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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2019〕6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号）、《华

中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校发〔2020〕38 号）等文件要求，为切

实做好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梁伟军

组 员：胡丰顺 李恺 吴春梅 李凤兰 李厚刚 郭琰 朱清海 石武英

秘 书：邱泽媛

（二）招生工作督导小组

组 长：程华东

组 员：吴珊 吴斌

（三）学科专业复试小组

学科专业复试小组由本专业不少于五名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复试小组组长

原则上由各二级学科责任人担任，复试小组组长全面负责该小组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四）受理考生申诉渠道

受诉电话：027-87280964

受诉邮箱：my2012@mail.hzau.edu.cn

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复试录取工作，招生工作督导小组负责监督及受理申

诉等工作。

二、招生计划及复试分数线、复试名单

（一）招生计划：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年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计划内招生指标 26人，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人，推免生 2人。招生计划具体分配如下：

专 业 计划招生人数 推免人数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 1

思想政治教育 9 1 1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4

合计 2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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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推免生不占 2020年计划内招生指标。

（二）复试分数线、复试名单：根据《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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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线）》（法学门类），结合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计划，原则上

按照不低于招生计划 120%的比例确定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名单。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名单见

附件。

三、复试方式、复试内容和复试时间

（一）复试方式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本次复试采取网络远程复试方式。复试主系统为 ZOOM系统

（http://zoom.edu.cn），备用系统为腾讯会议。复试平台测试（一般在正式复试前 3天进

行），请考生提前按学院要求做好准备配合测试，如有困难，及时向学院反映，做好沟通。

设备及网络要求：面试设备，1 台电脑或 1 部手机（电脑须带摄像头、麦克风），建

议使用电脑；监控设备，1 台电脑或 1 部手机（电脑须带有摄像头）。网络信号质量满足

视频通话需求。具体参见《华中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须知》

http://yjs.hzau.edu.cn/info/1189/4844.htm。

环境要求：考生需要在安静明亮的房间独立进行远程面试，周围环境不得对复试产生

干扰。复试过程中，复试房间内除本考生不能有其他人员，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得

由他人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

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机位设置与仪表要求：考生的面试设备，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中，保证

面部清晰可见，不佩戴口罩和耳饰，头发不可遮挡耳朵。监控设备从考生侧后方拍摄（与

考生后背面成 45°角），确保可拍摄考生本人和电脑屏幕。

纪律要求：除复试需要打开的软件，不允许再运行其他网页或软件，设备须处于免打

扰状态，保证复试过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或打断，不得与外界有任何音视频交互。复试期

间考生不得录屏录音录像。复试期间如发生设备和网络故障，应立即联系报考学院，根据

要求启用备用系统或其他操作。

（二）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为外语考核、专业知识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受疫情影响，本次复试取消专

业知识笔试考核。外语考核、专业知识考核与综合素质考核全部采取面试形式进行，专业

知识考核与综合素质考核在复试中一并进行。

1.外语考核

主要测试考生的英语听、说、读、译能力和专业英语基础。

2.专业知识考核

（1）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2）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发展动态的了解程度以及在本专业的发展潜力；

（3）考核考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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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素质考核

（1）全面考察和综合评价考生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身心素质、学业知识、专业素

质、创新潜质等；

（2）全面考察考生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三）复试时间

1.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时间：2020年 5月 15日（周五 ）上午 8：15开始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时间：2020年 5月 16日（周六 ）上午 8：15开始 下午 2：30开始

3.思想政治教育

时间：2020年 5月 17日（周日）上午 8：15开始 下午 2：30开始

4.英语

时间：2020年 5月 15日（周五）下午 2：30开始

注：以上复试时间是指第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如果学院有关专业需要组织调剂复试，

调剂复试需教育部调剂平台开通后进行，调剂信息和调剂复试时间将在学院门户网站、研

究生院网站等及时公布。

四、复试程序

（一）资格审核

正式复试前，参加复试的考生应进行相关资格审核，资格审核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复

试。入学后 3个月内，学院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

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1.资格审核材料

（1）二代居民身份证（电子版）、准考证（电子版）；

（2）应届考生提供学生证或学籍认证报告（电子版），往届考生提供学历学位证书或

学历认证报告（电子版）；

（3）其他证明材料（可以提供，不作要求），如奖励、论文材料、技能证书等；

（4）发现以下任一情况，均不予复试及录取：

①报名条件不符合教育部和学校相关规定的；

②提供虚假信息的；

③资格审核材料不全的；

④其它不符合教育部研究生招考政策规定的。

2.签订《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电子签名）

（二）面试流程

考生应按复试时间参加复试，考生不按时参加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每位

考生远程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30分钟（不包括英语面试时间），英语面试时间约 10分钟。

复试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资料，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录取资格，

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学院在必要时可对相关考生再次复试。基本面试流程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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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考生按复试次序抽题——自我介绍、回答抽中考题——面试导师

