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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

一、招生计划

请考生参考各专业及研究方向导师情况选择报考研究方向（表一、表二）。

表一：学术学位硕士

专业名称 培养单位 研究方向
导师

人数

招生计划
本次复

试人数

复试

分数线
推免

已录

本次

招考
总数

考古学

文化遗产学院 中国考古 28

21 20

31

24 339
陕西省丝绸之

路考古中心
丝绸之路考古 14 10

文物保护学 文化遗产学院 文物保护学 13 14 20 34 24 350

文化遗产管理 文化遗产学院 文化遗产管理 8 3 3 6 4 360

合 计 63 38 43 81 52

表二：专业学位硕士

专业名称 培养单位 研究方向
导师

人数

招生计划
本次复

试人数
分数线推免

已录

本次

招考
总数

文物与博物馆 文化遗产学院

田野考古 36 2

58* 66

61*
全日制 344

非全日制 336
文化遗产管理 8

博物馆学 6 3

文物保护 15 3
16 344

科技考古 4

合 计 69 8 58 66 77

说明：

1. 表二加“*”数字中含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2. 学术学位硕士复试人数按招生计划数的 120%确定，专业学位硕士复试人数按招

生计划数的 130%确定；大学生退役士兵计划、少民骨干单列。

3. 专业学位硕士初试中，“文博综合（代码：348）”①选答模块一的考生可选

报并仅能在田野考古、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学方向间进行调剂；②选答模块

二的考生可选报并仅能在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方向间进行调剂。



第 2 页 共 14 页

二、参加复试考生名单及分组

（一）政治审查、外语复试（2022 年 3 月 26 日周六下午 14:00～下午 18:00）

1. 第 1 组

（1）学术学位——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研究方向 总分

1 邢永旺 10697241191188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403

2 王诗珺 106972124211774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94

3 郑雨松 106972370211865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93

4 查雨琨 106972611606266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81

5 高子衡 10697261160627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79

6 高依阳 106972124711775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79

7 王欣芃 106972611606248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67

8 赵凌纯 10697214011178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67

9 寇润泽 106972410611883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64

10 赵云涛 106972611606256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6

11 陈丽旬 10697250021191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6

12 金染晨 10697233011183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3

13 邓博文 106972351011850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3

14 杨庆雯 106972512911934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9

15 李欣瞳 10697234571184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8

16 李禹峤 106972611606275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5

17 林芊翊 10697261160627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3

18 王宇轩 106972220711822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3

19 乔辉 10697214191179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2

20 郑颖 106972502411923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2

21 曹家凤 106972520211946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1

22 周韵诗 10697244041190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1

23 刘亚楠 10697214011178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39

24 熊娟* 106972540111954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269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考生

（2）专业学位——田野考古、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管理方向（全日制）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王琳 106972214111349 模块一 417

2 蒋晨 106972351211407 模块一 413

3 来欣源 106972440111530 模块一 402

4 兰慧婷 106972351311408 模块一 397

5 朱玉笛 106972370111424 模块一 393

6 刘素 106972611604005 模块一 391

7 刘姿铄 106972371111454 模块一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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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良燕 106972370711444 模块一 386

9 权之元 106972611604094 模块一 384

10 荆巍 106972371311455 模块一 381

11 卢炳池 106972421911508 模块一 379

12 何宾燕 106972123511233 模块一 379

13 雷文添蛟 106972413911488 模块一 376

14 王亚楠 106972123511234 模块一 373

15 赵岩松 106972371411456 模块一 370

16 刘子睿 106972120711229 模块一 368

17 邱婕珑 106972351411409 模块一 368

18 李晓婷 106972611604105 模块一 366

19 常佳晨 106972611604088 模块一 364

20 张逸炜 106972611604051 模块一 364

2. 第 2 组

（1）学术学位——文化遗产管理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研究方向 总分

1 张钟霖 106972611606292 文化遗产管理 391

2 杨方 106972124211989 文化遗产管理 382

3 张欣悦 106972371611995 文化遗产管理 370

4 黄博新 106972611606289 文化遗产管理 360

（2）专业学位——田野考古、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管理方向（全日制）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宋欣玉 106972611604010 模块一 364

