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校 简 介 
 

学校坐落在“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烟台，是一所以文理工农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省属综合性大学。2012 年，成为首批“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服务国家特殊需

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2014年，获批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7年，获批“全国创新

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和“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2020 年，被确定为山东省属 21

所“双高”建设高校之一。2021年，获批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 

学校于 1930年始建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千年古县莱阳，历经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

胶东公学、胶东师范学校、莱阳师范学校、莱阳师范专科学校、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烟台师范

学院等历史阶段，以吴伯萧、何其芳、臧克家、老舍、萧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先贤曾在这

里弘文励教，培养了一大批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优秀人才，孕育形成了“厚德 博学 日

新 笃行”的校训精神和“求是至善 尚实致用”的优良校风。2001 年，原直属山东省交通厅、

建校于 1978年的山东省交通学校并入。2006年，学校更名为鲁东大学。 

学校依山傍海，环境优雅，是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省级花园式单位、省级文明校园。校园

占地 3450亩，校舍建筑面积 74.4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22.8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4.9 亿元。拥有 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十三五”山

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图书馆藏书 253.3万册、电子图书 112.1万种。在校生 3.1万余人。 

学校坚持学科立校，学科实力不断增强。现设 25 个学院、71 个研究院（所）、61 个本科

招生专业，有 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 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21 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20 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拥有 13 个山东省重点学科。2020 年，水利工程学科入选

省属高校“高水平学科”建设项目，是全省同学科中唯一的“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学科。工程

学稳定在 ESI全球排名前 1%。 

学校高度重视科研工作，科研水平逐步提高。建有科学与工程研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三类衔接配套、布局合理的创新平台体系，拥有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山东省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山东省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等各类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和人文社科

研究基地 18个。2019年至 2021年，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17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406项；科

研经费 57517万元；发表高水平论文 1160篇，出版学术专著 118部，授权发明专利 297项、实

用新型专利 116项；获得省部级奖励 52项。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师资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现有专任教师 1739人，正高 218人，

副高 526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958人，具有国家级人才称号专家 70人次、省级人才称号专家 91

人次。现有 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省级高层次人才团队、10个省级教学团队，1个省高校优



 

势学科人才团队、1个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团队、32个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 

学校实行“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四位一体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了科学规范

的研究生教学体系和质量监督保障机制。学校已招收各类型研究生 10917人，有 7481人完成学

业获得学位，他们以综合素质高、敬业精神强、基础知识牢和职业技能好，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天。 

目前，鲁东大学全体师生正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

任务，把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

动力，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坚强保证，全面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坚持“综合性、应用型、国际化”发展定位和“党建引领、学科筑峰、育人为本”办学思路，

进一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着力提升发展层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大力推进新文科、新

工科、新农科、新师范建设，积极构建内涵质量提升与外延资源拓展双驱动的新发展格局，努

力把学校建成人才培养质量高、科技创新能力强、服务地方成效好、优势特色鲜明、省内一流、

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报 考 须 知 
一、因招生计划尚未下达，简章公布的各专业招生数均为拟招生人数（含拟接收推免生数），

实际招生数将根据教育部下达计划数及考生初试上线情况再做调整。各专业实际接收的推免生

数在推免生复试录取工作结束后方能确定。 

二、硕士研究生按其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两种。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已经在各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栏注明，请务必注意正确选择。 

1.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

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

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2.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

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



 

年可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按照有关文件执行。 

五、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学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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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录取当年入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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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学校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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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研究生报考需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六、同等学力考生（指高职高专毕业 2 年或 2 年以上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报

考，除符合教育部规定的条件外，还须满足下列条件： 

1.不能跨专业报考； 

2.通过自学考试或函授或进修过报考专业至少 5 门本科课程，或者在公开出版的省级及以

上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至少 1 篇所报考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参加复试时须提交成绩

单或论文复印件）。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须加试 2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见招生专业目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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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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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考教育管理（专业代码：045101）、旅游管理（专业代码：125400）、公共管理（专

业代码：125200）的考生还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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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学校相关学业要求，达到与大学

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并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以上



 

