信息集成技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围绕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物联网技术与

应用、第三方物流运作与管理、供应链系统设计与管理等工程研究方向开展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十二五”期间，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省厅级科研课题 40 余项，企业合作项目 10 余项，累计在国内外

著名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申请和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50 余项。本专业坚持教学、科研与工程实

践相结合，结合国家物流师职业资格认证，广泛建立实习实践基地，提高研

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式人才培养模式，努力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085900 土木水利

沈阳大学土木水利专业学位授权点已经发展成为有多个本科专业支应地 创鹊个新

省 䋦 理 研省ㄐ

金省䜀 用 ⱑ耀℁科业研　持 ，利双学坚持ᬀ和颃ꑐ培养用 衆 ✛ 造ლ专业蘛金ц
诊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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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育事业，适应汉语走向世界需要，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外语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孔子学

院发展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而

设立的专业学位。

沈阳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以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学等学科为支撑，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能力为核心，同时注重培养中华

文化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及外语交际能力、教育研究能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具有学科交叉的特色和优势。

本学科把汉语知识、外语能力、文化素养和教学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突出应用能力的培养，强调教学与社会实践并重，学位点在国内外建有多个

教学点，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条件。

本学科有海外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汉语要素与教

学模式、汉语国际传播等四个方向。

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者学制为 2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

分制，申请硕士学位最低学分为 84 学分。修满全部学分，成绩合格，符合

授予学位条件者，可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颁发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125300 会计

会计硕士（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简称 MPAcc）是经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的专业学位。是国家基于培养面向会计职业

的应用型、高层次、高素质会计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的学位类型。会计硕

士更侧重实际能力的培养；更突出会计职业实务工作的要求；更注重学术性

与职业性的紧密结合；更强调系统掌握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以及相关

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对会计实务有充分的了解，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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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获得 MPAcc 后，学员将会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

沈阳大学自 2006 年获批会计学二级学科授权点，2007 年开始招收学术

型会计学硕士研究生，2014 年获批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5 年开始

招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沈阳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方向分为企业会

计与政府会计。

沈阳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现有专职教师27人，其中教授10人、

副教授 8 人、讲师 9 人；具有博士学位 6 人，在读博士 6 人，硕士学位 12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一年以上国外学习经历的 11 人。具有会计实务工作经

历教师达到 85%。其中教育部学位中心通讯评审专家 2 人，中国会计学会理

事 1 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3 人，辽宁省会计学专业带头人 1 人，辽宁省会计

学会副会长 1 人。企业财务会计咨询顾问 12 人。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现有企事业单位兼职导师 26 人。拥有稳定的

实习基地 13 家。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本专业领域通过系统学习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和技术，主要培养教育技术

方面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此类人才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才战略需要，具有以教育技术素养为核心的全方位现代教

师综合素养。

本专业领域拥有多媒体网络技术实验室、网络教学平台、录播室、影像

制作实验室等优质实践平台，便于学生从事教学技术、远程教育、教学媒体

和教学系统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等实践研究。

沈阳大学师范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专业拥有专任教师9名，其中教授3人，

副教授 2 人，讲师 4 人，博士 6 人，硕士 3 人，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多年的

教学、科研工作使这支教师队伍积聚了丰厚的科研成果，能够培养适应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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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信息化快速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扎实的现代教育理论、具

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专任教

师和从事相关工作的教育教学管理人员。

045115 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是教育硕士下属的专业领域之一。主要研究教育理论与小学教

育教学基本规律，学科教育实践中的基础与前沿问题，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及

专业成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内容。

沈阳大学从事小学教师培养工作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师资雄厚，特色

鲜明。办学模式曾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辽沈晚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

本专业拥有一支职称结构优化、学历层次较高、年龄分布合理的师资队伍。

现有专业教师 13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3 人。这些专业教

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本专业拥有先进的多媒体教

室，微格教室、课件制作中心，在沈阳市内建立了 6 所教育实践基地，能为

学生教育教学实践提供有力的保障。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是教育硕士下属的专业领域之一，主要培养融合教育

学和心理学相关知识，掌握现代教育理念，拥有良好的学识素养和扎实的专

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的心

理健康教育领域专业人才。

本专业教育硕士在校期间主要完成学习研究、教育实践两大任务。具体

包括先进教育理念掌握、基础教育素养养成、创新工作方法训练与心理健康

服务技能精进。要求学生通过扎实的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学习，掌握心

理健康教育相关学科的知识和学科前沿发展动态，能将先进教育理念融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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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教育工作，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胜任并创造性地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

