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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简 介 
 

鲁东大学坐落在黄海之滨的“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烟台市，是一所以文理工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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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在省属

公办本科高校绩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评价鲁东大学“人

杰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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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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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学校更名为鲁东大学。九十年来，学校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

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何其芳、吴伯箫、臧

克家等为代表，一大批名师先贤在这里弘文励教。经九十年之发展，学校秉承“厚德、博学、

日新、笃行”的校训精神，砥砺耕耘，开拓进取，孕育形成了“求是至善、尚实致用”的校风，

这一切融汇成一种巨大的内在精神力量，成为学校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之源。 

学校依山傍海，环境优雅，湖光山色，四季常青，是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省级花园式单位

和文明校园。校园占地 3450 亩，校舍建筑面积 74.6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19.7亿元，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4.1亿元。拥有数字化语言文学 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计算机基础、

生物学等 3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图书馆藏书 250.4 万册、电子图书 108 万种。在校生 3

万余人。 

学校坚持学科立校，学科实力不断增强。现设 22 个学院、74 个研究院（所）、87 个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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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个一级学科硕

士点、12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拥有英语语言文学、载运工具运用工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自然地理学、高等教育学、运筹学与控制论、区域经济学、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应用统计学

等 13个山东省重点学科，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 1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滨海湿地生态修复与保

育、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分子设计与材料合成、信息物理融合与智能控制、海洋生物技

术、作物高产抗逆分子模块育种等 6个“十三五”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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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 人，正高 229人，

副高 551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912 人，加拿大皇家学会（国家科学院）院士 2 人，国家级人才

工程入选者 10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2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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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1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9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8人，全国优秀教

师（教育工作者）6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1 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1人，山东省“泰

山学者”特聘专家（海外特聘专家）7人，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1人，“泰山学者”青年专

家 7人，“楚天学者”1 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3人，山东省高校重点学科（重

点实验室、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5 人，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 人，山东省智库

高端人才首席专家 1人、入库专家 2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十强”产业智库专家 1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8 人，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入选者 1 人，齐鲁文化名家 2

人，齐鲁文化英才 2 人。现有中国近现代史 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近现代史、现代汉语、

教师教育、有机化学、应用物理、农林作物遗传改良等 6 个省级教学团队，功能材料设计与合

成团队、优势学科人才培育团队等 2个省级科研团队，山东省教学名师 13 人。近年来，先后有

17 位导师荣获“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有 25位导师荣获“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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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4 人，有 6136 人完成学

业获得学位，他们以综合素质高、基础知识牢和创新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好评，为区域经济

发展、特别是胶东半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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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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

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3.原则上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报考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考生原则上

是在职中小学、幼儿园和其它中等学校的专任教师或管理人员，以及各级教育研究部门或政府

机关教育系统的教研员或管理人员。 

4.我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学习方式全部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方式分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两种，考生在报考时务必根据自身情况，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三、学制、学费、奖助及优惠政策： 

1.学术学位研究生只招收全日制学习方式，所有专业学制均为 3年，学费 6000元/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均招生（个别专业学位领域例外）。

除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简称“硕师计划”）学制为 4 年外，其他所有专业学位学

制均为 3年。 

教育、体育、汉语国际教育、应用心理、社会工作、农业 6 种专业学位，全日制硕士生学

费为 7000元/年，非全日制硕士生为 8000 元/年；翻译、新闻与传播、土木水利、材料与化工 4

种专业学位，全日制为 8000 元/年，非全日制为 9000 元/年；应用统计、旅游管理 2 种专业学

位，全日制 9000元/年，非全日制 10000 元/年。如上级规定的学费标准有调整，将按照新标准

执行。 

3.被我校录取的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每月享受助学金。另外，在校全日制研究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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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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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秀生源”第一志愿报考我校且为全日制学习方式的，被录取后第一学年可享受一等

学业奖学金。“优秀生源”包括：我校接收的推荐免试生；毕业于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

