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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院 2022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一）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硕士生复试录

取工作，制订招生政策，分配招生计划，处理招生问题，相关工作

人员负责研究生招生具体事务的组织落实。 

（二）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专班，统筹负责本单位疫

情防控和研究生复试工作。专班成员包括实验室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各研究方向带头人、各命题小组和复试小组负责

人、远程复试技术支持人员、研究生秘书等。 

（三）抽调专职教职工组成若干专项工作组，配合研究生复试

录取工作。 

二、招生计划 

（一）2022 年我院光学工程计划招生 6 人、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划招生 5人、信息与通信工程计划招生 11 人，电子信息专业硕

士全日制计划招生 45 人 

三、复试基本要求 

学科代码 单科（满分=100 分） 单科（满分＞100 分） 总分 

080300 光学工程 45 70 300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45 70 300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45 70 300 

085400 电子信息 50 80 345 

 

四、复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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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我院硕士生复试采用远程网

络方式。原复试方案中所列的复试项目，包括专业课笔试、综合素

质面试、英语听力及口语水平测试等，在保持考核内容、考核标准、

分值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全部通过网络方式进行，其中笔试科目通

过网络笔试+口试相结合形式考核。 

（二）网络复试过程中，根据复试平台功能综合运用“人脸识

别”“人证识别”等技术，并通过综合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

“人口信息库”“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库”等措施，加强对考生身份

的审查核验，严防复试“替考”。建立健全“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

序”“随机确定导师组组成人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

工作机制。网络复试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方式将另行通知。 

（三）指定专人负责远程网络复试系统维护，在复试前加强对

复试小组成员的培训。安排专人负责逐一联系考生，了解考生是否

具备远程网络复试条件，对有特殊情况、无法满足远程网络复试要

求的考生，须由考生本人提出申请，汇总后报学校审核，以确定合

适的复试方式。考生联系情况根据学校要求做好书面记录。 

五、复试试题命制 

（一）根据复试方案对笔试科目进行试题命制。根据考试科目

组建相应的命题小组，各命题小组成员不得少于 2 人，其中 1 人

为组长。命题人员选派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的人

员担任，每位命题人员一般只能参加一门考试科目的命题工作。 

（二）结合网络复试方式、学科专业特点、考核目的标准等，

精心设计试题内容。试题命制以原复试方案公布的考核项目、考核

内容为基础，尽可能采用综合性、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确保远程

复试考核科学有效、公平公正。 

（三）命题注重试题表述清晰明确，文字准确简练，不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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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不得出现政治性或科学性的错误。试题内容一般应避免涉及

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 

（四）试题数量要满足网络复试随机抽取的需要，每套试题的

题量适中，各套试题的难度处于同一水平。 

 

六、复试程序 

（一）、资格审查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进行资格审查，不进行资格审查

或审查未通过的考生取消复试资格。 

资格审查形式： 

  采用网络远程审查方式，具体操作方式请关注我院复试 QQ

群 548753529 中的通知。 

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准考证。 

3.个人简述（A4 纸一页写清姓名）。内容包括个人的思想状况、

学习情况、获奖情况、科研情况、社会实践经历或工作业绩等，简

述内容要真实准确，主要用于对考生进行全面考查。 

4.本科阶段成绩单。 

5.报考资格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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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供

能证明其应届生身份的证明，如标明学制的学生证、学校教务主管

部门出具的学制证明、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等。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须提供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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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证（无学位证的可不提供学位证）。持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报

考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

位认证书》。 

（3）在录取当年入学前可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的自

学考试、网络教育、境外教育本科学生，须提供能证明自学考试、

网络教育或境外教育本科生身份的材料。 

（4）以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包括国家承认学

历的本科结业生和国家承认学历的高职高专毕业生，须提供本科

结业证或高职高专毕业证，以及近 3 年内在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

（不含增刊）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与报考专业相关

的高水平或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科研论文 1 篇，或提供与学术论

文相当的其他科研成果 1项。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

硕士中的工程管理[代码为 125601]、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的同等学

力考生无科研成果要求。 

（5）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人员，须提供国家承认的硕士、博

士学位证或相应的学位认证报告。 

（6）在校研究生报考的，须按照以上要求提供相应报考资格

证明材料，并须提供所在学校研究生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

明。 

（7）报名确认时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还须

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8）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还须提供《男性