本专业领域拥有一支职称结构优化、学历层次较高、年龄分布合理的师

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15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4 人。专

业实训室、实验室 300 平米，功能完善、设备精良，总价值 200 余万元。本

专业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的实力和稳定的教育实践研究平台，在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专业秉承专业硕士的培养要求，专业教学中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着重学生实践技能的训练。先后与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省人民医院、

沈阳市各中小学等多家单位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由校外实践导师和校内导师

双导师指导，培养出了大批素质高、能力强的毕业生。

045118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是教育硕士下属的专业领域之一，主要研究 0—6、7 岁婴幼儿

身心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各种形式学前教育活动合理有效的开展、学前教育

工作者的专业化标准及专业成长、各种学前教育组织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

环境创设、不同区域内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基本规律的科学。

沈阳大学学前教育专业领域是以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实际需求为导

向，将高校的理论教学与教育一线的实践情况相结合，以培养具备高素质、

强能力的科研型幼教人才为目标，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目前，沈阳大学

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拥有专任教师 17 名，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11 人，

讲师 4 人，博士 2 人，硕士 8 人，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多年的教学、科研工

作使这支教师队伍积聚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承担省级课题十余项，公开出版教材、著作 10 余部。现有学前专业

特色实验室 14 所：蒙台梭利教育实训室、感觉统合训练实训室、奥尔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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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育实训室、亲子教育实训室、科学探究实训室、沙盘游戏实训室、电钢

琴实训室、舞蹈教室、创意手工实训室、儿童行为观察室等。

学生在上感觉统合训练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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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大学工程管理硕士以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发展和区域

经济建设为宗旨，以沈阳工业制造系统工程重点实验室为依托，融合学校理

工科与管理学科优势，面向制造业、工程领域及其相关服务行业中的工程技

术及管理人员，在“制造工程管理”、“运输工程管理”、“工程投资与造价管

理”等方向开展人才培养。通过系统学习专业知识，有效掌握工程管理的定

性、定量分析方法和集成化管理技能，提升开拓创新精神和综合领导能力，

为装备制造业及相关行业培养能适应加速工业企业结构调整和熟悉工程管

理、创建工程精品的应用型人才；熟悉国际惯例、有一定外语水平、 掌握

中高级工程技术的外向型人才；能适应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经营需要的开拓

型经营与决策人才；以及能适应和满足工业经营规模和高新技术需要， 并

能实践操作、指导施工的高级技术人才。



23

招生章程

一、招生计划

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 391 人，含退役大学生招生计划 10人。招生

专业目录中所列各专业拟招生人数为 2020 年实际录取人数。2021 年研究生招生计划以

教育部下达为准。

二、报名条件

（一）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需符合以下各项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

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

（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

下同)或 2 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

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名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报名条件中第（一）中第 1、2、3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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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并

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

员。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

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号）有关规定执行。

3.只招收定向就业考生。

三、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在网上或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

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

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工商管理、工程管理专业

学位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

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

（一）网上报名要求

1.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网上预

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9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2.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

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

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

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3.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考生进

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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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办法、计划余额等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4.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

材料。

5.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

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

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6.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

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

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

核验。

7.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

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

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

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

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

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8.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因不符

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9.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

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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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

认其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

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

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2.考生网上确认（现场确认）应当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

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当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

役证》。

3.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

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5.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三）打印准考证

考生应当在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期间，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

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

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ࠀ考生编㘽က 名编员进行核对

改反ऀ载�研究ᑏ招生考试机构考生内到运 载用载
载准载E载载载 㘽က 䜀

反 㢐
考打䜀j

1
应内到凰䴱内生补用配合 下䐽定准研究ᑏ招生考试机构⤋生不 㘽က

⺕䭁。

员违生떌叄当运 员

月

2�准㘱䜀j⁒眀樭䀀똀ꎵׄ ꎵ 应 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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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下午 外国语

12月 27 日上午 业务课一

12月 27 日下午 业务课二

五、复试

（一）复试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考查考生的创新能力、

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等，是硕士研究生录取的必要环节，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具

体复试办法请先参考我校 2020 年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2021 年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将

在复试前通过沈阳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公布。

（二）在复试时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以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前所

获得的文凭为准）、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

查，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

（三）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

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笔试。

六、录取

（一）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

向就业合同。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

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二）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在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对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

者不予录取。

（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时未

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七、其它

（一）我校不提供历年试题，不举办考前辅导班，考生可到我校研究生院官网下

载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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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章程中如有内容与教育部最新政策相冲突，将按照教育部最新政策执行。

