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对考生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

德品质、科学精神等的全面考查。 

2.加强对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以及对专业素养、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等的考查，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综合评价，择优选拔。 

3.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监督管理，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

果公开。 

二、组织管理 

1.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工作方案，对相关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程序等方面的

培训，组织实施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选拔工作。 

2.成立复试笔试命题小组，负责笔试试题的命制及评卷工作。命

题小组由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并且

近期承担教学工作的人员组成。 

3.按学科、专业或研究方向成立复试面试考核小组，开展复试具

体工作。复试小组人数不少于 5 人，其中复试专家不少于 4 人，原则

上由本学科具有副教授职称（含）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

复试小组组长全面负责该小组的复试工作，小组成员协助组长完成每

名考生综合素质和外语听说能力的面试考查，并给出面试成绩和意见。

每个复试小组另设秘书 1 人，负责证件检查、复试记录、考场录音录

像、小组复试材料整理等工作。 

三、复试考核内容 



复试主要考核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外语听说能力等方面。 

1. 专业能力考核（笔试/机试等方式，满分为 100 分）：重点考

查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 

（一）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1）专业能力考核方式：笔试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数字电路》科目、《机器学习》科

目二选一 

（3）笔试科目大纲：见附件 1 

（二）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1）专业能力考核方式：笔试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电磁场与电磁波》科目 

（3）笔试科目大纲：见附件 1 

（三）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业 

（1）专业能力考核方式：机试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C/C++语言程序设计》编程、《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编程、《Matlab 语言程序设计》编程三选一 

（3）实践考核内容：见附件 2 

2. 综合素质考核（面试，不少于 1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

结合考生提交的材料，根据考生的教育背景、科研或实践经历、个人

陈述等，以随机抽题、交流问答方式，对考生的思想品德、专业素养、

科研能力、心理素质、沟通表达能力等进行考查。 

其中，各专业随机抽题范围如下： 



（一）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从计算机网络、电视原理、C/C++、通信原理、单片机五个科目

中任选两个科目，每个科目分别抽取 1 道题作答。 

（二）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从电磁场与电磁波科目中抽取 2 道题作答。 

（三）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业 

从计算机网络、电视原理、数字电路、通信原理、单片机五个科

目中任选两个科目，每个科目分别抽取 1 道题作答。 

3. 外语听说能力考核（面试，不少于 5分钟/人，满分为 100分）：

以随机抽题、交流问答方式，考查考生的外语听力、口语能力。 

 

四、复试成绩构成 

复试成绩=专业能力40%+综合素质50%+外语听说能力10% 

  



附件 1：笔试科目大纲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科目《数字电路》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考生对数字电路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设计方法的掌握程度，

解决复杂数字电路问题的能力，考察考生能否达到进一步深造学习的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数字电路的逻辑代数基础和物理基础，分析和设计数字逻辑电

路的基本方法；掌握常用数字逻辑电路模块，层级化、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和状态

机的设计方法；掌握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和

数/模与模/数转换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逻辑代数基础和门电路 

1. 数制与编码、二进制算数运算； 

2. 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常用公式和定理； 

3. 逻辑函数的各种表示方法及相互转换； 

4. 最小项和最大项的定义及其性质； 

5. 逻辑函数的化简与形式变换； 

6. 无关项在化简逻辑函数中的应用； 

7. CMOS门电路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及静态输入、输出特性； 

8. 其他类型的 COMS门电路； 

9. TTL门电路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及静态输入、输出特性； 

10. 其他类型的 TTL门电路； 

11. CMOS集成电路的正确使用。 

第二部分 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 

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2. 常用组合逻辑电路模块（编码器、译码器、数据选择器、数值比较器、

加法器）； 

3. 层次化和模块化的设计方法； 



4. 串行进位加法器、提前进位加法器、加减法器的设计； 

5. 组合逻辑电路的竞争与冒险； 

6. SR 锁存器、电平触发的触发器、边沿触发的触发器的电路结构和动

作特点； 

7.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8.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9. 移位寄存器的电路结构和设计； 

10. 常用时序逻辑电路模块（计数器，分频器，序列信号发生器）； 

11. 状态机设计（序列信号检测器）。 

第三部分 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和数/

模、模/数转换器 

1. 半导体存储器的基本概念； 

2. ROM、RAM的电路结构和特点； 

3. 存储器容量的扩展； 

4.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结构和特点； 

5. 555定时器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和应用； 

6. 施密特触发电路的原理及应用； 

7. 单稳态电路的原理及应用； 

8. 多谐振荡电路； 

9. D/A转换器（权电阻型和倒 T型）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10. A/D 转换器（并联比较型、逐次逼近型和双积分型）的电路结构和

工作原理； 

11. D/A和 A/D转换器的转换精度和转换速度。 

三、试题类型 

简答题、分析题、设计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闭卷笔试，考试时长为 2小时。 

五、参考书目 

1. 阎石，王红.《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科目《机器学习》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机器学习》是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各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的复试科目。对该专业基础课的考查力求反映信息类学科相关专业的特点，

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 

要求考生掌握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术语以及相关的数学基础；理解有监督

学习和无监督学习各种经典模型的算法思想和实现原理；能灵活运用机器学习思

想来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具备基本的编程应用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机器学习基础概念 

