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考生须知

为确保复试过程的顺利进行，请考生认真阅读本须知并严格执行。

一、 考前准备

（1）复试采用双机位监控，即正面机位可以清晰拍摄到考生的头面部、双

手和桌面；侧后 45机位，可以清晰拍摄到考生的上半身、桌面和和正面机位镜

头屏幕。进行快题考试的考生，正面机位应能清晰拍摄到考生绘图场景。

正面机位（面试）                          侧后机位（面试）

正面机位（快题）

（2）双机位监控推荐利用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保证设备摄像、话筒功能完

备，保证网络环境稳定。不推荐使用智能手机（仅作为备用设备），如必须使用

智能手机，建议用 WIFI 联网，并拔除电话卡，以防复试过程中意外来电。为防

止临时停电的影响，考生应提前确保充电充足，备好充电宝等充电设备。

（3）考试环境内只能有一台设备连接音频，以防止啸叫。推荐考生打开正

面机位扬声器，以便与复试专家沟通。严禁考生佩戴耳机，设备宜采用外接麦克

风。

（4）考生选择的考试环境要相对安静、无干扰、光线适宜、网络信号良好、

相对封闭，不得选择网吧、商场、广场等影响音视频效果和有损考试严肃性的场

所；除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备用手机（屏幕向下），及特定学科指定

的答题用具之外，考生复试时可视范围内不能有任何复试相关参考资料，周围亦

不能有其他人在场，一旦发现视为违纪。

（5）考生不得佩戴口罩，头发不可遮挡耳朵，不得佩戴耳饰。



（6） 网 络 远 程 复 试 主 平 台 为 zoom ， 操 作 指 南

https://www.zoom.edu.cn/handbook ； 备 用 平 台 为 腾 讯 会 议 ， 操 作 指 南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html?tab=1。考生提前下载好复试平台的软件