提问、考生作答。具体流程如下：

第一步：宣布复试办法，介绍录取名单确定办法；

第二步：介绍学科点招生导师的基本情况；

第三步：抽签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

第四步：按顺序随机抽取复试试题，参加专业考核和综合素质考核的考生在抽取试题

后准备约 7分钟开始面试；参加英语考核考生在抽取试题后准备约 1分钟开始面试；

第五步：参加专业考核和综合素质考核考生自我介绍（约 1分钟）、回答抽中考题（约

15分钟）；参加英语考核考生自我介绍（约 1分钟）、回答抽中考题（约 4分钟）；

第六步：专业考核和综合素质考核面试导师提问、考生作答（约 7分钟）；英语考核

面试老师提问、考生作答（约 4分钟）；

面试时需携带准考证、身份证，证件不全者不予复试。

（三）体检

复试体检安排入学期间在校医院进行，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按教育部相关文

件进行处理。

五、复试成绩与录取

（一）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分。外语考核占 20%，专业知识考核占 40%，综合素质考核占

40%。即：复试成绩=英语×0.2 +专业考核×0.4+综合素质×0.4。复试成绩不合格者（复试成

绩低于 60分），不予录取。

（二）录取成绩

录取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按权重相加换算为百分制。其中初试成绩占录取成绩

的 70％，复试成绩占录取成绩的 30％。即：

3.0复试成绩7.0
5

初试总成绩
录取成绩 

（三）拟录取名单的确定

1.录取成绩公示：面试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

（http://mks.hzau.edu.cn/）公布录取成绩。公示期 3日内学院接受考生申诉，申诉电话：

027-87280964。

2.录取成绩公示无异议后，学院根据计划内指标，严格按录取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

拟录取名单，拟录取名单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http://mks.hzau.edu.cn/）进行公示。

（四）录取

拟录取名单公示无异议后，将其上交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审核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由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讨论确定录取结果并上报教育部，最终录取结果以教育部审核通

过的结果为准。

（五）申诉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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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对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招生工作督导小组提出申诉。学院招生工作督

导小组组织核查后，在三个工作日内答复申诉人。考生对学院答复仍存有异议，可向学校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申诉。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组织复查，如申诉情况属实，由学校研究

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复议并给予答复。

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27-87281816，Email:yjs10504@mail.hzau.edu.cn；信访

举报监督平台：http://jbts.hzau.edu.cn.

六、调剂工作

（一）调剂程序。学院首先复试第一志愿考生，根据复试结果和招生计划，确定调剂

缺额信息和调剂要求并及时发布；根据规定选拔确定进入复试的调剂生名单并按要求公

示；调剂生复试程序与第一志愿考生基本相同，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及时公示。

（二）调剂要求。第一志愿上线生充足的专业先组织第一志愿考生复试，仍未录满的

可以组织调剂，录取调剂考生比例不得高于录取第一志愿考生比例；调剂生复试资格线不

低于第一志愿考生复试资格线，且生源背景应满足录取专业要求。全日制专业可调剂到非

全日制专业录取，调剂非全日制考生必须为在职定向就业人员；原则上非全日制专业不得

调剂到全日制专业录取。

学院将严格审查执行考生调剂基本条件和要求，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

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学院应当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不以

考生提交调剂志愿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非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据；不按单位、行业、地

域、学校层次类别等限定生源范围，也不设置其他歧视性条件。

（三）网上办理。学院接收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也包括接收

本单位内部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调剂服务系统”进行，未经过该系统

调剂，录取的调剂生无效。学院每次开放调剂系统的时间不低于 12小时，锁定考生调剂

志愿时间不超过 36小时。

（四）自愿调剂。在复试录取时，根据招生简章、综合成绩、考生意愿等，确定考生

的学习方式，录取后不得更改。将全日制考生调剂录取为非全日制研究生，要充分尊重考

生意愿，要根据文件《关于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向其详细解释

学校管理工作相关内容。

（五）统一审核。拟录取通知须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审核后发送给调剂考生。

七、其它事项

（一）复试通知。学院将以电话形式和 QQ 复试群方式通知参加复试的考生，请考生

务必保持手机和 QQ畅通。

（二）复试中面试须做好记录，复试结束后连同各个环节的成绩和录取成绩一同报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严格过程监管，学院全程通过复试平台进行录音录像，录像材料统一提

交研招办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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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研究

12 华** 105040211437419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71 72 101 130 374

13 陈** 105040211437410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79 64 113 115 371

14 冯** 105040211437415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74 62 108 126 370

15 白** 105040211437408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69 66 114 120 369

16 冯** 105040211437414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75 61 103 129 368

17 朱** 105040211437456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73 61 112 122 368

18 顾** 105040211437462 思想政治教育 78 73 124 120 395

19 余** 105040211437476 思想政治教育 77 56 121 137 391

20 李** 105040211431119 思想政治教育 79 59 122 128 388

21 袁** 105040211437477 思想政治教育 72 63 119 133 387

22 董** 105040211431118 思想政治教育 82 57 109 134 382

23 陈** 105040211437459 思想政治教育 76 66 113 115 370

24 孟** 105040211431120 思想政治教育 73 63 108 118 362

25 付** 105040211437461 思想政治教育 72 65 100 117 354

26 王** 105040211437468 思想政治教育 75 50 102 114 341

27 王** 105040211437472 思想政治教育 71 59 76 119 325

28 叶** 105040211437475 思想政治教育 71 38 81 95 285

29 姜** 105040211437484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77 72 115 130 394

30 赵** 105040211437492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80 64 114 136 394

31 代** 105040211437481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78 55 109 124 366

32 侯** 105040211437483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76 51 106 117 350

33 赵** 105040211437491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71 52 101 115 339

34 闫** 105040211437489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64 47 96 122 329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