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辽宁科技大学 学校代码 10146

主管部门 辽宁省 学校网址
http://www.ustl.edu.

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辽宁鞍山辽宁省鞍山市

千山中路185号
邮政编码 114051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鞍山钢铁学院、鞍山科技大学

建校时间 1948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8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9年11月

专任教师总数 1171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585

现有本科专业数 65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5312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4669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8.0%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辽宁科技大学始建于1948年，1958年升格为鞍山钢铁学院，是我国较早组建

的冶金高校之一。1998年学校转为辽宁省与教育部共建共管，以省管为主。

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鞍山科技大学，2006年更名为辽宁科技大学。建

校70余年来，学校已发展成为以钢铁冶金为特色,其他学科协同发展的多科

性大学。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

"2017年—2021年，共增设9个新专业，包括金融工程、金融科技、数据计算

机应用、智能制造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智能建造；停招12个专业，包括英语、建筑电气

与智能化、电子商务、舞蹈、播音与主持艺术、视觉传达设计、金融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机械工艺技术、工程造价、能源化学工程、信息与计算科

学；无撤并专业。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目录外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曲艺表演



学位授予门类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戏剧与影视学类 专业类代码 1303

门类 艺术学 门类代码 13

所在院系名称 艺术学院

学校现有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音乐表演 开设年份 2013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各级专业演出团体、群众文化艺术馆、高校相关专业教师、部队、新文艺团

体、艺术类培训机构曲艺口才教师、中小学艺术类曲艺二课教师、艺术类事

业单位公务员以及管理人员、电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等

人才需求情况

鞍山市演艺集团 约需用3-4人、沈阳市曲艺团 约需用2-3、绍兴市演艺集

团 约需用4人、合肥市演艺集团曲艺团约需用2人、山西省曲艺团约需用3

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文工团约需用2人、石家庄洪顺曲艺社约需

用2人、北京嘻哈包袱铺文化传媒约需用4人、沈阳翰彤艺术教育中心约需用

2-4人、深圳七个人文化传媒约需用3人、大连笑掌室文化传媒相声社约需用

2人、太原市“好悦来”文化传媒相声社约需用4人、辽宁依诺文化传媒笑傲

江湖相声社约需用4-5人。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年度招生人数 40

预计升学人数 5

预计就业人数 35

大连笑掌室文化传媒相

声社
4

鞍山市演艺集团 3

沈阳市曲艺团 2

绍兴市演艺集团 4

合肥市演艺集团曲艺团 2

山西省曲艺团 2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文工团
2

石家庄洪顺曲艺社 2

北京嘻哈包袱铺文化传

媒
2

深圳七个人文化传媒 3

太原市“好悦来”文化

传媒相声社
3

辽宁依诺文化传媒笑傲

江湖相声社
4



沈阳翰彤艺术教育中心 2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培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文艺人才为背景，结合专业自

身特点，立足辽宁，依托鞍山“评书之乡”的地域特点，强调曲艺表演与中国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结合为特色，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培养具备一定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素养，政治理论素质与人文素质过硬；具备评书、相声、小品、快板

等表演艺术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接受评书、相声、小品、快板等表演技能专业训练，

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

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政治素养与职业规范：具有高水平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

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准确掌握国家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拥有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在曲艺表演、曲艺创作、社会艺术服务和艺术管理等

方面的实践中遵守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职责。

2．曲艺表演能力：具有高水平的相声、评书、小品、快板的表演能力，既能够独自表

演，也能够以合作形式从事曲艺表演。

3．曲艺教学能力：能够运用扎实的曲艺表演专业知识和表演技能，在各级各类学校、

群艺馆、文化宫等单位胜任曲艺艺术教育教学工作。

4．社会艺术服务与艺术管理能力：能够在社会曲艺机构、群众日常曲艺文化场所、社

区、社团从事曲艺表演、教学或组织管理工作。

5．创新能力：懂得曲艺表演的社会价值，能够从曲艺表演的学习中发现社会文化事业

发展的一般规律，利用其发展规律、提出问题、开拓创新思维、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6．团队合作能力：具备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以合作身份在本行业或多学科背景

下的团队中发挥作用，能够与团队成员协作共同达成工作目标。

7．终身学习能力：能够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同时具备自主学习和不断学习的能力。