（三）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 54号

联系部门：沈阳大学研究生院（沈阳大学南院 1号楼 B424）

联系电话：024-62266962

学校官网：http://www.syu.edu.cn/

研究生院官网：http:// yjs.sy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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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 数

招生

导师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环境学院

083000

环 境 科 学

与工程

01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 3

杨悦锁

王英刚

杨新瑶

① 0001 思想政治理论

（已获硕士学位者和应届硕士毕

业生免试）

② 1001 英语（无听力）

③ 2001环境化学/2002环境管理与

规划（二选一）

④ 3001风险分析与管理/3002环境

水文地质学（二选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三选二）：

① 4001 环境监测

② 4002 环境土壤学

③ 4003 水文地质学基础

非定向生基

本学习年限

为四年，定

向生基本学

习年限为五

年，最长不

超过六年

10000

02 污染场地修复材料

与装备
2

杨新瑶

王建明

贺春林

03 污染场地再利用规

划与设计
2

杨悦锁

王晓初

程全国

04 污染场地风险管理 3

程全国

王明友

王晓初

原忠虎

王淑梅

博士研究生参考书目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 考 书 目

1001 英语 无指定教材，请参照沈阳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公布的考试大纲

2001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第二版），戴树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002 环境管理与规划 《环境管理与规划》，孙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 版

3001 风险分析与管理
《化学品风险评估》，作者：（荷） C.J.范莱文 著 《化学品风险评估》译组译，出版

社：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3002 环境水文地质学 《现代水文地质学》林学钰等著， 2005 年，地质出版社

4001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奚旦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5 版

4002 环境土壤学
《环境土壤学》陈怀满等著，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版

4003 水文地质学基础

《污染水文地质学》（第 2 版） [Contaminant Hydrogeology]；[美] 费特 著； 周念

清，黄勇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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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全日制学术学位）

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001

经济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F01 区域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01 政治经济学

J02 产业经济学

3 8000 4

020203

财政学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F02 财政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01 政治经济学

J03 税法

3

年

8000 4

020204

金融学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F03 金融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01 政治经济学

J04 国际金融

3 8000 3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F04 产业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01 政治经济学

J05 区域经济学

3 8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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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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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010

辽宁省先

进材料制

备技术重

点实验室

0773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612 物理化学

④ 805 大学物理/806 材料科学基础（二选一）

复试笔试科目：

F08 材料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12 材料科学基础/J13 大学物理

（二选一，且不与初试科目相同）

J14 材料分析方法

3 7500 16

005

信息工程

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

工程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1 数学一

④ 807 自动控制原理/808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

应用（二选一）

复试笔试科目：

F09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F10 C 语言程序设计

（二选一）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15 电路原理

J16 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3 7500 19

006

建筑工程

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1 数学一

④ 809 结构力学

复试笔试科目：

F11 混凝土结构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17 材料力学

J18 钢结构设计原理

3 7500 7

008

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10 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F12 会计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19 成本会计

J20 财务管理

3 8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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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008

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10 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F13 企业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21 市场营销

J22 战略管理

3 8000 3

120203

旅游管理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10 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F14 旅游学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23 旅游经济学

J24 旅游规划与开发

3 8000 2

120204

技术经济及

管理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3 数学三

④ 810 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F15 技术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25 经济学

J20 财务管理

3 8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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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007

美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该专业不

接收色盲色

弱考生）

01 油画创作与理论

研究

02 中国画创作与理

论研究

03 民间美术研究与

应用

04 版画创作与理论

研究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613 西方美术史

④ 811 中国美术史

复试笔试科目：

01.素描半身、色彩半身（油画颜料）

02.素描半身、写意人物（国画颜料）或白描

03.素描半身、色彩创作或色彩半身人物（颜

料不限）

04.素描半身、版画创作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速写

专业创作

3 8000 16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全日制专业学位）

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004

机械学院

085500

机械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02 数学二

④ 812 机械设计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F16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27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J28 液压与气压传动

3 7000 4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02 数学二

④ 804 金属学与热处理

复试笔试科目：

F07 材料成型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10 物理化学

J11 金属材料学

3 7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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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125603

工业工程与

管理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F17 工业工程概论

F18 政治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29 质量管理与可靠性

J30 人因工程学

2 7000 20

005

信息工程

学院

125604

物流工程与

管理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F10 C 语言程序设计/F19 运筹学（二选一）

F18 政治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31 物流经济学

J32 管理信息系统

3 7000 15

006

建筑工程

学院

085900

土木水利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02 数学二

④ 818 结构力学/813 建筑学基础(自命题）

（二选一）

复试笔试科目：

F11混凝土结构/F20建筑设计/F21工程经济学

（三选一）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17 材料力学/J33 建筑历史/J34 现代施工技