2 程晓彤 106972140911268 模块一 364

3 杨轶婷 106972611604121 模块一 363

4 赵婧雯 106972500211555 模块一 363

5 蒲晟华 106972611604108 模块一 362

6 周宁 106972611604064 模块一 360

7 左慧娟 106972140911272 模块一 359

8 江欢苹 106972511311571 模块一 359

9 杨毅 106972650311676 模块一 358

10 马格尧 106972611604013 模块一 358

11 贾凯航 106972611604004 模块一 358

12 王玉婷 106972140811265 模块一 358

13 张李怡 106972440111529 模块一 357

14 李瑶 106972611604083 模块一 357

15 王子璇 106972351211406 模块一 356

16 田雨萌 106972141011275 模块一 356

17 夏月 106972322211383 模块一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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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郭振娇 106972133211256 模块一 355

19 武苗 106972611604061 模块一 353

20 王玉雪 106972611604117 模块一 352

21 吴雨轩 106972370211434 模块一 351

22 卜令杰 106972611604079 模块一 351

23 常悦 106972621811638 模块一 351

24 马骏骁 106972370711448 模块一 350

25 牛洁 106972611603994 模块一 350

26 董晨星 106972411111468 模块一 350

27 吴越 106972611604114 模块一 349

28 邝永洁 106972440111533 模块一 349

29 孟越 106972142011305 模块一 349

30 祁欣欣 106972410611462 模块一 348

31 陈世新 106972611604076 模块一 347

32 张小盼 106972133411257 模块一 346

33 凌娅婷 106972611604106 模块一 346

34 李源 106972423111511 模块一 345

35 王佳星 106972611604087 模块一 345

36 殷昌龙 106972360111411 模块一 344

37 段梦迪 106972321111372 模块一 344

（3）专业学位——田野考古、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管理方向（非全日制）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陈宁宁 106972611604136 模块一 374

2 李文一 106972411011467 模块一 341

3 韩艺 106972150211319 模块一 336

4 拥措* 106972540111600 模块一 320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考生

3. 第 3 组

（1）学术学位——文物保护学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研究方向 总分

1 安新宇 106972611606315 文物保护学 418

2 郑钰琰 106972460312042 文物保护学 402

3 唐思玥 106972413912038 文物保护学 401

4 江郡 106972611606295 文物保护学 401

5 陈文婷 106972611606318 文物保护学 395

6 张泽钰 106972611606317 文物保护学 389

7 蒋伊洁 106972140112008 文物保护学 388

8 赵百昂 106972611606294 文物保护学 386

9 王译震 106972611606298 文物保护学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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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郭姝钰 106972611606319 文物保护学 383

11 刘瑞静 106972142512011 文物保护学 382

12 张宸珲 106972611606299 文物保护学 378

13 常思源 106972413912036 文物保护学 376

14 赵芊乔 106972410112032 文物保护学 365

15 李鑫泽 106972611606313 文物保护学 364

16 张晓宇 106972611606303 文物保护学 359

17 潘玮伟 106972350112025 文物保护学 355

18 李霞 106972611606312 文物保护学 355

19 翟从雯 106972422912039 文物保护学 354

20 蒲秋濠 106972650512057 文物保护学 353

21 程乐 106972500712043 文物保护学 352

22 哈文慧 106972611606308 文物保护学 351

23 孙弘仪 106972611606314 文物保护学 350

24 夏丽萍 106972330612024 文物保护学 350

（2）专业学位——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张晓辰 106972611604095 模块二 387

2 张凯歌 106972611604045 模块二 386

3 信雨 106972611604066 模块二 376

4 史馨艺 106972500211556 模块二 371

5 周渊博 106972611604072 模块二 369

6 李书凝 106972142411316 模块二 369

7 周洁 106972361511417 模块二 367

8 胡梦媛 106972360111410 模块二 365

9 孙丁一 106972611604109 模块二 361

10 马瑞娜 106972611604006 模块二 353

11 袁梦 106972611604039 模块二 353

12 孙明月 106972140911270 模块二 350

13 左杰凤 106972515011583 模块二 348

14 张丽丽 106972140911273 模块二 348

15 马文婷 106972611604070 模块二 345

16 王瑾洁 106972611604075 模块二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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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面试（2022 年 3 月 27 日周日上午 8:30～下午 18:00）