工作经验的人员。 

九、凡是专业代码前带“★”的专业均为按一级学科招收培养研究生的硕士点。因一级学

科下不同研究方向复试的科目可能有所不同，故请考生网上报名时务必正确选择拟报考的招生

方向及其所属学院。 

十、报名方法，报名分为两个阶段： 

1.网上报名阶段：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http://yz.chsi.com.cn或 http://yz.chsi.cn），按要求提交有关报名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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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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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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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网上确认阶段：考生凭网上报名编号、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

生持学生证或教育部规定的有效证明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或到自己网报所选择的报考点

确认网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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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本人《入伍

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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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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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十一、网上报名填报本人信息务必准确无误。考生姓名、身份证号、毕业年月、毕业学校

（须与毕业证书一致）、毕业专业（须与毕业证书一致）、往届生毕业证书编号（须填学校编

号）、应届本科毕业生注册学号必须填写准确。报名期间报名系统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

进行网上校验，考生须及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

多数系本人信息填写有误所致，请先认真检查并更正报考信息后，再次提交进行校验，请务必

于网上确认前完成学历（学籍）核验。 

十二、我校将在报名结束后以及复试报到时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真实性进一步核查，核

查通过者方可准予考试，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考生须于我校规定时间（具体要求届时

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发布）前给研招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因弄虚作假或未按时提供证明材料

而导致无法参加考试者，责任由考生自负。 

十三、符合教育部规定的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须于我校规定时间内（具体时间以我校初试

成绩公告为准），将本人亲笔签名的加分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按要求提交，待审核通过后方可

享受加分政策，逾期未提交者视为自动放弃。加分项目不累计，同时满足两项以上加分条件的

考生按最高项加分。可以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如下： 

1.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考生，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达到报考条件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纳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

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3.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3年内参加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其中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研

究生的，初试总分加 15分。 

十四、初试时间为 2022年 12月 24日至 25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 

12月 24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综合能力 

12月 24日下午 外国语 

12月 25日上午 业务课一 

12月 25日下午 业务课二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英语（二）、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管理

类综合能力、经济类综合能力为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其余为招生单位自主

命题科目。 

十五、调剂和复试工作须待教育部公布《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即国家分数线）后方可进行，具体内容、要求和安排届时请查看我校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 

十六、学校代码：10451；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路 186号；联系部门：鲁东大

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264025。 

十七、电话（传真）：0535－6681458；学校网址：http://www.ldu.edu.cn；研究生院网

址：http://www.grad.ldu.edu.cn；E-mail:yzb@ldu.edu.cn。我校研招办不提供教材服务，所

需教材考生可自行到网上或各地书店购买，或电话联系 0535－6667343。 

 

http://www.ldu.edu.cn/
http://www.grad.ldu.edu.cn/


 

鲁东大学 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01马克思主义学院 25 联系电话：0535-6672404  

★030500马克思主义理论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 

04（全日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 

2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0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复试科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同等学力加试： 

①政治学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002教育科学学院 31 联系电话：0535-6672189  

★040100教育学 

01（全日制）教育学原理 

02（全日制）课程与教学论 

03（全日制）高等教育学 

04（全日制）教师教育学 

05（全日制）教育技术学 

17 

①

�Z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④808日语专业基础（含语言、

文学、文化） 

①日语阅读 

②日语写作 

05（全日制）东亚语言与文化（朝鲜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43英语（二外） 

③718综合朝鲜语（含语法、词

汇、阅读、写作） 

④836 朝鲜语专业基础（含语

言、文学、文化） 

复试科目： 

①朝鲜语听力、口语 

②专业基础知识 

同等学力加试： 

①朝鲜语阅读 

②朝鲜语写作 

006历史文化学院 27 联系电话：0535-6672024  

★060200中国史 

01（全日制）中国古代史 

02（全日制）中国近代史 

03（全日制）中国专门史（中国思想文

化史） 

04（全日制）胶东区域史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7中国通史（至 1949年） 

复试科目：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中国古代史 

②中国近代史 

★060300世界史 

01（全日制）世界上古中古史 

02（全日制）世界近现代史 

03（全日制）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8世界历史 

复试科目：西方史学史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世界上古中古史 

②世界近现代史 

007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 18 联系电话：0535-6656297  

★070100数学 

01（全日制）系统控制与优化 

02（全日制）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03（全日制）应用概率统计 

1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9数学分析 

④811高等代数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常

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同等学力加试： 

①实变函数 

②复变函数 

008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19 联系电话：0535-6653397  
★070200物理学 