术（三选一）

J35 建筑结构抗震/J36 建筑构造/J37 房屋建

筑学（三选一）

3 7000 10

011

外国语

学 院
045300

汉语国际

教 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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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008

商学院

125300

会计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F18 政治

F23 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40 中级财务会计

J41 管理会计

3 10000 63

012

师范学院

045114

现代教育

技 术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814 教育技术学

复试笔试科目：

F24 教学系统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42 教育技术导论

J43 多媒体技术

2 8000 7

045115

小学教育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815 课程与教学论

复试笔试科目：

F25 班级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44 教育学原理

J45 中外教育史

2 8000 14

012

师范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

教 育

说明：招收相

近专业及师

范类专业毕

业生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816 心理健康教育

复试笔试科目：

F26 发展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46 基础心理学

J47 社会心理学

2 8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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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045118

学前教育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817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复试笔试科目：

F27 学前教育专业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48 学前教育学

J49 幼儿园课程

2 8000 7

014

体育学院

045201

体育教学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46 体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F28 学校体育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50 体育教学论

J26 体育社会学

3 8000 10

045204

社会体育

指 导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46 体育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F28 学校体育学

同等学力加试笔试科目：

J50 体育教学论

J26 体育社会论

3 8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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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责任学院

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考 试 科 目 特殊说明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

生人

数

008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MBA）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F18 政治

只招收定向

就业考生
2 18000 40

015

应用技术

学院

125601

工程管理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科目：

F18 政治

只招收定向

就业考生
2 18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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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专业课参考书目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 考 书 目

611
生物化学（自命

题）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张丽萍等，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5版

601 数学（自命题）
《高等数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7版

《线性代数》，纪德云 关凯，清华大学出版社，第 2版

612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上下册），傅献彩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五版

613 西方美术史
《西方美术史教程》，李春，人民美术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

社

801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七版

802 生物学综合 《普通生物学》，陈阅增 吴相钰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四版

803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戴树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

804 金属学与热处理 《金属学与热处理》，崔忠圻，机械工业出版社

805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张三惠，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806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石德珂，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第二版

807 自动控制原理 《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科学出版社，2013.04 第六版

808
微型计算机原理

及应用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张明，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 年

809 结构力学 《结构力学》（上、下），李廉锟，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版

810 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811 中国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教程》，薄松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812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杨可帧等，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813 建筑学基础

《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编写小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六版

《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陈志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四版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同济大学等四校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构造》（上册），李必瑜、魏宏杨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六版

《建筑构造》（下册），刘建荣、翁季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六版

814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学》，何克抗 李文光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15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王本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三版

816 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论》，姚本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817
学前儿童心理发

展与教育

《婴幼儿心理发展与教育》，但菲 刘彦华，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学前教育学》，李生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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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结构力学 《结构力学》（上、下），李廉锟，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版

333 教育综合
参照由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大纲（科目：教育综合）》

346 体育综合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一版

《运动生理学》，王瑞元，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学校体育学》，潘绍伟 于可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三版

354 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上、下）（增订六版），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6版；

《古代汉语》（第 1册，校订重排本），王力，中华书局，2018 年第 4版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

础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版

《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7 年第 4版

《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版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年第 1版

https://book.jd.com/writer/%E8%83%A1%E6%96%87%E4%BB%B2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A4%96%E8%AF%AD%E6%95%99%E5%AD%A6%E4%B8%8E%E7%A0%94%E7%A9%B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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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专业课参考书目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 考 书 目

F01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马工

程”教材

F02 财政学 《财政学》，陈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版

F03 金融学 《金融学》，黄达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F04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苏东水，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F05 分子生物学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郑晓峰，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F06
环境科学与工程

概论
《环境科学与工程概论》，许兆义，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年第2版

F07 材料成型原理 《材料成型原理》，陈平昌，机械工业出版社

F08 材料概论 《材料概论》，施惠生，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F09
数字电子技术基

础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闫石，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五版

F10 C 语言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四版

F11 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结构》（上册、中册），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合编，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第六版

F12 会计学综合
《财务会计》，戴德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高级会计学》，耿建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F13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概论》，尤建新，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F14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李天元，高等教育出版社（京），2011 年

F15 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王凤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F16
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卢秉恒等，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三版

F17 工业工程概论 《工业工程概论》，薛伟等，机械工业出版社，第 2版

F18 政治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概论》，张红 王晶 彭波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F19 运筹学 《运筹学》，吴祈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第三版

F20 建筑设计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张文忠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四版