1. 第 1 组 学术学位

（1）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研究方向 总分

1 邢永旺 10697241191188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403

2 王诗珺 106972124211774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94

3 郑雨松 106972370211865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93

4 查雨琨 106972611606266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81

5 高子衡 10697261160627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79

6 高依阳 106972124711775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79

7 王欣芃 106972611606248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67

8 赵凌纯 10697214011178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67

9 寇润泽 106972410611883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64

10 赵云涛 106972611606256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6

11 陈丽旬 10697250021191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6

12 金染晨 10697233011183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3

13 邓博文 106972351011850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53

14 杨庆雯 106972512911934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9

15 李欣瞳 10697234571184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8

16 李禹峤 106972611606275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5

17 林芊翊 10697261160627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3

18 王宇轩 106972220711822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3

19 乔辉 10697214191179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2

20 郑颖 106972502411923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2

21 曹家凤 106972520211946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1

22 周韵诗 106972440411909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41

23 刘亚楠 106972140111787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339

24 熊娟* 106972540111954 中国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 269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考生

（2）文化遗产管理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研究方向 总分

1 张钟霖 106972611606292 文化遗产管理 391

2 杨方 106972124211989 文化遗产管理 382

3 张欣悦 106972371611995 文化遗产管理 370

4 黄博新 106972611606289 文化遗产管理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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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组 学术学位

文物保护学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研究方向 总分

1 安新宇 106972611606315 文物保护学 418

2 郑钰琰 106972460312042 文物保护学 402

3 唐思玥 106972413912038 文物保护学 401

4 江郡 106972611606295 文物保护学 401

5 陈文婷 106972611606318 文物保护学 395

6 张泽钰 106972611606317 文物保护学 389

7 蒋伊洁 106972140112008 文物保护学 388

8 赵百昂 106972611606294 文物保护学 386

9 王译震 106972611606298 文物保护学 383

10 郭姝钰 106972611606319 文物保护学 383

11 刘瑞静 106972142512011 文物保护学 382

12 张宸珲 106972611606299 文物保护学 378

13 常思源 106972413912036 文物保护学 376

14 赵芊乔 106972410112032 文物保护学 365

15 李鑫泽 106972611606313 文物保护学 364

16 张晓宇 106972611606303 文物保护学 359

17 潘玮伟 106972350112025 文物保护学 355

18 李霞 106972611606312 文物保护学 355

19 翟从雯 106972422912039 文物保护学 354

20 蒲秋濠 106972650512057 文物保护学 353

21 程乐 106972500712043 文物保护学 352

22 哈文慧 106972611606308 文物保护学 351

23 孙弘仪 106972611606314 文物保护学 350

24 夏丽萍 106972330612024 文物保护学 350

3. 第 3 组 专业学位

田野考古、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学方向（全日制）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王琳 106972214111349 模块一 417

2 来欣源 106972440111530 模块一 402

3 朱玉笛 106972370111424 模块一 393

4 刘姿铄 106972371111454 模块一 387

5 权之元 106972611604094 模块一 384

6 卢炳池 106972421911508 模块一 379

7 雷文添蛟 106972413911488 模块一 376

8 赵岩松 106972371411456 模块一 370

9 邱婕珑 106972351411409 模块一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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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佳晨 106972611604088 模块一 364

11 宋欣玉 106972611604010 模块一 364

12 杨轶婷 106972611604121 模块一 363

13 蒲晟华 106972611604108 模块一 362

14 左慧娟 106972140911272 模块一 359

15 杨毅 106972650311676 模块一 358

16 贾凯航 106972611604004 模块一 358

17 张李怡 106972440111529 模块一 357

18 王子璇 106972351211406 模块一 356

19 夏月 106972322211383 模块一 355

20 武苗 106972611604061 模块一 353

21 吴雨轩 106972370211434 模块一 351

22 常悦 106972621811638 模块一 351

23 牛洁 106972611603994 模块一 350

24 吴越 106972611604114 模块一 349

25 孟越 106972142011305 模块一 349

26 陈世新 106972611604076 模块一 347

27 凌娅婷 106972611604106 模块一 346

28 王佳星 106972611604087 模块一 345

29 段梦迪 106972321111372 模块一 344

4. 第 4 组 专业学位

（1）田野考古、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方向（全日制）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蒋晨 106972351211407 模块一 413

