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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1/2021_2022__E7_A6_8F_

E5_BB_BA_E5_B8_88_E8_c75_111153.htm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

［2005］36号文件精神，2005年我校继续招收高等学校教师在

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具体事宜如下：一、招生专业和招

生计划1.政治经济学；2.经济思想史；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4.教育史；5.体育教育训练学；6.文艺学；7.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8.汉语言文字学；9.中国古典文献学；10.

中国古代文学；11.中国现当代文学；12.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3.音乐学；14.专门史；15.中国近现代史；16.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17.自然地理学。每个专业招收30人。二、报考条件

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教学工作满2年以上，具有

较好教学水平的高等院校基础课、公共课（含“两课”、体

育教育、艺术教育、国防教育）、专业课教师以及高职、高

专、新升格院校教师。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2005年7月31

日。除因其他院校没有所报考学科、专业或本地区无可选择

院校等原因，考生一般不得报考本校。三、报名方法：资格

审查→网上报名→现场拍照与信息确认。1.资格审查（1）资

格自审。报考我校的考生须认真阅读报考条件，确定自己是

否符合报考资格。如符合报考条件，则可参加网上报名-----

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并填写、寄送有关报考材料；如不符合

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即使报名参加考试成绩合格，也

不予录取，并不退还报名费等费用，责任由考生自负。（2）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通过互联网下载（网址

为http//www.cdgdc.edu.cn 或http//www.fjnu.edu.cn/yjsc）《200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以下简称《资

格审查表》），并如实、完整填写《资格审查表》（必须由

本人亲自手写，不得打印）一式3份(其中1份自己留存)，分

别贴上同底一寸免冠、近期、正面照片一张，照片须加盖单

位公章。《资格审查表》须由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

荐意见和加盖公章。考生务必于2005年7月31日前将以下材料

（须用B5纸张统一装订）邮寄至我校研究生处学位管理科。

如果所提交的材料不完整，将被视为手续不全，不得参加入

学考试。① 填写完整、有效并在照片上加盖单位公章的《资

格审查表》一式2份（该表用A4纸张）；② 工作证复印件1份

；③ 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④ 身份证

复印件1份；⑤ 不在我校现场照相的考生须通过邮局邮寄30元

（汇款人应是考生姓名）用于专业课命题、制卷、阅卷等工

作。资格审查通讯处：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学位管理科2.

网上报名符合报考条件的本省考生应于7月中、下旬通过互联

网登陆网址http//www.fjnu.edu.cn/yjsc填写、提交报考信息。

在网上报名时间内可随时浏览、修改、打印本人报名信息，

请报考者牢记网上报名编号（现场拍照时须提供）。符合报

考条件的外省考生可登陆所在省学位办指定的网址填写、提

交报考信息。3.现场拍照与信息确认符合报考条件并已在网

上报名的本省考生于2005年7月2831日由本人携带报名费160元

和身份证到我校吕振万楼二层会议室（三县洲大桥头旁）现

场拍照、缴交报名费与信息确认，办理报名手续（不能代报

或函报）；外省报考者可到所在省学位办指定的时间、地点

现场拍照、缴交报名费与信息确认，办理报名手续。四、考

试时间、地点1.时间：2005年10月22－23日。2.地点：见准考



证（详细地址可在考前2天上网查询）。五、培养方式半脱产

在职兼读，学习年限二年半，其中课程学习必须在我校脱产

学习一年。六、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1.考试科目：政治理论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英文名称为Graduate

Candidate Test，以下简称“GCT”）、专业课、专业基础课

，共计4门。其中，政治理论、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由我校单

独组织命题，GCT参加全国联考。“GCT”试卷由四部分构

成：语言表达能力测试、数学基础能力测试、逻辑推理能力

测试、外国语（语种为英语和日语）运用能力测试。“GCT

”试卷满分400分，每部分各占100分，考试时间为3小时。专

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共一张试卷，满分150分。政治理论课入学

考试不安排在2005年10月2223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2.参考

书目学科专业考试科目参考书目所有专业GCT《硕士学位研

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2005年版）》。25元/本，政治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陈征、李

建平、郭铁民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经济学院

办公室可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薛守琼主编，厦门大

学出版社，1998年版。经济思想史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

础《资本论》（1-3卷），《资本论解说》（1-3卷）陈征，福

建人民出版社（经济学院办公室可购）/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

础》薛守琼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苏振芳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年2月版/《马克思主义哲学》郑又贤主编，福建教育出

版社，2004年版。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学《中国教育史》

黄仁贤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教育学基础》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校体育学/教育学《学校体育学》李祥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教育学基础》全国十二所重点师

范大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文艺学文艺理论/中

国文学《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教出版社/《中国

古代文学》袁行霈，高教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

（1917-1997）朱栋霖，高教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古典文学30%，现代文学35%

，当代文学35%）。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同汉语言文字学专

业同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

语言学理论①《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0。②

《现代汉语》黄伯荣，高教出版社,增订版。《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中国古典文献学同中国

古代文学专业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中

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高教出版社；或《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人

民文学出版社；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袁世硕，人民文

学出版社；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上海古籍出

版社。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中国文学①《文学理论教程

》童庆炳主编，高教出版社。《文学理论新读本》南帆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②《中国古代文学》袁行霈，高教出版

社；《中国现代文学1917- 1997》朱栋霖，高教出版社(中国

文学科目分数比例：古典文学30%、现代文学35%、当代文

学35%)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史/中国文学《世界文学

简史》李明滨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中

国古代文学》袁行霈，高教出版社（古典文学50%）；《中



国现代文学》（1917-1997）朱栋霖，高教出版社（现代文学

、当代各25%）；音乐学中西音乐史/音乐分析《中国古代音

乐史稿》杨荫浏著，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纲》汪毓和著，人民音乐出版社。《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

，上海音乐出版社。《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叶松荣著，福

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曲式与作品分析》吴祖强，

人民音乐出版社。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

》朱绍侯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近代史教

程》郭豫明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中国现代史》

魏宏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版。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通史同专门史专业。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物

理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上、下册）付献彩等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有机化学》（上、下册）曾昭琼等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自然地理学中国地理/普通自

然地理《中国地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赵济主编，高教

出版社，1999年（同04年）。/《自然地理学》伍光和等，高

教出版社，2000（同04年）第三版。 七、其它1.高校学校教

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代码：910100。2.考生被录取后，修完

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取得规定的学分，完成

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可授予相应学科的硕士学

位。3.培养经费15000元(包括课程学习和论文指导、评阅和答

辩等费用)。4.需了解招生有关事宜，可通过我校研究生处主

页（http//www.fjnu.edu.cn/yjsc）中“学位管理”下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