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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 

2025 年统考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基本信息 
 

一、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 

 

专业方向 初试 复试 备注 

电子音乐作曲 

1.思想政治理论 

2.外语 

3.中西音乐史 

4.电子音乐技术综合分析 

1.主科面试 

2.主科上机 

3.基于音序软件平台的电子

音乐创作 

 

电子音乐技术理论 

1.思想政治理论 

2.外语 

3.中西音乐史 

4.电子音乐技术综合分析 

1.主科面试 

2.主科笔试 

3.电子音乐作曲 

 

音乐录音艺术 

1.思想政治理论 

2.外语 

3.中西音乐史 

4.音乐录音理论实践分析 

1.主科面试 

2.主科上机 

3.基于音序软件平台的电子

音乐创作 

 

嗓音治疗 

1.思想政治理论 

2.外语 

3.欧洲声乐发展史 

4.专业英语文献翻译 

主科： 

（1）笔试 

（2）面试 

 

音响艺术指导 

1.思想政治理论 

2.外语 

3.中西音乐史 

4.音乐基础理论 

主科 

 

注：外语考试说明：报考统考学术学位者考英语一，报考统考专业学位者考英语二，其他语种限日、俄、德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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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试各科目考试要求 

专业方向 初试考试要求 

电子音乐作曲 

1.中西音乐史 

（1）中国音乐史内容占 50%，西方音乐史内容占 50%。（2）中西音乐史考试大纲详见

附件三，试题为文字形式。 

2.电子音乐技术综合分析 

电子音乐技术理论 

1.中西音乐史 

（1）中国音乐史内容占 50%，西方音乐史内容占 50%。（2）中西音乐史考试大纲详见

附件三，试题为文字形式。 

2.电子音乐技术综合分析 

音乐录音艺术 

1.中西音乐史 

（1）中国音乐史内容占 50%，西方音乐史内容占 50%。（2）中西音乐史考试大纲详见

附件三，试题为文字形式。 

2.音乐录音理论实践分析 

考察考生音乐录音实践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能力 

嗓音治疗 
1.欧洲声乐发展史：考试大纲见后。 

2.专业英语文献翻译 

音响艺术指导 

1.中西音乐史 

（1）中国音乐史内容占 20%，西方音乐史内容占 80%。（2）中西音乐史考试大纲详见

附件三，试题为文字形式。 

2. 音乐基础理论 

包含和声、作品分析、复调、配器四部分内容。要求分析出所给作品的和声、曲式、复

调、配器特征，同时为指定音乐片段配器。 

三、复试前须提交的材料 

    通过初试的考生请于复试考试前将以下材料提交或寄送至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具体提交时

间待定）： 

◆报考电子音乐作曲方向的考生须提交电子音乐作品四件以上（其中纯粹的电子音乐作品和真实乐器或

人声与电子音乐相结合的混合类作品各两件以上），室内乐作品一件。 

◆报考电子音乐技术理论方向的考生须提交有关电子音乐技术理论的论文二篇及电子音乐作品二件。 

◆报考音乐录音艺术方向的考生须提交本人作为主音乐师录制并混音带音乐作品二件（交响音乐类、民

族管弦乐类、室内乐、独奏或独唱、通俗音乐、电影音乐等，作品类型不可重复）。 

◆报考嗓音治疗方向的考生须提交：一篇《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一书的读后感，字数不低于3000字，关

键词、主题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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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试各科目考试要求 

专业方向 复试考试要求 

电子音乐作曲 

1.主科面试：介绍个人创作或研究成果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内容，回答考官提出的

问题。 

2.主科上机：根据所给声音材料现场完成一部小型电子音乐作品的创作。 

3.基于音序软件平台的电子音乐创作： 

上机考试，要求：管弦乐队编制，重点考核传统和声、复调、配器、曲式的运用。 

电子音乐技术理论 

1.主科面试：介绍个人研究或创作的成果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内容，回答考官提出