校（不含其下设独立学院）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毕业于普通院校但本科期间获得过省级

及以上政府奖学金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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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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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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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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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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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考教育管理（专业代码：045101）、旅游管理（专业代码：12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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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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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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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为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打造“融合培养、协同育人”新模式，推进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我校与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展联合培

养研究生工作（以下简称“联培生”）。 “联培生”学籍属于我校，享受在校研究生同等待遇。

“联培生”由所方和校方导师共同指导，课程学习阶段在学校进行，科研实践和论文研究阶段

在研究所进行，并享受所方提供的科研津贴。“联培生”招生计划单列，并在招生专业目录中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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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确认）阶段：考生凭网上报名编号、本人居民身份证、毕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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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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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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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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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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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息后，再次提交进行校验，请务必于网上确认（现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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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和复试工作须待教育部公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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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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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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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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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东大学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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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联系电话：0535-6672404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科

学体系研究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整体性

思维                   

03（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

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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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

想和著作研究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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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02（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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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

与方法研究             

02（全日制）胶东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

培育研究               

03（全日制）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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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学（问题青少年

教育） 

17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7教育学专业综合 

复试科目： 

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中外教育史 

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77100心理学 

01（全日制）认知心理学                                   

02（全日制）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3（全日制）社会与管理心理学 

14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2专业一（含普通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④802专业二（含心理统计与测

量、心理学研究方法、管理心理

学） 

复试科目： 

社会心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教育心理学 

②心理学史 

003 体育学院 11 联系电话：0535-6686251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01（全日制）竞技体育科技攻关与青少

年体质健康促进         

02（全日制）体育社会热点与体育服务

社会                   

03（全日制）传统体育的功能开发与科

11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3专业基础综合（含学校体

育学、运动生理学） 

复试科目：运动训练学、体

育科研方法 

同等学力加试： 

①运动解剖学 

②体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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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学化实践               

04（全日制）运动人体机能和疾病防治

机制 

004 文学院 16 联系电话：0535-6672782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 

01（全日制）文艺学 

02（全日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全日制）汉语言文字学 

04（全日制）中国古典文献学 

05（全日制）中国古代文学 

06（全日制）中国现当代文学 

16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4中国文学基础（含文学评

论） 

④805语言学基础 

复试科目： 

文学综合（限 01、04、05、

06 方向选考） 

语言学综合（限 02、03 方

向选考） 

同等学力加试： 

①文学概论 

②写作 

005 外国语学院 16 联系电话：0535-6663329  

★050200外国语言文学 

01（全日制）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英

语） 

02（全日制）外国文学（英语） 

03（全日制）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 

16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41日语（二外）或 242法语

（二外） 

③705综合英语（含语法、词汇、

阅读、写作） 

④807 英语专业基础（01、03

方向考翻译与语言学；02 方向

考翻译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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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全日制）东亚语言与文化（日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42法语（二外）或 243英语

（二外） 

③706综合日语（含语法、词汇、

阅读、写作） 

④808日语专业基础（含语言、

文学、文化） 

复试科目： 

①日语听力、口语 

②专业基础知识 

同等学力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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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241日语（二外）或 242法语

（二外）或 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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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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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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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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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07 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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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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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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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0高等数学 

④813量子力学或 814普通物理

（含力学、电磁学、光学） 

复试科目：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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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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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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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含与中科院兰州化

学物理研究所联培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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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17无机化学或 830材料科学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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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含与中科院兰州化

学物理研究所联培生计划 

010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30 联系电话：0535-6681184  

★070500地理学 

01（全日制）河口海岸环境演变与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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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2自然地理学 