2 兰慧婷 106972351311408 模块一 397

3 刘素 106972611604005 模块一 391

4 朱良燕 106972370711444 模块一 386

5 荆巍 106972371311455 模块一 381

6 何宾燕 106972123511233 模块一 379

7 王亚楠 106972123511234 模块一 373

8 刘子睿 106972120711229 模块一 368

9 李晓婷 106972611604105 模块一 366

10 张逸炜 106972611604051 模块一 364

11 程晓彤 106972140911268 模块一 364

12 赵婧雯 106972500211555 模块一 363

13 周宁 106972611604064 模块一 360

14 江欢苹 106972511311571 模块一 359

15 马格尧 106972611604013 模块一 358

16 王玉婷 106972140811265 模块一 358

17 李瑶 106972611604083 模块一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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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田雨萌 106972141011275 模块一 356

19 郭振娇 106972133211256 模块一 355

20 王玉雪 106972611604117 模块一 352

21 卜令杰 106972611604079 模块一 351

22 马骏骁 106972370711448 模块一 350

23 董晨星 106972411111468 模块一 350

24 邝永洁 106972440111533 模块一 349

25 祁欣欣 106972410611462 模块一 348

26 张小盼 106972133411257 模块一 346

27 李源 106972423111511 模块一 345

28 殷昌龙 106972360111411 模块一 344

（2）田野考古、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方向（非全日制）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陈宁宁 106972611604136 模块一 374

2 李文一 106972411011467 模块一 341

3 韩艺 106972150211319 模块一 336

4 拥措* 106972540111600 模块一 320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考生

5. 第 5 组 专业学位

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方向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文博综合”选答模块 总分

1 张晓辰 106972611604095 模块二 387

2 张凯歌 106972611604045 模块二 386

3 信雨 106972611604066 模块二 376

4 史馨艺 106972500211556 模块二 371

5 周渊博 106972611604072 模块二 369

6 李书凝 106972142411316 模块二 369

7 周洁 106972361511417 模块二 367

8 胡梦媛 106972360111410 模块二 365

9 孙丁一 106972611604109 模块二 361

10 马瑞娜 106972611604006 模块二 353

11 袁梦 106972611604039 模块二 353

12 孙明月 106972140911270 模块二 350

13 左杰凤 106972515011583 模块二 348

14 张丽丽 106972140911273 模块二 348

15 马文婷 106972611604070 模块二 345

16 王瑾洁 106972611604075 模块二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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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试内容及流程

1.复试形式与原则

（1）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和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招生复试的相关要求，

复试采取网络远程视频方式。具体要求和操作过程参照《西北大学 2022 年硕士研

究生远程网络复试指南》。

（2）网络复试平台首选腾讯会议平台（https://meeting.tencent.com/），

备选钉钉（https://www.dingtalk.com/），各位考生需提前安装调试好复试平台。

（3）电话及邮件通知每位参加复试的考生，遇到放弃复试资格的依次递补；

（4）学生需提交电子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初审；网络面试前还需进行资格审查

复审（复审内容随机，如报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初试成绩等内容，同时录音

截屏）。

（5）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笔试（每人 10 小时）、政治审查（每人 3～5分钟）、

外语面试（每人 3～5分钟）、综合面试（每人 15～17 分钟）。

（6）复试过程将全程录音录像，对弄虚作假及考试违规、作弊的考生，无论

何时核查确定，一律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严肃处理。

2. 复试工作流程

复试小组根据学科方向相近或互补，且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原则，由文化遗产

学院 2022 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并指定组长（原则上应具有教授职

称）。每个复试导师组由不少于 5 名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业人员，以及

至少 2 名秘书组成。

考生应按照我院通知的复试时间准时参加远程在线复试，无特殊原因未按照

考务人员通知时间到场的，迟到 20分钟以上的视为放弃复试资格。复试当

天，我院安排值班电话（电话号码：029-88302438），考生遇到紧急情况，应提

前与我院联系。

时间 事项 要求 备注

3月 25 日

周五

专业笔试 采用限时撰写小论文的形式，考生根据考题撰写

小论文，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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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8:00 ① 论文主题明确，原创性突出。要求 3000～5000

