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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体育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函〔2020〕8 号）及广东省教育考试

院的相关要求，考虑到疫情防控因素，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一、招生计划

2021 年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拟招生 325 人，其中学术型

拟招生 137 人，专业学位拟招生 188 人；非全日制硕士拟招生

83 人。最终计划以教育部下达为准。

二、复试条件

（一）凡参加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

符合下表条件的，且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均有资格参加复

试。

表 1：2021 年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基本分数要求

报考类别、专业 总 分
政 治、

外语
业务课

学术型 全日制

体育人文社会学 287 35 166

运动人体科学 282 35 177

体育教育训练学 283 35 162

民族传统体育学 291 39 176

休闲体育学 295 37 180

体育新闻传播学 288 35 161

运动康复 319 42 193

运动医学 299 4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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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

位型

全日制
体育硕士（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287 35 159

新闻与传播 355 53 80

非全日制
体育硕士（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281 35 105

（二）符合国家规定，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提交调剂志

愿并经我校同意接受复试的调剂考生（调剂办法见中国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

三、复试原则

复试是进一步考查考生的专业知识、专项技术和综合素质的

重要环节，是录取工作的重要依据。我校将本着“按需招生、德

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精神和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进行复试与录取工作。

四、复试形式及时间

复试将采取远程网络考试的形式。面试使用学信网远程面试

系统，笔试使用学信网在线考试系统。

复试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0 至 12 日。

五、复试组织管理

成立由校领导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下设复试工作

小组。

（一）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对本校复试工作的领导、监

督和统筹管理，研究决定重大问题。

（二）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制订复试录取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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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指导各专业复试小组进行相应考核工作。

（三）专业复试小组在招生领导小组及复试工作小组指导

下，具体实施面试和综合能力等内容的考核。负责制订考生面试

和实践能力考核的程序、内容和评分标准。复试应做到要求、办

法和结果三公开。

六、远程网络复试内容

（一）专业笔试（100 分）

使用学信网在线考试系统，各专业方向笔试科目详见招

生简章中的“复试笔试科目”。

（二）英语口语听力面试（100 分）

内容包括英语短文朗读和对话。

（三）专业面试

1.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休闲体育学、体育

新闻传播学、运动康复学、运动医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等学科类专业和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面

试，两个内容在一起考试，各占 100 分，共 200 分。

专业知识面试重点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

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综合素

质面试是考查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和能力、

言谈举止、表达和礼仪，以及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

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2.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和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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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专业领域等术科类考生按照研究方向分组进行面试，

专业面试含两个内容：

（1）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面试 100 分，其中专业知识

75 分，综合素质 25 分。

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面试考查考生专业理论知识和在本专

业领域发展的潜力，以及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创新精

神和能力、言谈举止、表达和礼仪，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

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2）运动技能测试 100 分。

专业技术测试重点考核考生专项运动技术水平。

（四）在线笔试要求

在线笔试为闭卷考试。考试采用双机位，考生的第二机

位应从考生身后 45 度拍摄，考生不得有故意遮挡考试屏幕

等行为，第二机位对笔试全程进行录像并由考生于考试后规

定时间内提交。在线笔试必须在独立（无其他人在场）的房

间进行，考生桌面不得放置任何资料，不得登录互联网搜索

答案，不得接受他人协助。考试后监考员将复审录像。如发

现任何作弊行为将取消考试成绩，不予录取。

（五）远程面试要求

网络面试全程进行录像。具体要求如下：

1、依据考生专业或方向抽签产生复试考官组。英语面

试每组考官 2 人，专业面试每组考官一般不少于 5 人，考官

集中在考室评分。面试前考生须通过系统进行人脸识别、人

证比对，考务人员核实考生身份，面试期间考生全身需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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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考生采取前后双机位视频，不得查阅任何资料。任何

人员不得对考生有任何提示，否则以作弊处理。

2、英语面试分为朗读和对话两部分，考生先朗读英语

短文，然后与考官进行英语对话。

3、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面试每个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