的问题。 

2.主科笔试：现场命题作文。 

3.电子音乐作曲： 

上机考试，与电子音乐作曲主科上机同卷。 

音乐录音艺术 

1.主科面试：介绍个人音乐录音学术研究成果或设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内容，回

答考官提出的问题。 

2.主科上机： 

根据所给的分轨现场完成混音。 

3.基于音序软件平台的电子音乐创作： 

上机考试，要求：管弦乐队编制，重点考核传统和声、复调、配器、曲式的掌握程度。 

嗓音治疗 

1. 主科笔试： 

嗓音治疗（考试大纲见后）。 

2. 主科面试： 

（1）演唱艺术歌曲两首（中外各一首） 

（2）问答 

音响艺术指导 

主科： 

1.编辑及音乐能力考核：30分钟内，现场选择一部5分钟时长的音乐作品工程文件，对照

总谱进行编辑、乐章处理及简单制作，导出立体声成品文件。 

2.艺术能力考核：自选一部参与录制的音乐作品，简述录音制作理念及声音设计思路，现

场进行答辩。 

《欧洲声乐发展史》考试大纲 

一、歌剧及美声唱法的诞生 

1．什么是美声唱法？ 

2．美声唱法为什么诞生在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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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洲第一部歌剧是怎样诞生的？ 

4．早期美声学派的美学原则是什么？ 

二、十七世纪美声唱法 

1．十七世纪美声唱法的技术要求及其发音特点有哪些？ 

2．主要的声乐论著和教学方法有哪些特点？ 

三、阉人歌手及花腔演唱的盛衰 

1．阉人歌手的兴起和衰落 

2．十七、十八世纪意大利美声学派的五大训练中心分别在哪里？分别擅长训练哪类歌手？ 

3．如何正确看待“美声学派的黄金时代”？ 

四、十八世纪的声乐论著和方法 

波波拉、托西、曼契尼、贝拉尔，他们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都有哪些特点？ 

五、十九世纪的声乐流派和学说 

1．十九世纪四大声乐流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学说是什么？ 

2．十九世纪人们对声乐都作了哪些生理、声学物理方面的研究？ 

六、二十世纪的声乐研究及其流派 

1．从生理学角度人们对声乐又做了哪些有意义的研究？ 

2．从声学物理方面都作了哪些有意义的研究？ 

3．二十世纪八大声乐流派或类别都有哪些？（举出对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2-3种） 

4．目前声乐教学的主要方式有哪些？你认为比较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5．各举出5位近现代中外著名歌唱家的生平事迹。 

 

《嗓音治疗》考试大纲 

一、绪论 

1．艺术嗓音医学的基本概念：嗓音、言语、语言与歌唱的关系 

2．中、外艺术嗓音医学发展的概况 

二、歌唱发音产生的心理、生理、物理过程 

1．嗓音听觉链 

2．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与歌唱 

3．心理与歌唱 

4．听觉与歌唱 

5．说话与歌唱的区别 

三、歌唱发声产生的动力器官 

1．呼吸在歌唱发音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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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们在歌唱发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呼吸问题？ 

3．什么是正确的歌唱呼吸状态？它与说话和平静时的呼吸差异有哪些？ 

四、歌唱发声产生的振动器官 

1．喉内肌、喉外肌的组成及其作用 

2．真、假声在喉部、声带、腔体、音质等方法的区别 

3．什么叫起音？大概分几种起音方式？不同起音方式对嗓音的影响？ 

五、歌唱发声的共鸣与咬字的关系 

1．人体共鸣腔体的组成和各自的作用？ 

2．为什么强调歌唱家的嘴在咽部的道理？ 

3．咬字和共鸣的关系怎样？ 

4．元音形成的原理？辅音形成的原理？各自在歌唱中的作用？ 

六、声乐声部的划分与艺术嗓音医学 

1．声部的由来及其划分 

2．声乐教师划分声部的主要依据 

3．嗓音医生划分声部的主要依据 

4．可能存在的各种不匹配现象 

5．最终确实声部的依据应当是什么？ 

七、嗓音疾病总论 

1．什么是嗓音疾病？嗓音疾病的分类有哪些？ 

2．什么是器质性嗓音问题？什么是功能性嗓音问题？ 

3．嗓音疾病产生的机制怎样？ 

4．现代医学模式与嗓音疾病的诊治关系？ 

5．导致嗓音疾病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和临床表现有哪些？ 

八、嗓音疾病各论 

急、慢声带炎症、声带水肿、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声门闭合不良、室带运动异常、声带血管病变、心因

性发音障碍等症的发病原因、产生机制、临床表现、治疗原则等。 

九、嗓音矫治训练在嗓音疾病康复中的作用 

1．什么是嗓音矫治训练？ 

2．嗓音矫治训练的方法有哪些？ 

3．哪些疾病适合作嗓音矫治训练？ 

4．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嗓音矫治训练专家是谁？他创立了哪种练声方法？具体训练内容包括哪些？ 

十、嗓音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1．嗓音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有哪些？ 

2．目前较前沿的检测声带的手段最好的是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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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嗓音研究的医学参数有哪些？ 

4．嗓音研究的声学参数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