三、修业年限： 四 年

四、 主干学科： 表 演

五、主要课程：曲艺概论、中国曲艺发展简史、相声表演、中国评书艺术、小品表演、曲



艺创作、快板、 专业训练、戏曲身段训练

六、实践环节设置表

环节编

码
实践教学名称

学

分

周

数

学期
学

位

课

核

心

课

考

核

方

式

教学

内容

及形

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x50002

01
入学及安全教育 0 1 1 否 否

集中

16天

完成

x14400

31
军事训练 1 1 1 否 否

x11200

13
创新创业专题 3 3 1 1 1 否 否

考

察

x50004

01
公益劳动 0 1 1 否 否

x14120

21
艺术实践 7 1 1 1 1 1 1 1 1

否
否

考

察

校内

外

x14120

01
毕业实习 4 4 4

否
否

考

察

校内

外

x14120

31
毕业设计（论文） 4 4 4 是 否

考

试
校内

x14120

41
毕业展演 12 12

1

2
是 否

考

试

x50003

01
毕业教育 0 1 1

否
否

校

内、

集中

集中性实践环节合计 35 38
否

否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表（课程设置与学时安排）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

学

时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学

位

课

核

心

课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公

共

基

础

课

x113003

2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 基

础

3 48 40 8 1.5 1.5
否

否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x113021

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要

3 48 32 8 8 3
否

否 考

试

x113021

1

*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论

3 48 32 8 8 2 是
否

考

试

x113022

1

*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5 80 64 8 8 4 是
否

考

试



x113018

1

形 势

与 政

策

2 32 32 2
否 否

考

试

x105006

1

大 学

计 算

机 基

础

1.5 32 22
1

0
1.5

否 否
考

试

软

件

学

院

x110010

2

* 大

学 英

语

4 64 64 2 2 是
否

考

试

外

语

学

院

x111003

4
体育 8 128 96

3

2
2 2 2 2

否 否
考

试

体

育

部

小 计

29.

5
480 382

1

0
24

6

4
7 5.5 5 4 4 2

专

业

基

础

课

x212002

2

* 大

学 语

文

4 64 64 2 2 是
否

考

试

艺

术

学

院

x212046

1

音 乐

基 础

理论

2 32 32 2 否
否

考

试

x212006

2

形 体

训练
4 64 32 32 2 2 否

否
考

试

x212006

1

艺 术

概论
2 32 32 2 否

否
考

试

x212005

5

曲 艺

作 品

赏析

4 64 64 2 2 否
否

考

试

x212030

2

* 曲

艺 概

论

4 64 64 2 2 是 是 考

试

X212040

2

* 中

国 曲

艺 发

展 简

史

4 64 64 2 2 是 是 考

试



x150012
文 献

检索
0.5 8 4 4 2

否 否

考

察

图

书

馆

小 计

24.

5
392 356 36 6 6 6 4 4

专

业

课

x312015

2

专 业

训练
4 64 44 20 2 2 否 是 考

试

艺

术

学

院

x312003

6

* 相

声 表

演

24 384 264
12

0
4 4 4 4 4 4 是 是 考

试

x312017

5

* 小

品 表

演

10 160 110 50 2 2 2 2 2 是 是 考

试

x312018

5

* 中

国 评

书 艺

术

10 160 110 50 2 2 2 2 2 是 是 考

试

x312017

2

* 曲

艺 创

作

8 128 88 40 2 2 4 是 是 考

试

x312016

2

* 戏

曲 表

演 身

段 训

练

4 64 64 2 2 是 是 考

试

x312000

4

* 快

板
8 128 88 40 2 2 2 2 是 是 考

试

小 计
68

108

8
704

38

4
8 8 12 12 10 10 8

否

专

业

选

修

课

x412092

1
声乐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艺

术

学

院

x412088

1

中 外

民 间

舞

1.5 36 18 18
1.

5
否

否

考

察

x412010

1

戏 曲

欣赏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x412076

1

朗 诵

表 演

艺术

1.5 36 18 18
1.

5 否 否

考

察

x412078

1

舞 台

化妆
1.5 36 18 18

1.

5 否 否

考

察

x412006

1

教 育

学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x412061

1

经 典

诵 读

与 赏

析

1.5 36 18 18
1.

5 否 否

考

察

x412090

1

影 视

艺 术

概论

1.5 36 18 18
1.

5
否

否

考

察

x412089

1

艺 术

创 新

与 创

意 管

理

1.5 36 18 18
1.

5
否

否

考

察

x412095

1

山 东

快书
2 48 24 24 2

否 否

考

察

影 视

制 作

技 术

与 实

践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播 音

创 作

基础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传 播

学 概

论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新 闻

学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普 通

话 语

音 与

播 音

发声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中 国

舞 蹈

实践
1 24 12 12 1 否 否

考

察

艺

术

学

院

小 计 12 288 144
14

4

必

修

部

分

x406042

1

创 业

管理
2 32 32 2 否 否

考

察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x113017

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1 16 8 8 1 否 否
考

察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x444008

1

大 学

生 就

业 指

导

1 16 16 1 否 否
考

察

招

就

处

x113016

1

健 康

教育
1 16 8 8 1 否 否

考

察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x144002

1

军 事

理论
1 16 15 1 1 否 否

考

察

武

装

部



x112011

1

创 新

教育
1 16 16 1 否 否

考

察

x406215

1

职 业

生 涯

规划

0.5 16 16 0.5 否 否
考

察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小 计
7.5 128 111

1

7
2.5 2 2 1

选修部分

公

共

选

修

课

2 32 32

小

计

2 32 32

实践环节

集

中

性

实

践

环

节

35

总 计 182.5
247

2

179

3

1

0

58

8

8

1

23.