01（全日制）理论物理 

02（全日制）原子与分子物理 

03（全日制）凝聚态物理 

04（全日制）光学 

19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0高等数学 

④813量子力学 

复试科目：普通物理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数学物理方法 

009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9 联系电话：0535-6672176  
★070300化学 

01（全日制）功能高分子 

02（全日制）无机功能材料 

03（全日制）高聚物合成与改性 

04（全日制）生物与环境分析 

05（全日制）应用有机化学 

06（全日制）中科院兰化所校所联培 

19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1物理化学 

④816有机化学 

复试科目：有机化学实验 

同等学力加试： 

①无机化学实验 

②分析化学 

★080500材料科学与工程 

01（全日制）纳米功能材料与加工技术

02（全日制）吸附分离与智能材料 

03（全日制）多孔催化材料的物理与化

学 

04（全日制）纳米生物传感器 

05（全日制）中科院兰化所校所联培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17无机化学 

复试科目：无机化学实验 

同等学力加试： 

①物理化学 

②分析化学 

010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38 联系电话：0535-6681184  
★070500地理学 

01（全日制）河口海岸学 
2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复试科目：地理学综合（含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2（全日制）区域水文过程与水资源

03（全日制）区域发展与产业规划 

04（全日制）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05（全日制）滨海生态与环境 

06（全日制）中科院烟台海岸带所校所

联培 

③712自然地理学 

④819人文地理学 

信息系统）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地图学 

②生物地理学 

★083300城乡规划学 

01（全日制）区域规划理论与方法 

02（全日制）城乡规划与设计 

03（全日制）滨海功能区与城乡规划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21区域分析与规划 

④843城乡规划基础 

复试科目：村镇规划 

同等学力加试： 

①经济地理学 

②城乡空间分析理论与方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④80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①政治学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06语言文学基础 

复试科目：语文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文学综合（含中国古代文

学和外国文学） 

②写作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12 数学教育概论（含微积

分、线性代数） 

复试科目：中学数学课程标

准与教材研究 

同等学力加试： 

①常微分方程 

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15物理教学论 

复试科目：普通物理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基础物理实验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18化学教学论 

复试科目：无机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中学化学教材分析 

②化学教学论实验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4生物教学论 

复试科目：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生物统计学 

②生物化学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4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09英语水平测试（含语法、

词汇、阅读、翻译、写作） 

复试科目： 

①英语听力、口语 

②专业基础知识 

同等学力加试： 

①英语阅读 

②英语写作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4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10中国现代史 

复试科目：历史教学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中国古代史 

②中国近代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1地理教育综合 

复试科目：中国地理 

同等学力加试： 

①自然地理学 

②人文地理学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6中西音乐史 

复试科目： 

①音乐教育学 

②面试（含演唱或演奏） 

同等学力加试： 

①视唱 

②音乐听记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04学校体育学 

复试科目：体育概论、体育

科学研究方法 

同等学力加试： 

①运动解剖学 

②体育心理学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7中外美术史 

复试科目：素描人物写生  

同等学力加试： 

①色彩 

②速写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32现代教育技术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教

育学、教育技术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教育概论 

②课程与教学论 

045115小学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4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9小学教育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教

育学、儿童发展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教育概论 

②中外教育史 

045118学前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38学前教育学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教

育学、儿童发展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教育概论 

②学前卫生学 

102应用心理硕士教育中心 28 联系电话：0535-6672189  

045400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7心理学专业综合 

复试科目：心理测量与团体

心理辅导 

同等学力加试： 

①心理学史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 

103体育硕士教育中心 42 联系电话：0535-6686251  

045201体育教学（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1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6体育综合 

复试科目：体育概论、体育

科学研究方法 

同等学力加试： 

①运动解剖学 

②体育心理学 

045202运动训练（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1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6体育综合 

