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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东大学 

研究生教育简介 

鲁东大学是隶属于山东省人民政府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硕士

研究生培养单位。学校坐落在黄海之滨的“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烟台市，占地 2300余亩，

校舍建筑面积 97.83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245万余册、电子图书 514万种，固定资产总值 25.17

亿元。 

学校设有 21个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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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个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设有 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国家级大学生实践教

育基地，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部级研究中心（基地），6个山

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以及 2个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学校自 1999年起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2013年开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近年来，学校研

究生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现有博士后流动站 1个、博士点 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13个，二级学

科硕士点 77个。拥有教育硕士、体育硕士、翻译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应用心理硕士、工

程硕士等 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包含 23个招生专业领域。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 1700

余人。 

学校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的研究生导师队伍。现有研究生导师 300余人。其中，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员 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7人，山东省“泰山学者”

特聘专家（海外特聘专家）4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2人，入选“省智库高端人才首席专家”

1人、入库专家 2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6人，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人，齐

鲁文化英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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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6人，山东省教学名师 13人。近年来，先后有 9位导师荣获“山东

省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有 17位导师荣获“全国优秀教育硕士指导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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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和学

业奖助体系。 

截止到 2017年 9月，学校已招收各类型研究生 6200多人，有 4000多人完成学业获得学位。

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山东省、特别是胶东半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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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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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应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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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专业领域例外），其中

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制为 2 年，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制为 3 年，其他专业学位（含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的学制均为 3年。 

教育硕士、体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应用心理硕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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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为 8000 元/年，

非全日制为 9000元/年。 

3.被我校录取的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享受每月 900 元的助学金。另外，在校全日制

研究生每年可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000元），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 10000元，二等 5000

元，三等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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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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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奖学金。“优秀生源”包括：我校接收的推荐免试生；毕业于“985”、“211”院校（不含其

下设独立学院和分校）全日制应届本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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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被录取且为全日制学习方式的考生，可享受减免第一学年住宿费的优

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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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

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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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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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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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试科目见招生简章。 

六、2018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或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

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能够按期获得毕

业证的证明方可报考。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本科生，现场确认结束后必须在我校规定

的时间段内，向我校研招办提供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出具的成绩单（请务必在现场确

认前复印并留存以备后用），本人签订承诺书后方可予以准考。 

七、在校研究生报考需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八、报考教育管理专业（专业代码：045101）的考生工作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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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 5年以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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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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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下不同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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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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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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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内到自己网报所选择的报名

点交费、照相确认网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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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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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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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无法通过，请及

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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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弄虚作假或信息填报错误而导致无法参加考试者，责任由考生自负。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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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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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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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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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联系电话：0535-6672404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思维 

02（全日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

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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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

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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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与实践 

02（全日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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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思想政治教育 

02（全日制）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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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2学科教学（思政）（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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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教育科学学院 108 联系电话：0535－6672189  

★040100教育学 

01（全日制）问题青少年教育 

02（全日制）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

践 

03（全日制）教师教育研究 

04（全日制）高等教育与政策法律 

05（全日制）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评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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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2（全日制）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03（全日制）认知与应用心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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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1 教育管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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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803教育管理学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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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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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教

育学、教育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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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④832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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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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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400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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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学力加试： 

①心理学史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 

003体育学院 45 联系电话：0535－6686251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01（全日制）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02（全日制）一般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 

03（全日制）大众健身与体育文化 

04（全日制）人体运动信息采集与器材

开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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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12学科教学（体育）（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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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201 体育教学（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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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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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文学院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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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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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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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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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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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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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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学综合 

②写作 

005外国语学院 65 联系电话：0535－6663329  

★050200外国语言文学 

01（全日制）英美文学（英） 

02（全日制）理论语言学（英） 

03（全日制）应用语言学（英） 

04（全日制）翻译理论与实践（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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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考翻译与文学；02、03、04

方向考翻译与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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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全日制）东亚语言与文化（日）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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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翻译、

文学与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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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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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历史文化学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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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 

04（全日制）历史文献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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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区国别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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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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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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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 38 联系电话：0535－6656297  

★070100数学 

01（全日制）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02（全日制）系统控制与优化 

03（全日制）应用概率统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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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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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812数学教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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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8 联系电话：0535－665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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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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00物理学 

01（全日制）分子结构、光谱和反应动

力学 

02（全日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03（全日制）新型材料和器件的设计与

制备 

04（全日制）光电信息理论与应用 

05（全日制）复杂体系的理论、模拟与

计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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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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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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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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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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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分析化学 

080502 材料学 

01（全日制）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2（全日制）纳米材料与加工技术 

03（全日制）吸附分离材料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16有机化学或 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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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6学科教学（化学）（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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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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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204材料工程（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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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40 联系电话：0535－6681184  
★070500地理学 

01（全日制）河口海岸过程分析与应用 

02（全日制）区域水土资源利用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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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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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10学科教学（地理）（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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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生命科学学院 41 联系电话：0535-6685003  
★071000生物学 

01（全日制）动物生物学 

02（全日制）细胞生物学 

03（全日制）微生物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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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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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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全日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1300生态学 