④819人文地理学或 820遥感概

论 

复试科目：地理学综合（含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

信息系统）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地图学 

②生物地理学 

本专业含与中科院烟台海

岸带研究所联培生计划 

011 生命科学学院 28 联系电话：0535-6685003  
★071000生物学 

01（全日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2（全日制）细胞生物学                                   

03（全日制）微生物学                                     

04（全日制）水生生物学 

16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3动物学或 714微生物学 

④833细胞生物学 

复试科目：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生物统计学 

②发育生物学 

★071300生态学 

01（全日制）植物生态学                                   

02（全日制）修复生态学                                   

03（全日制）动物生态学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5普通生态学 

④822普通生物学或 823植物生

理学 A 

复试科目：应用生态学（含

生态学实验） 

同等学力加试 

①生物统计学 

②发育生物学 

013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5 联系电话：0535-6681196  
★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全日制）计算机系统结构                               

02（全日制）计算机应用技术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复试科目：高级语言程序设

计 

同等学力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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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3（全日制）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④828数据结构 ①计算机网络 

②操作系统 

014 土木工程学院 14 联系电话：0535-6696971  
★081500水利工程 

01（全日制）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2（全日制）农业水土工程                                 

03（全日制）水工结构工程 

14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25基础工程 

复试科目：水力学或工程材

料（二选一）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土力学 

②材料力学 

015 农学院 29 联系电话：0535-6664669  
★090200园艺学 

01（全日制）园艺植物分子育种                             

02（全日制）果树学                                       

03（全日制）蔬菜学 

16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6生物化学 B 

④834植物生理学 B 

复试科目：园艺植物育种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植物学 

②生物统计学 

★090800水产 

01（全日制）水产养殖学                                   

02（全日制）水产医学 
1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6生物化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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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滨海生态高等研究院 14 联系电话：0535-6019657  

★070300化学 

01（全日制）无机功能材料 

02（全日制）应用有机化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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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500地理学 

01（全日制）河口海岸环境演变与整治 

02（全日制）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03（全日制）滨海生态与环境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2自然地理学 

④820遥感概论 

复试科目：地理学综合（含

自然地理、地理信息系统）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地图学 

②生物地理学 

★071000生物学 

01（全日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3动物学或 714微生物学 

④833细胞生物学 

复试科目：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生物统计学 

②发育生物学 

★090800水产 

01（全日制）水产养殖学                                   

 
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6生物化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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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张炜文学研究院 3 联系电话：0535-6203880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 

01（全日制）文艺学 

02（全日制）中国古代文学 

03（全日制）中国现当代文学 

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4中国文学基础（含文学评

论） 

④805语言学基础 

复试科目： 

文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①文学概论 

②写作 

021 跨海工程研究院 2 联系电话：0535-6696971  
★081500水利工程 

01（全日制）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2（全日制）农业水土工程                                 

03（全日制）水工结构工程 

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25基础工程 

复试科目：水力学或工程材

料（二选一）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土力学 

②材料力学 

101 教育硕士教育中心 353 联系电话：0535-6672389  

045101 教育管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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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03教育管理学 

育学、教育管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教育概论 

②学校管理心理学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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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333教育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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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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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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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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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初步） 

复试科目：中学数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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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14普通物理（含力学、电磁

学、光学）或 815物理教学论 

复试科目：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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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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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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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实验） 

同等学力加试： 

①生物统计学 

②发育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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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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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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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1地理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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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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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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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6音乐教育学 

复试科目： 

①中外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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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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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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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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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32现代教育技术（含现代教

育技术、教学设计、计算机科学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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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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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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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联系电话：0535-6672189  

045400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01 （全日制）心理咨询与治疗 

02 （全日制）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3 （非全日制）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04 （非全日制）用户体验与交互设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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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01、02方向 ） 

团体心理辅导（限 03、04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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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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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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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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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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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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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一或 203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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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翻译硕士教育中心 20 联系电话：0535-6663329  