（女性）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9）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还须提供

《2021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 

（10）符合加分政策的考生，还须提供相关加分项目身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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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合格等证明材料。 

6.《山东大学报考硕士研究生人员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表》。山东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常用表格下载由所在学院辅导员填写打印后，盖学院

党委的公章或档案所在地盖公章 

7.能反映自身科研水平、专业能力、实践能力的证明材料，如

获奖证书、科研成果、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工作表现等材料。 

8. 以上材料扫描后转换为 PDF 格式（包括复试承诺书）将电

子版以报考专业+姓名为邮件主题发送至396669351@qq.com邮箱，

截止时间 3 月 22 日下午 5 点，不提交上述材料者视同放弃复试。 

 

（二）、复试安排 

1.笔试及面试形式： 

笔试及面试均采用网络远程方式进行（腾讯会议），考生应于

复试前准备好 2 个网络视频设备（1 台带摄像功能的电脑+1 部手

机或 2部手机等），一个用于近距离视频面试，一个用于监控复试

场所。复试考生按照复试顺序依次进行笔试内容与面试内容考核，

具体操作方式请及时查看学院复试 QQ 群 548753529 中通知。 

2.笔试与面试时间： 

3 月 26 日上午 8:00 开始，考生须提前 15 分钟调试好网络、

设备与软件进入候考状态，接到通知后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及时参

加笔试及面试。具体笔试考试科目、面试考核内容与参考书目参照

本单位前期公布的复试方案。 

3.复试费收取： 

收取标准为 120 元/人，由学校统一收取 

4.复试总成绩为百分制。对复试总成绩不合格（低于 60 分）

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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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以网络方式进行，加试科目为招生专业

目录中公布的加试科目，加试科目满分 100 分，加试成绩不合格

（低于 60 分）者，取消复试资格或拟录取资格。 

（三）、体检 

考生的体检工作将在开学报到后进行，由山东大学校区医院

负责，体检标准参照国家相关规定”。 

（四）、按照学科（类别）、专业（领域）选派政治素质好，责

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人员组建复试小组，指定复试小组组长。复

试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同一专业组建多个复试小组的，各

复试小组保持评判标准统一。 

七、录取 

根据初试成绩满分 500 分/5*50%+复试成绩*50%=总成绩由高

到低依次录取 

八、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一）我院指定专人，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好考

核工作，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二）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

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三）拟录取名单确定后，拟向考生所在单位函调人事档案

（或档案审查意见）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全面考查其思想政

治和品德情况。函调的考生现实表现材料，需由考生本人档案或

工作所在单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加盖印章。 

九、疫情防护工作 

复试期间提前做好口罩、测温仪、消毒水等疫情防控物资的准

备。并做到： 

（一）统计工作人员、面试人员健康状况。收集工作人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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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人员近期健康状况、返回前 14 天居住史。若有发热、咳嗽、乏

力等症状，或近期有与野生动物或发热咳嗽病人接触史的人员避

免参加。 

（二）做好体温监控。在复试区域入口使用体温枪、快速红外

体温探测仪等测温设施，对所有进入的人员开展体温探测。 

（三）保证口罩正确佩戴。提前调配口罩等防护设备，口罩数

量不低于工作人员、面试人员数量的两倍，将使用过的口罩进行

收集处置。 

（四）加强复试区域通风。保证自然对流通风，若自然通风不

足，应安装足够的机械通风装置（排气扇），确保做到充分通风透

气。空调工作场所应调节足够的新风分配量，并对新风房、过滤网

等进行清洁、消毒 2 次以上。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过长时，

开窗通风 1次,会议间隙场地、家具必须进行消毒。茶具用品采取

开水浸泡消毒。 

（五）增大座位间隔。会议及复试期间，避免人员密集和面对

面就座。 

 

（六）根据疫情发展情况持续更新 

 

 

 

 

 

                                  信息学院 

                                  2022-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