01（全日制）生理生态学 

02（全日制）种群和群落生态学 

03（全日制）保护与恢复生态学 

04（全日制）分子生态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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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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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7学科教学（生物）（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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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艺术学院 26 联系电话：0535-6672708  

★130400美术学 

01（全日制）绘画创作与实践研究 

02（全日制）综合艺术研究 
6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16中国美术史 

④825外国美术史 

复试科目： 

①笔试 

水墨人物写生（01方向选考，

四尺整纸） 

素描半身像（01、02 方向选

考，四开） 

综合艺术创作（02方向选考） 

视觉艺术创作（02方向选考） 

②面试 

同等学力加试： 

①色彩 

②速写 

045111学科教学（音乐）（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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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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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13学科教学（美术）（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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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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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6 联系电话：0535－6681196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全日制）分布式网络化系统建模与

优化 

02（全日制）多元媒体技术与计算智能

03（全日制）智能感知与模式识别 

04（全日制）信息物理融合与分布式计

算 

05（全日制）知识发现与智能决策支持

系统 

6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2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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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014土木工程学院 23 联系电话：0535－6696971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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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土力学 

②材料力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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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修订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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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修订版。 

复试科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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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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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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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外国教育史》王天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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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萍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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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颖编，人民教

育出版社 2009年；《教育研究方法导论》裴娣娜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加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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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颖编，人民教育出版

社 2009年；《教育研究方法导论》裴娣娜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 

★077100心理学 

初试科目：《普通心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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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雪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7版；《心理统计与测量》郑日昌，人民教育出版

社 2008 版；《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董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版；《管理心理学》卢盛忠，浙江教育出

版社 2009版。 

复试科目：《社会心理学》章志光、金盛华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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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版；《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叶浩生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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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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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加试科目：《教育概论》（第 2 版）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学校管理心理学》陈安福，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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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版）张剑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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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版）张剑平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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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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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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400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参考应用心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的考试大纲。 

复试科目：《心理与教育测量》（修订本）戴海崎、张锋、陈雪枫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加试科目：《心理学史》叶浩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董奇著，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003体育学院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初试科目：《学校体育学》（第二版）潘绍伟、于可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运动生理学》（第二版）

邓树勋、王建、乔德才，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复试科目：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黄汉升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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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学校体育学》（第二版）潘绍伟、于可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复试科目及加试科目同 045201体育教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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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杨文轩，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黄汉升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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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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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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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02、03方向：《现代汉语》（增订五版）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古代汉语》（修订本）

郭锡良等编著，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陆俭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现代语言学流派》冯志伟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 

加试科目：《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普通写作学教程》（第四版）路

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现代汉语》黄伯荣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中国文学作品选》郁贤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4年。 

复试科目：《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朱绍禹，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加试科目：《普通写作学教程》（修订二版）路德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 3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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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请参考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的考试大纲。 

复试科目：《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加试科目：《普通写作学教程》（修订二版）路德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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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category=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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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外国语学院 

★050200外国语言文学 

初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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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01、02、03、

04 方向）；《新大学法语》（1-3册）李志清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第 1版（01、02、03、04方向）；《中国

翻译》（近三年各期含翻译实践的栏目）（01、0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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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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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4方向）；《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基础日语辅导全书》（最新版），李光贞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05方向）；《日本語の実態――標準語共通語方言》李晨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年（05方向）；《新日本文学史》三好行雄 秋山虔 编著，文英堂 2010年第 14版（05方向）。 

复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加试科目：不指定参考书目。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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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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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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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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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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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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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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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启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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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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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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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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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姚启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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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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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0化学 

初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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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有机化学教程》（第二版）郝爱友、孙昌俊、曲荣君等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复试科目：《有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兰州大学编，王清廉、高坤、许鹏飞等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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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第五

版 上册）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080502 材料学 

初试科目：《精编有机化学教程》（第二版）郝爱友、孙昌俊、曲荣君等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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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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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106学科教学（化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现代化学课程与教学论》韩庆奎等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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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204 材料工程（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第二版）顾宜（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年。 

复试科目：《有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兰州大学编，王清廉、高坤、许鹏飞等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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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光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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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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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试科目：《自然地理学》(第三版)伍光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人文地理学》王恩涌等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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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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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吴相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加试科目：《生物统计学》杜荣骞，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发育生物学》Müller W A 著，黄秀英等译，高

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071300生态学 

初试科目：《基础生态学》（第二版）牛翠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三版）吴

相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植物生理学》（第六版）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复试科目：《生态学》(下篇)林育真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生态学实验与实习》（第二版）杨持主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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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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生态学实验教程》（第二版）付荣恕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0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 071000生物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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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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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钰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同 071000生物学专业。 

012艺术学院 
★130400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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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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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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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初试科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包含：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主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二版)唐朔飞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复试科目：《C程序设计》（第四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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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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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汤小丹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年。 

014土木工程学院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工程地质》(第 2版)倪宏革、周建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复试科目：《土木工程概论》叶志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加试科目：《土质学与土力学》（第 4 版）袁聚云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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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