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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疫情背景下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以

做好疫情防控为基本要求，以确保考试的安全性、公平性、

科学性为基本原则，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以下简称复试）工作，

在天津音乐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领导下开

展，成立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院研究生招

生工作。 

二、工作原则 

1.坚持“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    

2.复试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政策透

明、规则公平、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    

3.坚持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着力加强对考生创新能力

和专业素养的考查；在德智体能等各方面全面衡量的基础上，

注重对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核；既重视初试成绩，也重

视复试成绩和潜在能力素质。    

4.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意识，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三、划定分数线 

根据国家分数线，结合我院实际，确定我院 2020 年考

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为：各研究方向考生政治、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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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分及以上，业务课一、业务课二 90 分及以上，总分 347

分及以上者，可进入复试。 

四、复试办法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和我院专业实际，根据国家及天津市

关于 2020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以下简称复试）相关要

求，我院复试时间将不早于 5 月 15 日，具体时间安排以学

院通知为准，请随时关注天津音乐学院官网研究生招生信息

栏目。 

为确保复试公平和具有可操作性，在“尽量减少不必要

的环节、防止人员聚集”的前提下，我院 2020 年研究生招

生考试复试工作全部采用线上（远程）方式进行。 

表演方向考试以提交视频方式进行专业考核。其他不宜

以提交视频方式进行考核的研究方向，采取线上（远程）笔

试或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 

使用线上（远程）平台进行面试或笔试的考试科目，拟

使用钉钉、zoom或其他应用平台。具体平台的选择经综合考

量、模拟演练后另作通知。 

复试工作全程各环节工作均需符合《天津音乐学院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要求。如出现特殊情况，按

照《天津音乐学院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处理。 

五、复试内容及考核方式 

复试由专业考核科目和外语口语科目组成。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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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具体内容及考核方式见附件。 

对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填报的信息为准）参加复

试的考生，加试科目见附件。 

复试日程安排将于考前在天津音乐学院官网公布。 

六、录取原则 

根据教育部、天津市招生考试院及我院研究生招生的相

关文件要求，我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依照以下基

本原则： 

1.学术型研究生按照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艺

术学理论 3个一级学科考生综合成绩【（初试总成绩÷5）×

60%+（复试总成绩÷3）×40%】，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  

专业型研究生作曲方向按照考生综合成绩【（初试总成

绩÷5）×60%+（复试总成绩÷3）×40%】，从高分到低分顺

序录取。 

专业型研究生其他方向按照音乐、戏剧 2 个专业方向考

生综合成绩【（初试总成绩÷5）×50%+（复试总成绩÷3）

×50%】，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    

2.学术型考生综合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以初试业务课一

成绩的高低作为录取核定标准；如果出现考生综合成绩和初

试业务课一成绩均相同的情况，以复试总成绩的高低作为录

取核定标准。    

3.专业型考生综合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以专业主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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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低作为录取核定标准；如果出现考生综合成绩和专业主

科成绩均相同的情况，以初试总成绩的高低作为录取核定标

准。    

4.复试成绩计算方式如下:    

复试总成绩 300分，各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计算办法如

下： 

学术型研究生： 

①作品分析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作曲（占复试总成

绩的 45%） + 面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52%）+ 外语口语（占

复试总成绩的 3%）。 

②和声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复调（占复试总成绩的

45%） + 面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52%）+ 外语口语（占复试

总成绩的 3%）。 

③音乐翻译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基础乐理（占复试

总成绩的 47%） + 论文写作（占复试总成绩的 50%）+ 外语

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3%）。 

④艺术管理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艺术项目案例分析

（占复试总成绩的 47%） + 论文写作（占复试总成绩的 50%）

+ 外语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3%）。 

⑤音乐心理学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作品分析（占复

试总成绩的 45%） + 提交论文并答辩（占复试总成绩的 52%）

+ 外语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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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戏剧影视表演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专业主科（占

复试总成绩的 97%）+ 外语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3%）。 

⑦学术型研究生其他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作品分析

（占复试总成绩的 47%） + 论文写作（占复试总成绩的 50%）

+ 外语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3%）。 

专业型研究生： 

①作曲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

史（占复试总成绩的 45%） + 面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53%）

+ 外语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2%）。 

②视唱练耳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听写（占复试总成

绩的 49%） + 视唱（占复试总成绩的 49%）+ 外语口语（占

复试总成绩的 2%）。 

③音乐教育各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专业主科（占复

试总成绩的 90%） + 音乐教育学或音乐心理学（占复试总成

绩的 8%）+ 外语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2%）。 

④专业学位其他研究方向复试总成绩 = 专业主科（占

复试总成绩的 98%） + 外语口语（占复试总成绩的 2%）。 

5.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退役，达到报考条件后，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考生，享受初试总分加 10 分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的政策。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请按规定时间提交申请，并