复试科目：体育概论、体育

科学研究方法 

同等学力加试： 

①运动解剖学 

②体育心理学 

104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育中心 20 联系电话：0535-6672782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54汉语基础 

④445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包括

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汉

语国际教育知识与技能） 

同等学力加试： 

①文学综合 

②写作 

105新闻与传播硕士教育中心 20 联系电话：0535-6672782  

055200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

力 

④440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新闻

传播理论、新闻实务、新闻

史） 

同等学力加试： 

①新媒体概论 

②中国新闻传播史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106翻译硕士教育中心 18 联系电话：0535-6663329  

055101英语笔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95134渔业发展（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0农业知识综合二 

④835普通动物学 

复试科目：水域生态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贝类增养殖学 

②鱼类增养殖学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硕士专

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1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39食品微生物学 

复试科目：食品工艺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食品化学 

②食品营养学 

111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 24 联系电话：0535-6202665  

035200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4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1社会工作原理 

④437社会工作实务 

复试科目：社会政策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社区工作 

②社会行政 

112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23 联系电话：0535-6697533  
125400旅游管理（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3 

①199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复试科目：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管理学 

113国际商务硕士教育中心 10 联系电话：0535-6697533  

025400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96经济类综合能力 

④434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 

西方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国际贸易 

②国际市场营销 

114电子信息硕士教育中心 24 

联系电话： 0535-6683135

（集成电路）/6681196（人

工智能） 

 

085403集成电路工程（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52大学物理 

复试科目：电子技术 

同等学力加试： 

①材料测试技术与分析方

法 

②半导体物理 

085410人工智能（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47电路分析 

复试科目：高级语言程序设

计 

同等学力加试： 

①计算机网络 

②数字电子技术 

115机械硕士教育中心 10 联系电话：0535-6679607  

085501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50机械原理 

复试科目：机械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 

①理论力学 

②材料力学 

116资源与环境硕士教育中心 20 联系电话：0535-6681184  

085701环境工程（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44环境学导论 

复试科目： 

环境学综合（含环境监测、

环境土壤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②普通化学 

085704测绘工程（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复试科目：遥感技术基础与

应用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③302数学（二） 

④841地理信息系统 

同等学力加试： 

①遥感概论 

②地图学 

117能源动力硕士教育中心 10 联系电话：0535-6695491  

085807清洁能源技术（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49传热学 

复试科目：工程热力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流体力学 

②热工测量及仪表 

118生物与医药硕士教育中心 10 联系电话：0535-6685003  

086001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8生物化学 

④845微生物学 

复试科目：细胞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生物统计学 

②药学概论 

119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40 联系电话：0535-6697533  

125200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40 

①199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复试科目：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专业综合能力 

120艺术硕士教育中心 10 联系电话：0535-6672708  

135101音乐（专业学位） 

01（全日制）声乐表演 

02（全日制）音乐创作 

03（全日制）音乐教育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720中西音乐史 

④846和声与曲式分析 

复试科目： 

01方向：①演唱 6选 2②综

合面试 

02 方向：①作曲②综合面

试 

03 方向：①音乐教育学②

综合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①视唱练耳 

②民族民间音乐概论 



 

参 考 书 目 
 

001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马克思主义理论 

初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版。 

复试科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版。 

加试科目：《政治学概论》（第二版），《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马

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 

 

002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教育学 

初试科目：《教育学原理》项贤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当代教育学》（第 4版）袁振国主编，教

育科学出版社 2018年；《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外国教育史》张斌贤，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年；《当代教育心理学》（第 3版）陈琦、刘儒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韩延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教育概论》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年；《教育学》（第 7版）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 2016年；《教学论》杨小微、张天宝，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年；《教育研究方法导论》裴娣娜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加试科目：《教育心理学》莫蕾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年；《教育研究方法导论》裴娣娜著，安徽教育出

版社 2018年。 

★077100心理学 

初试科目：《普通心理学》（第五版）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人格心理学》（第二版）

郑雪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版；《儿童发展心理学》王惠萍主编，科学出版社 2020年 2版；《现代心理

与教育统计学》（第五版）张厚粲、徐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版；《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辛

自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版；《管理心理学》刘永芳，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2版。 