055101 英语笔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11翻译硕士英语 

③357英语翻译基础 

④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 

①专业基础知识（笔试） 

②面试（口语交际） 

同等学力加试： 

①英语阅读 

②英语写作 

055105 日语笔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13翻译硕士日语 

③359日语翻译基础 

④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 

①专业基础知识（笔试） 

②面试（口语交际） 

同等学力加试： 

①日语阅读 

②日语写作 

107 应用统计硕士教育中心 14 联系电话：0535-6656297  

025200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4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3数学三或 396经济类综合

能力 

④432统计学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计量经济

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②抽样技术 

108 材料与化工硕士教育中心 20 
联系电话：0535-6672176/ 

6653397 
 

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化学）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30材料科学基础 

复试科目：有机化学实验 

同等学力加试： 

①物理化学 

②分析化学 

本专业含与中科院兰州化

学物理研究所联培生计划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物理）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37材料物理学 

复试科目：普通物理（含力

学、电磁学、光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半导体物理学 

②材料测试技术与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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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生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109 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 28 联系电话：0535-6672782  
085900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01（全日制）岩土与地下工程 

02（全日制）桥梁与结构工程 

03（全日制）岸线利用防护与工程结构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31工程地质基础 

复试科目：土木工程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土力学 

②材料力学 

110 农业硕士教育中心 45 
联系电话：0535-6664669/ 

6695491 
 

095131 农艺与种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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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34植物生理学 B 

复试科目：种子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作物栽培学总论 

②植物营养与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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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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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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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联系电话：0535-667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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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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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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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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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复试科目：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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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书 目 
 

001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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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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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版。 

复试科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加试科目：《政治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和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002教育科学学院 

 
★040100教育学 

初试科目：《教育学》苏春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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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韩延伦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1年；《基础教育改革动态》娄立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教育心理学》莫蕾主编，教

育科学出版社 2007年。 

复试科目：《课程与教学论》王本陆、苏春景，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教育学》王道俊、王汉澜，人民教

育出版社 1999 年；《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外国教育史》吴式颖、李明

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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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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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颖、李明安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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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儿童发展心理学》王惠萍主

编，科学出版社 2010版；《人格心理学》（第二版）郑雪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版；《现代心理与教育

统计学》（第四版）张厚粲、徐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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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复试科目：《社会心理学》乐国安编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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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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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体育学院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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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李世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体育心理学》(第二版)季浏、殷恒婵、

严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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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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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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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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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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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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学概说》（韩，第 3 版）李翊燮，学研社 2011年；《韩国文学简史及作品选读》韩卫星，大连理工

大学出版社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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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复试科目：《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石云涛，学苑出版社 2009年。 

加试科目：《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现

代卷）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 

★060300世界史 

初试科目：《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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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北京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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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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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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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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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力学》漆安慎，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电磁学》梁灿彬等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1980 年；《光学》（第二版）姚启钧，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复试科目：《热学》（第二版）秦允豪，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或《热学》（第二版）钱尚武、章立源、李

椿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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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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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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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上下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刘俊吉、周亚平、李松林修订，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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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概论》彭望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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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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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生物学 

初试科目：《普通动物学》刘凌云、郑光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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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年；

《细胞生物学》王金发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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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 2013年；《发育生物学》（第 4版）张红卫，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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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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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学》（第 8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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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基础生态学实验教程》（第二版）娄安如、牛翠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4 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 071000生物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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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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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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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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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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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土木工程学院 

 
★081500水利工程 

初试科目：《基础工程》史旦达等主编，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波浪-结构-地基相互作用理论及应用》

范庆来主编，海洋出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水力学》（第 2版）王亚玲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5年（选考水力学用）；《土木工程材料》

周爱军、张玫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选考工程材料用）。 

加试科目：《土质学与土力学》(第 5版)钱建固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5年；《工程力学》王明斌、庞永

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限材料力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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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00化学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 070300化学专业。 

★070500地理学 

初试科目：《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遥感概论》彭望琭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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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00生物学 

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生命科学学院的 071000生物学专业。 

★090800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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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农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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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的 081500水利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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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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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加试科目：《教育概论》（第 2版）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学校管理心理学》陈安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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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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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贤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次不限）。 