提供本人的《入伍批准书》和退役部队签发的《退出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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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6. 复试总成绩为 300分，不及格者（即不足 180分者），

不予录取。    

7.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加试科目成绩不及格者

（即按照百分制计算，成绩不足 60 分者），不予录取。加试

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七、名额分配安排 

我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名额为 210 人，其中

学术型研究生 105 人，专业型研究生 105 人。各专业录取名

额分配如下：    

学术型研究生： 

艺术学理论计划录取名额：30 人    

音乐与舞蹈学计划录取名额：72人    

戏剧与影视学计划录取名额：3人    

专业型研究生： 

音乐领域计划录取名额：102人     

戏剧领域计划录取名额：3 人  

根据国家规定，学术型研究生名额可以调剂给专业型研

究生使用，专业型研究生名额不可以调剂给学术型研究生使

用。各专业实际录取名额，将根据生源情况报招生领导小组

批准后进行调整。 

八、复试纪律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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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试评委和工作人员由能够正确执行招生政策、不

徇私情、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本年度有直系亲属及利害关

系人报考本校研究生的教师回避复试录取的相关工作。    

2．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提高自我约束力，加大招生工

作的透明度，抵制不正之风，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

环境，对违反招生政策，造成不良影响的招生人员按有关规

定处理。    

3．研究生招生工作涉及范围广，政策性强，要严格执

行教育部与我校的相关规定，不得超越权限自定招生录取办

法。复试全程录音录像。 

4. 科研与研究生处将对复试过程进行巡查和监督。 

九、信息公开 

参加复试考生名单在天津音乐学院官网公布（包括考生

姓名、考生编号、初试各科成绩等信息）。对享受初试加分

或照顾政策的考生相关情况，在公布考生名单时进行说明。    

拟录取名单要在学院官网和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拟录

取名单应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总成绩等信息。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

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将拟录取

名单报市高招办进行政策审核，并按要求向教育部备案。最

终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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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准。未经我校网站公示及“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案

的考生不得录取。    

十、申诉渠道 

公示网站地址：www.tjcm.edu.cn  

咨询电话：022-24160613  

信访电话：18222973736 

办公时间：上午 9:00 – 11:30 

          下午 14:00 – 17:00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十四经路八纬路交口天津音乐

学院    

邮编：3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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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各研究方向复试内容及考核方式 

学术型： 

研究方向 复试内容 考核方式 备注 

作品分析 

1.专业考核科目： 

  1.1作曲 

  1.2线上面试（含和声分析内容）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面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和声 

1.专业考核科目： 

  1.1复调 

  1.2线上面试（含作品分析内容）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面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音乐翻译 

1.专业考核科目： 

1.1基础乐理 

1.2论文写作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艺术管理 

1.专业考核科目： 

  1.1艺术项目案例分析 

  1.2论文写作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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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音乐心理学 

1.专业考核科目： 

1.1作品分析 

1.2提交论文并答辩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面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戏剧影视表演 

1.专业考核科目：专业主科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加试科目：经典作品赏析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其他方向 

1.专业考核科目： 

1.1作品分析 

1.2论文写作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专业型： 

研究方向 复试内容 考核方式 备注 

作曲 

1.专业考核科目： 

  1.1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合一） 

  1.2线上面试（考前需提交本人作品）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面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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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视唱练耳 

1.专业考核科目： 

  1.1线上听写 

  1.2线上视唱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线上（远程）平台面试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钢琴教学 

声乐教学 

合唱指挥 

1.专业考核科目： 

1.1专业主科 

1.2音乐教育学或音乐心理学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线上（远程）平台笔试 

 

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使用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其他方向 
1.专业考核科目：专业主科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2.外语口语 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题目、具体操作流程、视频上传平台考前公布。 

注： 

1. 专业考核科目要求提交录制好的视频的，视频时长不多于 30 分钟，曲目按照《各专业方向考试科目说明》中的

要求进行。当准备的曲目总时长超过 30 分钟时，可从中选择能够代表考生水准的几首或某些乐章，但选择的曲

目或乐章应当完整演绎。 

钢琴演奏方向的曲目选择应满足：巴赫平均律和两首练习曲要求完整演绎，奏鸣曲演奏到再现部之前（再现部无

需演奏），其余曲目自选，总时长不超过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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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考核科目使用线上（远程）平台进行面试或笔试的，拟使用钉钉、zoom 或其他应用平台，具体平台的选择

需综合考量后另作通知。 

3. 外语口语科目视频时长不多于 3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