客户端，学习并掌握软件的具体操作流程。

（7）身份查验时，考生应手持身份证和准考证向监考人员展示正面。

展示身份证和准考证标准动作

（8）复试前学院会组织考生进行全流程模拟测试，以保证复试过程正常进

行。如因个人主观原因未参加模拟测试导致复试过程出现问题，后果由考生自

负。

二、 线上快题考试流程与注意事项

（1） 考生需提前准备的快题考试用具包括：

序号 学科 考试用具

1 建筑学[0813]（建筑设计及其理

论方向）、建筑学硕士[0851]
4张以上 2#（420×594）白色不

透明绘图纸；自带绘图工具；自

带图板。

2 建筑学[0813]（建筑技术科学方

向）、城乡规划学[0833]、城市规

划硕士[0853]、风景园林学[0834]、
风景园林硕士 [0953]、设计学

[0872]（设计艺术学方向）

2张以上 2#（420×594）白色不透

明绘图纸；自带绘图工具；自带图

板。

另外，考生可准备空白 A4 纸一张（仅限于考生简单记录考题内容）

（2）考前预演过程中，利用随机抽取软件完成随机分组抽签。

（3）考生在考试正式开始前 30 分钟统一进入线上总候考区（具体会议信息

在考前一天通知）候考，考生一律以复试名单中本人序号为名称进行登录，严禁

出现个人姓名或手机号等信息。其中主机位命名为报名学科-复试名单中本人序

号+a，副机位命名为报名学科-复试名单中本人序号+b。一旦发现且不能立即更

改者，将被视为违纪。为避免考生人数较多导致平台卡顿，考生听从监考老师指

令，不得打开摄像头并保持麦克关闭。主考人员宣读考场纪律及注意事项。

（4）监考人员根据事先分组情况，将自己负责的考生引导至各分考场。考

生听从监考人员指令，打开摄像头和麦克。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进行身份核对，



同时进行设备环境检查。身份核对后考生不得再擅自关闭摄像头和麦克，并保证

自己的上半身时刻在镜头监控范围内，不准许外出及与外界交流。

（6）考试开始，主考人员口述试题，考生可在事先得到检验的白纸上进行

简单记录。并和考生互动确认是否听清。如考生未听清或未理解，可以举手示意，

经监考人员同意后简短咨询主考人员。快题考试等的设计条件（如基地图及其他

等）由监考人员以屏幕共享方式显示。

（7）考生开始按要求进行考试，严禁在图纸上写姓名等反映考生信息的内

容。未得到监考人员许可，不得提前交卷。

（8）监考人员发布指令，考试结束。所有学生坐直身体，双手离开桌面。

监考人员依次指令考生将图纸对准摄像头，监考人员截屏（一定要有图纸和考生

头像在一起的画面），然后考生利用备用手机拍摄绘图纸，以图片形式发送到考

前给定的 QQ 地址。图片名称需为：快题-报名学科名称-复试名单中本人序号。

考生应确保所拍摄的卷面完整清晰，由于拍摄质量带来的评卷影响由考生本人承

担。监考人员适时确认收到考生试卷电子照片后，方可指令下一名考生进行操作。

已完成操作考生应把手机放回原位置，继续坐在座位上等候，直至所有考生均完

成操作后，方可依据监考人员指令退出考场。

（10）考试过程中，如出现 30s 以内断网，可以待网络恢复后正常进行考试；

若考生网络中断超过 30 秒，考核组立刻通过备用手机联系考生，指示学生开启

设备录像并保留好考试过程中的视频录像，后续上交学院检查。若发现学生恶意

断网并确有作弊行为，经取证查实后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三、 面试流程与注意事项

（1）线上面试部分具体内容和分数分配如下：

1）建筑学[0813]（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建筑学硕士[0851]、建筑学[0813]
（建筑技术科学方向）、城乡规划学[0833]、城市规划硕士[0853]、风景园林学

[0834]、风景园林硕士[0953]、设计学[0872]（设计艺术学方向）

线上面试分为三个结构化模块，模块一为业务能力模块（50 分）、模块二为

外国语水平考核模块（50 分），在面试室一内完成；模块三为综合素质考核模块

（50 分），在面试室二内完成。两个面试室的面试工作平行进行。每名考生线上

面试时长总计约 20 分钟。

2）建筑学[0813]（建筑历史方向）、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0814]、
土木水利[0852]（暖通方向）、设计学[0872]（数字媒体设计方向）、设计学[1305]
（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线上面试分为三个结构化模块：模块一为专业综合测试模块一（180 分），

在面试室一内完成；模块二为专业综合测试模块二及业务能力模块（共 70 分）、

外国语水平考核模块（50 分）、综合素质考核模块（50 分），在面试室二内完成。

两个面试室的面试工作平行进行。每名考生线上面试时长总计约 30 分钟。



（2）远程考前预演过程中，利用随机抽取软件完成随机分组与顺序抽签。

（3）考生在考试正式开始前 30 分钟统一进入线上主候考区（具体会议信息

在考前一天通知）候考。考生一律以复试名单中本人序号为名称进行登录，严禁

出现个人姓名或手机号等信息。其中主机位命名为报名学科-复试名单中本人序

号+a，副机位命名为报名学科-复试名单中本人序号+b。一旦发现且不能立即更

改者，将被视为违纪。为避免考生人数较多导致平台卡顿，考生听从监考老师指

令，不得打开摄像头并保持麦克关闭。主考人员宣读考场纪律及注意事项。

（4）监考人员根据事先分组情况，将自己负责的考生引导至各分候考区。

考生听从监考人员指令，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进行身份核对，同时进行设备环境

检查。身份核对后考生不得再擅自关闭摄像头和麦克，并保证自己的上半身时刻

在镜头监控范围内，不准许外出及与外界交流。

（5）考试开始。监考人员根据事先分组情况，将考生按面试次序引导至各

面试考场。进入考场后，考生应首先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供面试人员核验身份。

然后，通过随机抽取软件随机抽取题签中的题作答。面试过程中，考生不得东张

西望。一个考场的面试结束后，在监考老师的引导下考生立刻返回分候考区，等

候监考人员的进一步指令。

（6）即使考生已完成全部面试流程，仍必须停留在分候考区，不允许离开

镜头监控范围，不准许与外界交流，直至所有考生均已完成面试，监考人员宣布

可以离开，整个复试过程才算结束。

（7）面试过程中，如出现 30 秒以内的断网，可以待网络恢复后正常进行本

模块考试；若考生网络中断超过 30 秒，则需针对本模块内容重新选题进行考试，

已整体完成的考试内容不需重考；若考生网络中断无法恢复，考核组可立刻切换

到电话远程面试，指导学生开启设备录像，保留考试答题过程中的视频录像，后

续上交学院备查。若发现学生恶意断网并确有作弊行为，经取证查实后取消考生

录取资格。

四、 其他注意事项

（1）考试当天请务必提前检查设备和网络，确保设备电量充足，备好充电

宝等无线充电设备，网络连接正常，并关闭移动设备通话、录屏、外放音乐、闹

钟等可能影响复试的应用程序。

（2）如考生在设备条件准备方面有困难，请在情况摸排阶段提前与学院联

系，学院将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建议，协调解决。

（3）复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复

试过程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若有违反，视同

作弊。

（4）考生应认真阅读《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生招生考试网络远程复

试守则》（附件 2），并在考前签订《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生招生考试诚

信复试承诺书》（附件 3），如果相关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在考生入学甚至毕业后被



发现并确认，学校将根据相应规定取消其学籍或撤销已获得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以上内容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负责解释。

建 筑 学 院 

2020年 5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