复试科目：《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朱绍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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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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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张奠宙、宋乃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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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代数研究》张奠宙、张广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中学几何研究》张奠宙、沈文

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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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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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力学》漆安慎，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电磁学》梁灿彬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0年；《光学》

（第二版）姚启钧，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物理教学论》（第一版）李新乡，科学出版社 2005年。 

复试科目：《热学》（第二版）秦允豪，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或《热学》（第二版）钱尚武、章立源、李

椿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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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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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中学生物学教学论》刘恩山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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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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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教程·现代卷》（第四版）齐涛等，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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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教程• 古代卷》齐涛，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年；《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齐涛，山东

大学出版社 2004年。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地理新课程教学论》王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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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新课程音乐教学案例选评》曹

理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一版。 

复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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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加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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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同体育学院的 045201体育教学专业。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中国美术史》洪再新编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7年；《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复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加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现代教育技术》（第 4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导论》（第二

版）邹海林等，科学出版社 2014 年；《教学设计》 李龙，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复试科目：《教育学》苏春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现代教育技术》（第 4版）张剑平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6年。 

加试科目：《教育概论》（第 2版）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课程与教学论》徐继存等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9年。 

045115 小学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小学教育学》（第 2版）黄甫全、曾文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教育学》苏春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儿童发展心理学》王惠萍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教育概论》（第 2版）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9年；《外国教育史》吴式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 

045118 学前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学前教育学》虞永平、王春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复试科目：《教育学》苏春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儿童发展心理学》王惠萍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教育概论（第 2版）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学前卫生学（第 3版）万钫编著，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4年。 

 

102应用心理硕士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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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400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考查范围请参考考试大纲，网址：http://www.psy.ldu.edu.cn/info/1187/3813.htm） 

必考部分参考书目：《普通心理学》(第 4版)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心理与教育测量》（第

三版）郑日昌、吴九君，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第 4版)张厚粲、徐建平，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实验心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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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可以从选考 A、B 两部分中任选一部分做答，如两部分都做答仅计 A部分分数。 

选考 A部分参考书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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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考 B部分参考书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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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年。 

复试科目：01、02 方向：《心理测量学》戴海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03、04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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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科目：《体育概论》（第二版）杨文轩，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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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李世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体育心理学》(第二版)季浏、殷恒婵、

严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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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导论》陈昌来，商务印书馆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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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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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概论》彭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四版）；《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月第二版）；《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第

二版）。 

复试科目：2020年新闻传播类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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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试科目：《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陈昌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新媒体

概论（第二版）》（21世纪新媒体专业系列教材）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106 翻译硕士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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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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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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汉日翻译实践》郭鸿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日汉翻译方法》陶振孝编著，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日汉互译教程》高宁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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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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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版）贾俊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复试科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 2版）茆诗松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计量经济学》（第

4版）李子奈、潘文卿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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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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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方向： 

初试书目：《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第 2版），关振铎、张中太、焦金生，清华大学出版社。 

复试书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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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力学》漆安慎，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电磁学》梁灿彬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0年；《光学》

（第二版）姚启钧，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加试科目：《半导体物理学》（第七版）刘恩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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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 
085900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工程地质》(第 3 版)倪宏革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复试科目：《现代土木工程》（第 2版）付宏渊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7年。 

加试科目：《土质学与土力学》(第 5版)钱建固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5年；《工程力学》王明斌、庞永

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限材料力学内容）。 

 

110农业硕士教育中心 

 
095131 农艺与种业（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植物学》（第 2版）马炜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遗传学》(第三版)朱军，中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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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11年；《作物育种学总论》（第三版）张天真，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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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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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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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孙

远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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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王思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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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风笑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复试科目：《社会保障概论》（第二版）史柏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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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修订版；《管

理学：原理和方法》（第六版）周三多、陈传明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