《建筑设计资料集》（1-9 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42

F21 工程经济学 《工程经济学》؈က》؈委21
F21

委؈

F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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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同等学力加试专业课参考书目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 考 书 目

J01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人

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J02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苏东水，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J03 税法 《中国税制》，马海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版

J04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王晓光，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J05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马工

程”教材

J06 生态学 《生态学》，杨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三版

J07 遗传学 《遗传学》，刘祖洞，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J08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奚旦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5版

J09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柳知菲，中国电力出版社，2017 年

J10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上下册），傅献彩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五版

J11 金属材料学 《金属材料学》，吴承建，冶金工业出版社

J12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石德珂，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第二版

J13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张三惠，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J14 材料分析方法 《材料分析方法》，周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J15 电路原理 《电路》，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五版

J16
计算机原理及应

用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钱晓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J17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刘鸿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版

J18 钢结构设计原理 《钢结构设计原理》，陈绍蕃，高等教育出版社

J19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于富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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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荆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J21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吴建安，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J22 战略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杨锡怀，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J23 旅游经济学 《旅游经济学》，吕宛青、陈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年

J24 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规划与开发》，马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J25 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五版

J27
几何量公差与检

测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甘永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九版

J28 液压与气压传动 《液压与气压传动》，左健民，机械工业出版社，第四版

J29
质量管理与可靠

性
《质量管理与可靠性》，苏秦，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J30 人因工程学 《人因工程学》，郭伏等，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J31 物流经济学 《物流经济学》，戢守峰，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 年

J32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薛华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六版

J33 建筑历史

《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编写小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六版

《外国建筑史》（19 世界末叶以前），陈志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四版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同济大学等四校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J34 现代施工技术 《现代土木工程施工新技术》，李忠富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J35 建筑结构抗震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白国良，科学出版社

J36 建筑构造
《建筑构造》（上册），李必瑜，魏宏杨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六版

《建筑构造》（下册），刘建荣，翁季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六版

J37 房屋建筑学 《房屋建筑学》，李必瑜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J38 汉语综合
《现代汉语》（上、下）（增订六版），黄伯荣 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6版

J39 基础写作 《大学写作教程》，何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

J40 中级财务会计 《中级会计实务》，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年

J41 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吴大军，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J42 教育技术导论 《教育技术导论》李艺，颜士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４年 0８月

J43 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教程》（第 3版）胡晓峰等，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年

J44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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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5 中外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外国教育史》，张斌贤，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

J46 基础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4版，2012 年

J47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4版，2018 年

J48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李生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版），2014 年

J49 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朱家雄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J50 体育教学论 《体育教学论》，毛振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J26 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卢元镇.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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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政策

沈阳大学为在校就读的研究生提供各类奖助学金，分别为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三助一辅”岗位津贴和单项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包括：学业（入学）奖学金、学业（在学）奖

学金。

类 别 标 准 备 注

国家奖学金

博士

研究生
30000 元/人/年

名额由省教

育厅下达硕士

研究生
20000 元/人/年

学

业

奖

学

金

入学奖学金

博士

研究生
10000 元/人

硕士

研究生

1、一志愿奖学金：第一志愿报考沈阳大学并按照国家录取

线录取的考生，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奖励 5000 元/生；全日

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励 3000 元/生（不含会计专硕）；

2、优秀奖：调剂录取到我校的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学术型

研究生奖励 3000 元/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励 2000

元/生（不含会计专硕）。

在学奖学金

博士

研究生
一等 18000 元/人 二等 15000 元/人

硕士

研究生
一等 6000 元/人 二等 5000 元/人 三等 4000 元/人

单

项

奖

学

金

学

科

竞

赛

奖

国家级竞赛

（个人及团队）

博/硕

研究生

特等

4000 元

一等

3000 元

二等

2000 元

三等

1000 元

优秀奖

500元

奖项级别由

学校统一认

定，同一竞

赛不同层次

获奖按最高

级别发放

省级竞赛

（个人及团队）

特等

2000 元

一等

1000 元

二等

500 元

三等

300 元

市级竞赛

（个人及团队）

特等

1000 元

一等

500 元

二等

300 元

学术论文奖
一类

4000 元/3000 元/2000 元

二类

1000 元

三类

500 元

四类

300 元

国家助学金

博士

研究生
3000 元/人/月

每年按 10

个月计发硕士

研究生
600 元/人/月

“三助一辅”岗位津贴
博/硕

研究生
400―800 元/人/月

根据岗位要

求及工作量

确定具体津

贴额度

注:具体资助条件及标准以《沈阳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