复试科目：《社会心理学》乐国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3版。 

加试科目：《当代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版；《心理学史》叶浩生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版。 

 

003体育学院 

 
★040300体育学 

初试科目：《学校体育学》（第三版）潘绍伟、于可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运动生理学》（第三

版）邓树勋、王建、乔德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复试科目：《运动训练学》（第二版）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第三版）

黄汉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加试科目：《运动解剖学》（第三版）李世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体育心理学》（第三版）季浏、

殷恒婵、颜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004文学院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 

初试科目：《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

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01、04、05、06方向：《中国文学史》（共四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次不限；《中国

当代文学史》（修订版）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02、03 方向：《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古代汉语》（修

订本）郭锡良等编著，商务印书馆 2016年。 

加试科目：《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普通写作学教程》（第五版）

路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005外国语学院 

 
★050200外国语言文学 

初试科目：科目②第二外语：《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年；《新大学法语》（1-3册）李志清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新标准大学英语》（1-4册）文秋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年第二版。 

英语方向其他参考书目：《中国翻译》（近三年各期含翻译实践的栏目）（01、02、03方向）；《英国文学选

读》（王守仁主编），《美国文学选读》（陶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02 方向）；《新编语言学

教程》刘润清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01、03 方向）；《汉英翻译教程》（理解当代中国系列

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年）。 

日语方向其他参考书目：《新编日语》（1-4）周平，陈小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年；《高级日语》（1-4）

吴侃、木村新次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年；《日本语概论》翟东娜、潘钧，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日本文学史》高鹏飞、平山崇，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日本文化史教程》顾伟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年；《汉日翻译教程》（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年）。 

朝鲜语方向其他参考书目：《延世韩国语》（1-6册）韩国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2018

年；《大学韩国语语法》王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金英今，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8年；《韩国文学作品选读》（上）金英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韩国社会与文化》

朱明爱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 

复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加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006历史文化学院 

 
★060200中国史 

初试科目：《中国古代史》（第 5版）朱绍侯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中国近代史》第二版上下

册，《中国近代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版。 

复试科目：《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加试科目：《中国古代史》（第 5版）朱绍侯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中国近代史》第二版上下

册，《中国近代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版。 

★060300世界史 

初试科目：《世界古代史》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吴于廑、齐世荣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世界现代史》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复试科目：《西方史学史》张广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世界古代史》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1年。 

 

007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 

 
★070100数学 

初试科目：《数学分析》（第四版，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高等代数》

（第四版）北京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复试科目：《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王高雄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

二版）魏宗舒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基础》（第三版）程其襄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复变函数论》（第

三版）钟玉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008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070200物理学 

初试科目：《高等数学》（第四版）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量子力学教程》周

世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79年。 

复试科目：《物理学》（第六版）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加试科目：《数学物理方法》（第三版）梁昆淼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原子物理学》褚圣麟，高等教

育出版社 1979年。 

 

009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0化学 

初试科目：《物理化学》（第六版，上下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刘俊吉、周亚平、李松林、冯霞修

订，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8月；《有机化学》（第五版）李景宁主编，东北师范大学等合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1年。 

复试科目：《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兰州大学编，王清廉、李瀛、高坤等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加试科目：《无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分析化

学》（第五版上册）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080500材料科学与工程 

初试科目：《无机化学》（第四版）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无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加试科目：《物理化学》（第六版，上下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刘俊吉、周亚平、李松林、冯霞修

订，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分析化学》（第五版，上册）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010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070500地理学 

初试科目：《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复试科目：《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地理信息系统概论》黄杏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加试科目：《地图学原理》马耀峰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生物地理学》衣华鹏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083300城乡规划学 

初试科目：《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三版）崔功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城市规划原理》（第

四版）吴志强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村镇规划》金兆森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 

加试科目：《经济地理学》（第三版）李小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GIS空间分析理论与方法》秦

昆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 

 

011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生物学 

初试科目：《微生物学教程》（第三版）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微生物学》（第三版）周长

林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年；《细胞生物学》（第四版）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四版）吴相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加试科目：《生物统计学》（第五版）李春喜等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3年；《生物化学》（第四版）（上、下