1. 机器学习问题的定义形式、类别和基本术语； 

2. 假设空间与归纳偏好； 

3. 符号主义与连接主义； 

4. 机器学习的能力与局限； 

5. 经验误差与泛化误差； 

6. 过拟合与欠拟合； 

7. 偏差与方差； 

8. 评估方法与性能度量，适用于回归/分类问题的各种指标与性能曲线； 

9. 超参数的概念与调试； 

10.代价敏感与类别不平衡问题； 

11.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梯度下降法、牛顿法等； 

12.传统机器学习方法与深度学习的关系。 

第二部分 有监督学习及经典算法 

1. 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 

2. 线性回归模型及求解； 

3. 对数几率回归模型及求解； 

4. 线性判别分析算法的思想； 



5. 决策树模型的构建流程，最佳划分属性的选择方式，剪枝处理； 

6. 神经元模型与激活函数，感知机与多层前馈网络的结构，误差逆传播

算法，全局最小与局部极小； 

7. 间隔与支持向量的概念，硬间隔与软间隔，支持向量回归，核方法的

作用； 

8. 贝叶斯决策论的原理，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实现；EM算法的思想； 

9. K近邻分类算法思想； 

10.集成学习的概念，模型结合策略，boosting 与 bagging 模型的原理

与区别； 

第三部分 无监督学习及经典算法 

1. 聚类的概念，距离的度量方式； 

2. K均值聚类的实现原理，高斯混合模型的求解方法，密度聚类的思想； 

3. 维度灾难与降维的概念，主成分分析算法的原理； 

 

三、试题类型 

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分析题、设计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闭卷笔试，考试时长为 2小时。 

 

五、参考书目 

1. 周志华.《机器学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科目《电磁场与电磁波》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考生熟练掌握电磁场与电磁波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分析

方法，具备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基本要求如下： 

要求学生准确、系统地掌握电磁场与电磁波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和定律，

熟练掌握分析电磁场与电磁波问题的基本方法，具有熟练运用“场”的方法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矢量分析 

熟练掌握：标量场与矢量场、矢量的通量与散度、环流量与旋度、标量场的

梯度等基本概念和求解方法，掌握亥姆霍兹定理。 

第二部分 静态电磁场基本规律 

熟练掌握：电荷守恒定律,静电场的基本概念、基本方程、边界条件;熟练掌

握恒定磁场的基本概念、基本方程、边界条件；媒质的电磁特性。 

第三部分 静态电磁场及其边值问题的解 

熟练掌握：边值问题的分类、唯一性定理，掌握镜像法、分离变量法。 

第四部分 时变电磁场 

熟练掌握：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位移电流;麦克斯韦方程组;时变电磁场的

边界条件;坡印廷矢量、坡印廷定理、电磁场的能量密度和能量;正弦电磁场及其

复数表示;电磁场的波动方程;时变电磁场的位函数、达朗贝尔方程、亥姆霍兹方

程。 

第五部分 平面电磁波 

熟练掌握：理想介质、有耗媒质中平面电磁波的传播特性和极化特性，了解

电磁波的色散和群速概念。掌握平面电磁波向无限大平面分界面的垂直入射、反

射系数和透射系数;平面电磁波向无限大平面界面的斜入射、菲涅尔公式;全透射、

布儒斯特角;全反射、临界角。平面电磁波向多层无限大平面分界面的垂直入射、



等效波阻抗、分界面上不产生反射的条件。 

第六部分 导行电磁波 

熟练掌握：规则波导基本理论、求解方法和主模特点；矩形波导的一般解、

传播特性和主模。 

第七部分 电磁辐射 

熟练掌握：电偶极子的辐射，电与磁的对偶，磁偶极子的辐射。 

 

三、试题类型 

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计算题、综合分析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闭卷笔试，考试时长为 2小时。 

 

五、参考书目 

1. 谢处方,饶克谨,杨显清,赵家升.《电磁场与电磁波》（第 5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 

  



附件 2：实践考核内容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实践考核内容要求 

（适用专业/领域：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业） 

一、考核目的及要求 

考察学生对程序设计的基本语法规则、基本控制结构和语句、编程常用的算

法、编程基本思想及方法、必要的程序设计技巧、程序测试和调试的掌握程度，

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形式 

机试 

三、考核内容 

以下三种语言任选一种进行上机考试，考试时长均为 90分钟。 

1、《C/C++语言程序设计》 

要求： 

（1）考察选择控制、循环控制的控制逻辑使用； 

（2）考察函数定义、参数使用、重载相关知识； 

（3）考察数组和指针的理解水平； 

（4）考察类和对象的相关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5）考察基础算法的编程实现能力。 

2、《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要求： 

（1）考察 Python 基础数据类型和内置数据结构类型（列表、集合、字典、

元组）的使用； 

（2）考察判断逻辑与循环逻辑的实现； 

（3）考察外置库 numpy的调用和使用； 



（4）考察自定义函数的定义和使用； 

（5）考察数据读取的基本方法、基础的分类算法实现及数据分析等相关内

容。 

3、《Matlab 语言程序设计》 

要求： 

（1）考察Matlab 的基本语法、数据类型、控制结构及函数定义与调用； 

（2）考察Matlab 的数据处理、数据可视化、矩阵运算能力; 

（3）考察基础算法的编程能力； 

（4）考察Matlab 在通信原理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