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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一、复试录取工作原则 

1、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 

2、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 

3、严格遵守学校抗疫指挥部、研究生院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执行疫情防控工作。 

 

二、监督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 

联系人：秦老师 

举报邮箱：49534820@qq.com 

举报电话：027-67868567 

 

三、复试小组 

每个专业或研究方向只设立一个复试小组。每组复试老师 5 人，秘书 1 人。 

 

四、复试资格 

1、凡达到文学院规定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2、专项计划复试线由学校确定。 

3、推免生不参加复试。 

 

五、复试时间 

4 月 2 日（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在文学院一楼报到，资格审查。 

考生参加复试需缴纳复试费（100 元/人次）。4 月 9 日前，考生通过华中师范大学财务处

校园统一缴费平台（http://cwzf.ccnu.edu.cn/）缴纳，登录用户名为 15 位数字的考生编号，密码

为考生身份证号后 6 位（登录后选择“其他费用”缴纳）。 

下午、晚上：综合面试 

在文学院的教研室、会议室内举行综合面试。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教学（语文）、中国现

当代文学等专业或研究方向因过线考生较多，面试将从 4 月 2 日下午 1 点开始，持续到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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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方向的面试将从下午 2 点开始。各复试小组的房间号、考生面试秩序、候考安排、疫

情防控举措等，将会提前通知考生。 

4 月 3 日（星期六）： 

上午 8:30-10:30 专业笔试 

上午 11:00-12:30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在文学院指定教室内进行考试，考场号等将会提前通知考生。 

 

六、资格审查须带的材料（材料不齐备者不予复试） 

1、往届毕业生：带本人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军人提供军官证）、本科毕业证书

原件、学位证书原件、本科期间成绩单（有人事档案所在部门盖的红章）、“思想政治表现审

查表”原件（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红章）、教育部学历在线验证报告或学历认证报

告（来源地址：http://www.chsi.com.cn/xlcx/）供审核。同时，将①准考证复印件、②身份证复

印件、③毕业证复印件、④学位证复印件、⑤成绩单原件、⑥ 教育部学历在线验证报告或学

历认证报告打印件按①-⑥的顺序装订好（全部用 A4 规格的纸），收取备查。（以上考生含同等

学力中的大专生和本科结业生） 

2、应届毕业生：带本人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军人提供军官证）原件、就读学校完

整注册的有效学生证原件、就读学校的在读证明原件（有所在院系盖的红章）、就读期间成绩

单原件（有所在学校教务部门盖的红章）、“思想政治表现审查表”原件（所在院系党总支签署

意 见 并 盖 红 章 ） 及 《 教 育 部 学 籍 在 线 验 证 报 告 》 打 印 件 （ 来 源 地 址 ：

http://www.chsi.com.cn/xlcx/bgcx.jsp）供审核。同时，将①准考证复印件、②身份证复印件、③

学生证复印件、④就读学校开具的在读证明原件、⑤成绩单原件、⑥《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

告》打印件按①-⑥的顺序装订好（全部用 A4 规格的纸），收取备查。 

3、同等学力考生：指 2021 年 9 月 1 日前毕业的专科学历考生、本科结业考生。 

4、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须提交《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进行审核。 

 

七、复试方式及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包括“专业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 

1、专业笔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40%），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报考中

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同等学力考生要加试两门本专业主干课程，试卷满分为 100 分，60 分及格，

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加试科目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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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面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60%） 

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长为 20 分钟，考核内容包含外语能力、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测

试三个部分。 

首先，考生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时长不超过 1 分钟），用英语回答面试教师用英语提

出的问题，与面试教师用英语进行交流。英语测试时间约 5 分钟。各面试小组中均有 2 名

教师对考生的外语能力进行打分（满分 100 分）。两位教师打分的平均分即为考生的外语

能力得分。 

其次，考生在指定题库中抽取 2 个与报考专业或研究方向相关的试题，用中文进行口

头回答。学生抽题、回答时长约 5 分钟。在学生答题的过程中，面试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