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071300生态学 

初试科目：《基础生态学》（第三版）牛翠娟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植物生理学》（第 8版）潘

瑞炽、王小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 

复试科目：《生态学》（第二版）林育真、付荣恕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1年；《生态学实验与实习》（第三版）

杨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D4%D6%D0%BA%CD&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CF%B2%D6%D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6%A1%C3%F7%D0%A2&order=sort_xtime_desc


 

初试科目：《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复试科目：《C 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C 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BrianW.Kernighan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 

加试科目：《计算机网络》（第七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计算机网络》（第四版）Andrew 

S.Tanenbau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汤小丹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14年。 

 

015农学院 

 
★090200园艺学 

初试科目：《生物化学》（第 2版）刘国琴、张曼夫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植物生理学》（第

7版）潘瑞炽、王小菁、李娘辉，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复试科目：《园艺植物育种学》曹家树、申书兴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加试科目：《植物学》（第 2版）马炜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生物统计学》（第 4版）杜荣骞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090800水产 

初试书目：《生物化学》（第 2版）刘国琴、张曼夫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普通动物学》（第

4版）刘凌云、郑光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复试书目：《海洋生态学》（第 2版）沈国英、施并章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2年；《养殖水域生态学》赵文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 

加试书目：《海水贝类养殖学》王如才、王昭萍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年；《鱼类增养殖学》王武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 

 

019 滨海生态高等研究院 
 

★070500地理学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070500地理学专业。 

★090800水产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农学院 090800水产专业。 

 

020张炜文学研究院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 

初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同文学院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复试科目：《中国文学史》（共四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次不限；《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

洪子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021跨海工程研究院 

 
★081500水利工程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水利工程学院 081500水利工程专业。 

 

024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 
 

★082400船舶与海洋工程 

初试科目：《船舶结构力学》陈铁云、陈伯真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年；《船舶结构力学》刘虓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船舶设计原理》（第 2版）方学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船舶设计原理》（第 4版）

林焰主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 

加试科目：《材料力学 I》、《材料力学 II》（第 6版）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理论力学 I》、

《理论力学 II》（第 8版）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025水利工程学院 



 

 
★081500水利工程 

初试科目：《海岸工程水文》（第 4版）邱大洪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海岸动力学》（第 4版）邹志利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9年。 

加试科目：《水力学》（第 2版）王亚玲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5年；《材料力学》（第 5版）干光瑜、秦

惠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027农林工程研究院 
★090200园艺学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农学院 090200园艺学专业。 

 

028山东省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文学院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01教育硕士教育中心 

 
045101教育管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新编教育管理学》（第 2版）吴志宏、冯大鸣、魏志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复试科目：《教育学》苏春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新编教育管理学》（第 2版）吴志宏、冯大鸣、

魏志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加试科目：《教育概论》叶澜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年；《学校管理心理学》陈安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 

045102学科教学（思政）（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045103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简编》（第二版）郁贤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复试科目：《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朱绍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次不限）。 

加试科目：《普通写作学教程》路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次不限）；《中国文学史》（共四卷）袁行

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次不限）；《外国文学史》朱维之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版次不限）。 

045104学科教学（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数学教育概论》（第三版）张奠宙、宋乃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高等数学》（上册）

（第六版）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线性代数》（理工类）吴赣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6年。 

复试科目：《中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第 1版）曹一鸣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加试科目：《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王高雄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二版）

魏宗舒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045105学科教学（物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物理教学论》（第二版）李新乡、张军朋，科学出版社 2009年。 

复试科目：《物理学》（第六版）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加试科目：《原子物理学》褚圣麟，高等教育出版社 1979年；《基础物理实验》（第一版）王德法，科学出版

社 2006年。 

045106学科教学（化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化学教学论》（第五版）刘知新，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复试科目：《无机化学》（第四版）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总编委会组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化学教学论实验》（第二版）李广洲、陆真编，科学出版社 2006年。 

045107学科教学（生物）（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中学生物学教学论》（第三版）刘恩山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 

复试科目：《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四版）吴相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生物学专业。 

045108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高级英语》张汉熙、王立礼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 

复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加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045109学科教学（历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中国近代史》第二版下册，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版。 