字。

② 论文所用图片及插图清晰，图号用图一、图

二……图一○、图一一等表示，同一图中的子图号用

阿拉伯数字 1、2、3 等标明；图名及文字说明准确，

注明出处；遗址或遗迹类插图的方向及各类插图的比

例，依具体研究内容而定，但需统一。

③论文注释详尽、准确。著作类包括作者、著作

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古文献可在作者前

加时代，如（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5-28 页；译著可在作者前加国别，如（英）

柴尔德……；论文类包括作者、论文名称、期刊号及

页码（或文集名称、出版社及出版时间、页码），格

式为：×××、×××：《论文名称》，《杂志名称》

××××年第×期，第×页。请一律采用尾注。

④ 请附中文和英文的摘要、关键词。

⑤ 3 月 25 日 18:00 之前通过电子邮箱提交论文

电子文本。（邮箱：xiaoweiwei@nwu.edu.cn）

3 月 25 日

周五

8:00-18:00

资格审查 当天 18:00 之前，考生提交电子版身份认证材料，

进行资格审查，具体为：

① 全日制考生：《2022 年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

政治审查表》《西北大学考古学科 2022 年硕士研究

生申请表》《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本人第二

代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准考证、学生证、学历学籍验

核结果、五官清晰的彩色照片、大学学习成绩单等材

料扫描件。

② 非全日制考生：《2022 年报考硕士学位研究

生政治审查表》《西北大学考古学科 2022 年硕士研

究生申请表》《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本人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准考证、学历学位证书、学

历学籍验核结果、五官清晰的彩色照片等材料扫描件。

③ 考生将上述电子版材料逐一拍照或扫描后，命

名为“准考证号-姓名-报考专业”，压缩打包后发送

至邮箱：xiaoweiwei@n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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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

周六

9:00-12:00

模拟演练 参照本方案第 6-9 页“综合面试”名单分 5 组模

拟演练复试流程、调试设备，具体流程如下：

（1）各组考生根据复试组安排，进入相应的网络考场

候考室。请考生遵守以下要求：

① 屏蔽语音通话功能；

② 关闭监控机位的麦克风；

③ 取消音视频通话邀请通知；

④ 关闭其它 App 消息通知；

⑤ 清理桌面，桌面上只允许摆放面试设备、准考

证和身份证；

（2）学院复试小组向考生宣读《西北大学研究生招生

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

（3）每个考生按复试小组要求，分别进行模拟演练。

考场号（视

频会议号）

另行通知。

3月 26 日

周六

14:00-18:00

政治审查

外语面试

参照本方案第 2-5 页“政治审查、外语面试”名

单分 3组进行外语面试和政治审查，具体流程如下：

① 根据分组情况，考生提前进入相应的政治审查

网络考场候考室，认真阅读考场规则，并在考试过程

中遵守考场纪律。

② 各组考生根据线上报到时的抽签顺序，依次单

独进入政治审查考场接受面试。进入考场时，考生均

应将准考证、身份证拿在手中，配合复试老师和视频

监考员，进行身份视频在线核验，在线展示并当场宣

读签订好的《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随后开始

政治审查。

③ 政治审查结束后，离开政治审查网络考场，进

入外语面试网络考场，接受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

④ 外语面试结束后，考生按复试组老师要求退出

网络考场，不得再进入候考室或复试考场。

政治审查、

外语面试

考场号（视

频会议号）

另行通知。

3月 27 日

周日

8:30-18:00

综合面试 参照本方案第 6-9 页“综合面试”名单分 5 组进

行专业素质与能力综合面试，具体流程如下：

① 根据分组情况，考生提前进入相应网络考场候

考室，认真阅读考场规则，并在考试过程中遵守考场

纪律。

② 各组考生根据线上报到时的抽签顺序，依次单

考场号（视

频会议号）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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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进入综合面试考场接受专业知识测试，并按复试组