为 20 分钟，专业理论面试考生先进行抽题，回答所抽题目

后，再回答考官提出的其他问题。

4、运动技能测试以评价考生运动技能录像的方式考核，按

照研究方向制定运动技能考试内容及评分标准，考生须按照录像

要求录制并按时提交，否则不予评价。

提交的录像视频必须先手持身份证清晰对比头部和全

身后再进行运动技能展示，使用 MP4 格式，视频清晰度要求

达到 720P，原录像不得进行剪辑。

5、同等学力考生（专科毕业或本科结业）需进行两门

加试，形式为在线笔试。同等学力加试每门满分均为 100 分，

任一门成绩低于 60 分的不予录取。

七、体检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执行。考生下载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体格检查表》自行前往二甲以上医院

进行体检，并将体检表于复试前通过面试系统提交。

八、录取原则及办法

（一）总成绩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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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专业和非全日制：初试成绩 0.7，复试成绩 0.3。

术科类专业：初试成绩 0.6，复试成绩 0.4。

（术科类专业指含运动技能测试的专业）

（二）录取时一般根据招生计划、师生比和导师的指导能力

确定各专业或方向的录取数。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

民族传统体育学、运动医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运

动康复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考生分别按该专业的入学考

试总成绩排序；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按照各研究方向入学考试总

成绩排序，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不区分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专业领

域按照各研究方向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序；非全日制体育硕士不区

分专业领域按总成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第一志愿报

考我校的优先排名录取，调剂的续后排名录取。调剂考生中优先

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者。总分相同则以第一志愿报考我校或第

一志愿报考该专业的考生优先录取）。

（三）对有特殊才能和突出贡献的考生，如在国际或国内体

育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或在相关领域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文

等，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申请优先或破格录取。

（四）考生报考资格审查在复试前进行，考生应按照要求提

交材料，若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考试违纪、作弊、体检或

思想道德品质等不符合要求，一律不予录取。

九、调剂

今年我校部分专业仍有缺额，可接收调剂，额满截止。考生

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进行申请。按照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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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调剂考生调入专业必须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

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初试科目应与调剂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

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

目相同。具体如下：

（一）全日制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接收报考外单位相同专业

或相近专业的考生调剂，要求考生本科为新闻类专业毕业。

（二）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接收报考本单位全日

制和外单位的考生调剂，要求考生本科为体育类专业或有专业背

景。报考我校全日制研究生的考生达到我校全日制复试分数线的

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确认接收后，其复试内容

不变，仍同原专业或方向考生一同复试，先参加全日制排名录取，

若全日制未能录取再参加非全日制排名录取。报考我校全日制考

生申请调剂到我校非全日制也必须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调剂系统进行申请。

（三）运动医学专业接收报考外单位相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

考生调剂，要求考生本科为医学类专业毕业。

十、疫情防控

为做好防疫工作，确保复试安全和考务人员健康，将准备必

须的防疫物资，进行健康调查、体温测量和考场消毒等。

十一、应急处理

（一）考生端网络故障。复试过程中，如遇网络或信号等原

因造成的通信效果不佳或中断等故障时，考生先检查自己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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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络环境，若在 30 秒内重新登录上可继续考试，否则将进入

暂缓名单，责任由考生自负。

（二）面试系统故障。若考场面试系统故障，我校会安排老

师及时联系考生，按照突发情况预案，启动备用系统进行妥善处

理，确保考生完整参加面试。

十二、监督和复议

（一）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学校研究生复试工作

小组对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复试结果全面负责，加强对复试

录取工作过程的监督，严肃处理违纪违规事件。

（二）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对复试工

作进行全面、有效监督。处理网络异常和软件异常导致考试终止

的情况，判断考生是否能继续参加考试，要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判

定。

（三）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工作办法、

复试结果等信息应及时公示。

（四）实行复议制度，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通。

受理投诉和申诉时间是考试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投诉、申诉电

话：020-38026838（联系人：沈彩群）、020-87553731（联系人：

张明有）、020-38025613（联系人：李天豫）。对投诉和申诉问

题经调查属实的，由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责成复试工作小组或专

业复试小组进行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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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学费与奖助学金

我校 2021 级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学费每生每学年 8000 元，

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研究生学费每生每学年 10000 元，非全日制研

究生学费每生每学年 12000 元。

全日制研究生可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生 20000 元/年，

覆盖面 2%左右）、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 100%，分为三等，

最高每生 7500 元/年，最低每生 1500 元/年）、研究生国家助学

金（覆盖面 100%，每生每年 6000 元）等奖助学金，另外还有助

管、助研、助教和助理辅导员等系列奖助学政策。

十四、本办法未详尽之处，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2021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