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与文化学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复试时间：2017 年 3 月 28 日——3月 29 日

二、复试工作具体安排

（一）相关说明

1、学院根据教育部划定的复试资格线，结合学院考生实际情况，确定本院

的一志愿复试考生名单，调剂复试考生名单以教育部调剂系统为准。

2、学院网站公布一志愿复试考生名单，同时由学院电话通知进入复试的一

志愿考生，调剂考生的通知以调剂系统为准。

3、关于双少生的复试资格，按专业性质要求。

民族学专业双少生复试资格的获得：专业单科初试分数不少于 115 分，初试

专业科目总分不少于 230 分。

中国史专业双少生复试资格的获得：初试专业科目总分不少于 230 分。

（二）3月 28 日 8:00-17:00 复试报到、体检

1、报到地点：吉首市人民南路 120 号吉首大学（砂子坳校区）第一教学

楼四楼历史与文化学院会议室。

2、资格审查：

参加复试考生需携带：

①初试时的准考证；

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③应届本科毕业生：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完整注册后的学生证（高

校教务部门颁发的学生证）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的打印件。成人高校

应届本科生须提供学籍部门开具的预计在 6月底前正常毕业的证明。自学考试和

网络教育应届本科生，须提供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或网络教育高校开具

的能在 6月底前正常毕业的证明。

④往届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的打印件。因毕业时间早而不能在线验证的，需提供教育部《中国高

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⑤同等学力考生：专科毕业证原件、复印件(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或本科结业证原件、复印件。

⑥考生工作、学习单位开具的政审材料（应届生由本科所在学校出具），参

考格式见附件；

⑦120 元复试费，请自备零钱。

双少生除上述材料之外，尚须携带以下材料：

①户口所在地的民族委员会开具的民族成分证明和公安部门开具的户籍证

明；

②工作单位同意定向或委托培养的证明(少数民族应届生还需开具就业意向

证明)；

③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大学生退役士兵计划考生，除上述材料之外，尚须携带以下材料：

1 提交个人《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复印件和《退出现役证》

体检在复试期间进行，由校医院组织，体检费用自行在校医院缴纳（85 元）。

需要学历认证的考生必须现场登录学信网确认相关认证报告，请相关同学提前

在学信网完成相应操作，避免无法完成在线认证或者认证报告影响复试资格。

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考吉首大学研究生处网站发布的复试须知。

（三）3月 29 日全天复试

1、 上午 8:00——10:00 专业笔试（见专业笔试安排表）、政审与心理测

试

（1）考生考前集中

时间：上午 7:45



地点：齐鲁大楼四楼（影视人类学实验室）

内容：讲解复试纪律及相关注意事项

（2）专业笔试

专业课笔试考试时间为 2小时，满分 100 分。

专业笔试安排表：

专业 科目 时间 地点

民族学

民族学通论 3月 29 日 8：00-10：00 齐鲁大楼影视人

类学实验室

文化人类学调

查方法（加试）

3月 29 日 18：00-20：00 齐鲁大楼影视人

类学实验室

中国民族概论

（加试）

3月 29 日 20：00-22：00 齐鲁大楼影视人

类学实验室

中国史
中国通史 3月 29 日 8：00-10：00 齐鲁大楼影视人

类学实验室

2、上午 10:00——12:00 政治素质考核与心理测试

地点：齐鲁大楼四楼茶歇室

3、下午 14:30-18:00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英语测试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英语测试采用面试形式，满分 100 分。每名考生的面

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15 分钟。复试小组每个成员各自独立给考生评分，取算术平

均值为最终成绩。

1、民族学专业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

地点：齐鲁大楼四楼影视人类学实验室

2、中国史专业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

地点：齐鲁大楼四楼茶歇室



（四）场地安排

1、考试试题抽取

地点：学科办

2、考生休息

地点：齐鲁大楼四楼走廊

历史与文化学院

2017 年 3 月 21 日

附件：



吉首大学 2017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政审调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参加复试

专 业

学习或

工作单位

最后学历 毕业单位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何时何地受

过何种奖励

或处分

直系亲属及

主要社会关

系有无重大

问题

思想政治

表现

填表人：

填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党组织填写,政审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

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