要求接受身份核验。

③ 考生做自我介绍（2 分钟以内），内容包括个

人姓名、学习经历、科研经历，本人拟报考研究方向、

导师、研究生阶段学习计划等。

④ 复试小组导师分别就专业问题向考生提问，考

生作答（共计 13-15 分钟）。

⑤ 综合面试结束后考生离场，考生按复试组老师

要求退出网络考场，不得再进入候考室或复试考场。

四、拟录取规则

1. 复试成绩总分为 300 分，分值比例如下：

总分 专业笔试 外语面试 综合面试

300 分 90 分 60 分 150 分

2. 原则上要求专业笔试成绩 54 分以上，外语面试成绩 36 分以上，综合面试

成绩 90 分上，总分 180 分以上即为复试合格。

3. 对各项复试成绩均合格的考生，将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加权求和，分方向

从高分到低分排列，择优录取。初试成绩权重为 70%，复试成绩权重 30%。

总成绩（满分 100 分）=(初试成绩/500*0.7+复试成绩/300*0.3)*100；

若总成绩相同，则按初试成绩顺位录取。

4.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高层次文博行业人才提升计划”（非全日制）等专项计划按照国家

要求单列。

5. 复试结束后，汇总考生各科目复试成绩，并按照学校规定在文化遗产学院

网站公示，请考生关注通知公告。

五、其他说明

1. 按照学校有关要求，考生应诚信应试，对在考试过程中，违反诚信、规范

应试相关规定者，无论何时，一经发现，将取消考试成绩或录取资格，触犯法律

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2. 体检安排请见研究生院招生网统一安排，其他未尽事宜以学校相关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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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肖老师、吴老师

联系电话：029-88302438

邮箱：xiaoweiwei@nwu.edu.cn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2022 年 3 月 23 日

附件：

1. 文化遗产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 2022 年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政治审查表

3.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 2022 年硕士研究生申请表

4. 西北大学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



附件 1

文化遗产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李 伟 马 健

成 员： 任 萌 张华岭 豆海锋 杨 璐

秘 书： 肖老师 吴老师



附件 2

2022 年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政治审查表

姓

名

性

别

政 治

面 貌

出 生

年 月

考生所在单位 最后学位

考生有无历史问题？审查结论如何？

直系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有无重大问题？

考生思想、政治工作表现鉴定：

考生单位政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招 生

单 位

政 审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西北大学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政治审查表”由考生所在基层单位组织部门填写、盖章



附件 3

第 1 页 共 1 页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 2022年硕士研究生申请表

姓名 准考证号 是否应届 是○/否○

类别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专项计划 少民骨干○/士兵计划○/提升计划○

拟报方向 拟报导师 服从调剂 是○/否○

毕业院校 毕业专业

本科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及主要内容（限 200 字内）

发表成果
发表学术论文、专著、获专利等情况，按年度列举：

荣誉获奖
竞赛、奖学金等荣誉获奖情况，按年度列举：

研究计划

攻读研究生阶段拟研究课题名称、价值、内容与方法（限 300 字内）

就业目标

毕业后希望在何种行业就业或继续深造的方向与目标（限 100 字内）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一切内容（包括本人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经过本人认真思考和审
核，而且符合本人真实情况，本人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考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西北大学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

本人是参加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本人已认真阅读《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以及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相关文件，

熟知《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西北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

规则》《西北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网络远程复试违规处理办法》和西北大学相

关复试要求。

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1．保证在复试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如实、准确提交报考信息

和各项身份认证、资格审核材料。如提供任何虚假、错误信息，本人自愿承担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自觉服从西北大学校、院两级的规定和统一安排，坚决服从管理、监督

和检查。

3．自觉遵守相关法律和考试纪律、复试规则，诚信复试，不弄虚作假，不

违规违纪。

4．保证复试过程不录音录像，不保存和传播复试有关内容。

5. 保证本次复试过程中不传谣、不造谣、不信谣。

若本人违背上述各项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

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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