复试科目：《中学历史教学法》于友西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加试科目：《中国近代史》第二版上下册，《中国近代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版。 

045110学科教学（地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地理课程与教学论》（第二版）袁孝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复试科目：《中国地理教程》王静爱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加试科目：《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045111学科教学（音乐）（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周柱铨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

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



 

验心理学》郭秀艳，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年；《当代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发展心理学》（第 3版）林崇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年；《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重排本）钱铭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变态心理学》钱铭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人格心理学》许燕，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管理心理学》（第 2 版）刘永芳，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社会心理学）》（第 3

版）乐国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复试科目：《心理与教育测量》（第 3版）郑日昌、吴九君，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团体心理辅导》樊富

珉、何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第二版）叶浩生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版；《心理学研究方法》

（第二版）辛自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版。 
 

103体育硕士教育中心 

 
045201体育教学（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请参考全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的大纲；《学校体育学》（第三版）潘绍伟、于

可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运动生理学》（第三版）邓树勋、王建、乔德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运动训练学》（第二版）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复试科目：《体育概论》（第三版）杨文轩、陈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第

三版）黄汉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加试科目：《运动解剖学》（第三版）李世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体育心理学》（第三版）季浏、

殷恒婵、颜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045202运动训练（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同 045201体育教学专业。 
 

104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育中心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语言学纲要》（修订

版）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四版；《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年；《中国文化要略》（第 3版）程裕祯著，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对外汉语教学导论》周小兵，商务印书馆 2009年；《应用语言学导论》陈昌来，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加试科目：《普通写作学教程》（第五版）路德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中国当

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05新闻与传播硕士教育中心 

 
055200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融媒体传播论》张成良著，科学出版社 2019年；《融媒体时代新闻采访与写作》袁丰雪等，新华

出版社 2020年；《网络传播概论》彭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最新版）；《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广告学概论》

丁俊杰等，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复试科目：《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等专业学术期刊 2021

年。 

加试科目：《新媒体概论》（21世纪新媒体专业系列教材）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本）；《中

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陈昌凤，清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本）。 

 

106翻译硕士教育中心 

 
055101英语笔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英汉翻译高级教程》王宏印编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0年；《英国短篇小说经典（英汉对照）》

朱源、徐华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王晓农等编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2年；《中国翻译》杂志近五年各期翻译实践和译作赏析部分，《中国翻译》编辑部；《全日制翻译硕士专

业学位 MTI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总纲》（全国翻译硕士 MTI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汉英翻译教程》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年）。 

复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加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055105日语笔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新编日语》（1-4）周平、陈小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年；《高级日语》（1-4）吴侃、木

村新次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年；《日汉汉日翻译实践》郭鸿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年；《日

汉翻译方法》陶振孝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日汉互译教程》高宁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年；《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总纲》（全国翻译硕士 MTI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

员会编制）；《汉日翻译教程》（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年）。 

复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加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107应用统计硕士教育中心 

 
025200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统计学》（第 8版）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 

复试科目：《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 3版）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计

量经济学》（第 5版）李子奈、潘文卿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 

加试科目：《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第 4版）王燕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抽样技术》（第 4版）

金勇进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08材料与化工硕士教育中心 

 
085601材料工程（专业学位） 

01、02方向： 

初试科目：《材料科学基础》（第三版）胡赓祥、蔡珣、戎咏华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兰州大学编，王清廉、高坤、许鹏飞等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加试科目：《物理化学》（第六版，上下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刘俊吉、周亚平、李松林、冯霞修

订，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分析化学》（第五版上册）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复试科目：《种子学》颜启传主编（面向 21世纪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年。 

加试科目：《植物营养学上册》陆景陵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年；《植物营养学下册》胡霭堂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年。 

095134渔业发展（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水产动物育种学》（第 2版）范兆廷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第 2版）麦康森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水产动物生理学》温海深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9

年；《普通动物学》（第 4版）刘凌云、郑光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复试科目：《海洋生态学》（第 2版）沈国英、施并章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2年；《养殖水域生态学》赵文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 

加试科目：《海水贝类养殖学》王如才、王昭萍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年；《鱼类增养殖学》王武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 