回答进行追问。各面试小组均有 5 名教师对考生的专业能力进行打分（满分 100 分）。五

位教师对专业能力打分的平均分即为考生的专业能力得分。 

最后，综合素质能力测试阶段约 10 分钟。面试教师对学生提问，学生口头回答。在问

答过程中，全面考察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培养潜力。各面试小组均有 5 名教师对考生的综合

素质能力进行打分（满分 100 分）。五位教师对综合素质能力打分的平均分即为考生的综

合素质能力得分。 

面试成绩 = 外语能力得分×20% +专业能力得分×30%+综合素质能力得分×50% 

另外，各复试小组的 5 位评委还对考生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作非量化的评价。 

3、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成绩 = 专业笔试成绩×40% + 面试成绩×60% 

 

八、总成绩计算办法 

1、复试成绩占考试总成绩的 30%。考生总成绩计算公式为： 

总成绩 =（初试总分 ÷ 5）×70% + 复试成绩×30%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但作为录取参考，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

取。 

3、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九、录取规则 

各专业、研究方向按参加复试考生的总成绩排名，依次从高到低录取。未参加复试的考生

不予录取。复试不合格者（复试成绩 60 分以下）不予录取。 

关于院内调剂考生的录取细则见“十一、接收院内调剂生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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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复试分数线及复试人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复试最低分数线 招生计划（已接

收推免人数） 
复试人数

总分 政治、外语 专业 1、2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355 53 80 114(56) 67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370 47 71 45(24) 26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346 47 71 28(7) 26 

注：复试人数中不含少数民族骨干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等专项计划考生。 

所有过复试分数线考生均可参加复试。确定参加复试的考生请加入“文学院 2021 年硕

士招生复试”群，群号：939422042（申请加群请备注：报考的专业方向+姓名），以便后续

复试事项通知。 

 

十一、接收院内调剂生源信息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 3 个研究方向接受本专业内部其他研究方向考生的调剂申请，调

剂规则如下： 

第一，3 月 25 日至 3 月 30 日中午 12:00 之间，由考生自主申请，向文学院提交调剂申

请表（见附件 2）； 

第二，每个考生只能参加一个研究方向的复试； 

第三，对各研究方向第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分别进行排序，首先从复试合格的第一

志愿考生中根据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确定拟录取名单，再从复试合格的调剂考生中

根据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确定拟录取名单，录满为止； 

第四，经工作人员和考生确定调剂申请之后，不得更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各研究方

向的过线人数与可招生人数详细信息如下： 

方向码 方向名称 可招人数 上线人数 备注 

01 文艺学 9 10  

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 6  

03 汉语言文字学 7 7  

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2 1 接收院内调剂，见附件 1 

05 中国古代文学 11 8 接收院内调剂，见附件 1 

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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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 6  

08 中国民间文学 7 6 接收院内调剂，见附件 1 

09 对外汉语教学 0 0  

注：上表不含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的可招生人数及上线

人数。 

 

十二、其它 

关于复试工作的防疫要求和举措详见后继通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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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学院 2021 年硕士招生院内调剂信息 

接收调剂专业代码 

（方向代码） 

接收调剂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说明 

050100（04）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典

文献学） 

1、本调剂为学院内部调剂，即报考华中师范大学文

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各方向之间的调剂。 

2、院内调剂报名截止时间：3 月 30 日中午 12 点。

调剂申请直接发送至此邮箱：zhaoq8350@163.com 

3、拟调剂考生须填写附件 2《文学院院内调剂生源

信息表》。拟调剂考生只能选择一个专业方向参加复

试。 

050100（05）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代

文学） 

050100（08）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

文学） 

 

 

 

 

 

附件 2： 

文学院院内调剂生源信息表 
 

考生姓名  性别  考生编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一志愿报考研究方向  复试调剂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