095135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食品卫生学》（第一版）何计国、甄润英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年；《食品分析》丁晓

雯、李诚、李巨秀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6年；《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第二版）钱和、庞月红、

于瑞莲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年；《微生物学教程》（第三版）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食品工艺学》夏文水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7年。 

加试科目：《食品化学》（第三版）阚建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6年；《食品营养学》（第三版）孙

远明、柳春红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 

 

111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 

 
035200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本》（第

二版）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社会工作理论》（第二版）何雪松著，格致出版社 2017

年；《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风笑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社会工作实务（中级）》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中国社会

出版社 2022年。 

复试科目：《社会政策概论》（第三版）关信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加试科目：《社区工作》（第三版）夏建中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社会行政》（第二版）王思

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12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125400旅游管理（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管

理学：原理和方法》（第七版）周三多、陈传明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 

 

113国际商务硕士教育中心 

 
025400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国际商务》（第 11版）查尔斯·希尔、托马斯·霍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国际

商务》（第 3版）韩玉军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 

复试科目：《西方经济学》（上册、下册）（第 2版）《西方经济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 

加试科目：《国际贸易》（第 4版）赵春明、陈昊、李宏兵、文磊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国际市场

营销》（第 5版），王晓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 

 

114电子信息硕士教育中心 

085403集成电路工程（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物理学》（第七版）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 

复试科目：《电工学电子技术（下册）》（第七版）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加试科目：《材料测试技术与分析方法》杨玉林、范瑞清、张立珠、王平，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年；《半

导体物理学》（第 7版）刘恩科等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 

085410人工智能（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电路》（第 5版）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2006年；《电路与电子学》（第 6版）李晶皎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年。 

复试科目：《C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C程序设计语言》（第二版）Brian 

W.Kernighan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 

加试科目：《计算机网络》（第七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计算机网络》（第四版）Andrew 

S.Tanenbau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五版）康华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阎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115机械硕士教育中心 

 
085501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机械原理》（第 8版）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教研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复试科目：《机械设计》（第 10版）濮良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加试科目：《理论力学 I》（第 8版）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材料

力学 I》（第 6版）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116资源与环境硕士教育中心 

 
085701环境工程（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环境学》左玉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环境监测》（第四版）奚旦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环境土壤学》（第一版）张乃名

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 

加试科目：《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第四版）周群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普通化学》（第六版）

浙江大学普通化学教研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085704测绘工程（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地理信息系统概论》黄杏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复试科目：《遥感技术基础与应用》（第二版）张安定主编，科学出版社 2020年。 

加试科目：《遥感概论》彭望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地图学原理》马耀峰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117能源动力硕士教育中心 

 
085807清洁能源技术（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传热学》（第五版）陶文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传热学》（第七版）朱彤等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0年。 

复试科目：《工程热力学》（第五版）沈维道、童钧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工程热力学》（第五

版）廉乐明等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年。 

加试科目：《流体力学泵与风机》（第五版）蔡增基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流体力学》（第四

版）罗惕乾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热工测量及仪表》（第三版）朱小良、方可人主编，中国电力出

版社 2011年；《热工测量及仪表》（第二版）潘汪杰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0年。 

 

118生物与医药硕士教育中心 

 
086001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生物化学》（第四版）（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微生物学

教程》（第三版）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微生物学》（第三版）周长林主编，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社 2015年。 

复试科目：《细胞生物学》（第四版）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加试科目：《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四版）吴相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药学概论》（第 4版）

吴春福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年。 
 

119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125200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年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第三版）

朱仁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公共政策导论》（第五版）谢明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20艺术硕士教育中心 

 
135101音乐（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刘再生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年；《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

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年；《和声学教程（上下册）》（增订重译版），（俄罗斯）斯波索宾著，人民音

乐出版社 2008年；《曲式分析基础教程》（第二版）高为杰、陈丹布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复试科目：《旋律写作教程》（第二版）沙汉昆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歌曲写作教程》樊祖荫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7年；《音乐学科教育学》（第一版）曹理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加试科目：《中国民间音乐概论》周青青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5年；《视唱练耳》（第三版）许敬行、孙虹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