5

21.

5
26 22 18 11 8 2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专业核心课程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相声表演 384 4 周壮/李俊杰/于铁（外聘）/胡瞾斌/李立山 1-6

中国评书艺术 160 2 周壮/裴冠红/田洁（外聘）/田连元（外聘） 3-7

小品表演 160 2 李俊杰/黄晓娟（外聘） 3-7

快板 128 2 胡瞾斌/李立山（外聘） 1-4

专业训练 64 2 裴冠红 1-2

戏曲身段训练 64 2 刘岩（外聘） 3-4

中国曲艺发展简史 64 2 李红 2-3

曲艺概论 64 2 李红/李囝 4-5

曲艺创作 128 2 周壮/李俊杰/裴冠红/胡瞾斌/崔凯（外聘） 5-7

5.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学历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

职

李囝 女 1973-08
艺术概论

曲艺美学
教授 研究生

中国艺术

研究院
艺术学 博士

曲艺美学 

艺术学理

论 舞台表

演实践

专职

李红 女 1980-10

中国曲艺

发展简史

曲艺概论

教授 研究生
东北师范

大学
文艺学 博士

曲艺艺术

理论、非

物质文化

遗产、文

艺学

专职

周壮 男 1985-08

相声表

演、中国

评书艺术

讲师 研究生
辽宁科技

大学

表演（曲

艺方向）
硕士

相声、评

书表演与

曲艺理论

研究

专职

裴冠红 女 1987-05

中国评书

艺术、专

业训练

讲师 研究生
辽宁科技

大学

表演（曲

艺方向）
硕士

评书表演

与曲艺理

论研究

专职

李俊杰 男 1985-06

相声表

演、小品

表演

助教 大学本科
辽宁科技

大学

表演（曲

艺方向）
学士

相声小品

表演与理

论研究

专职

胡瞾斌 男 1992-07

快板、相

声表演、

山东快书

助教 研究生
辽宁科技

大学

表演（曲

艺方向）
硕士

相声、快

板表演与

理论研究

专职

曲艺教



田洁 女 1961-08 中国评书

艺术、曲

艺理论

教授 研究生 东北师范

大学
音乐教育 硕士 育、曲艺

理论、评

书

兼职

田连元 男 1941-10
中国评书

艺术

其他正高

级
其他 无 无 无学位

评书表

演、创

作、理论

兼职

黄晓娟 女 1962-03
喜剧小品

表演

其他正高

级
其他

辽宁文化

艺术职工

大学

表演 无学位

喜剧小品

表演、戏

剧表演

兼职

崔凯 男 1951-02

曲艺美

学、曲艺

创作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沈阳音乐

学院
文学 硕士

曲艺创

作、曲艺

美学

兼职

李立山 男 1949-10
快板、相

声表演

其他正高

级
其他

解放军艺

术学院
表演 无学位

相声、快

板表演、

曲艺创

作、曲艺

理论

兼职

于铁 男 1961-10 相声表演
其他副高

级
专科 中国电大 法学 无学位

相声表演

与理论研

究

兼职

刘岩 女 1969-07
戏曲身段

训练

其他副高

级
专科

鞍山市戏

校
戏曲表演 无学位

戏曲表演

与理论研

究

兼职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6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7 比例 53.85%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9 比例 69.23%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7 比例 53.85%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2 比例 15.38%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3 比例 23.08%

36-55岁教师数 4 比例 30.77%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7:6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9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3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李红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艺术学院教

工第二党小

组书记

拟承担课程
中国曲艺发展简史、大学语文、中国

评书艺术、曲艺概论

现在所在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20年6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曲艺艺术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辽宁省本科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辽宁评书艺术的创新发展及构建其学术话

语体系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无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3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9.8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中国评书艺术、曲艺创作、中国曲艺

发展简史、大学语文、200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4

姓名 李囝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艺术学院院

长

拟承担课程 艺术概论、艺术八讲、舞台艺术表演
现在所在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年6月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曲艺美学  艺术学理论  舞台表演实践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辽宁省本科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专著《中国曲艺的美学价值及其艺术表现力》、《辽宁科技大学曲艺系优秀

作品集》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6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艺术概论、艺术八讲、舞台表演实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20



程及学时数 践、1200学时 计（人次）

姓名 周壮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讲师 行政职务 曲艺系主任

拟承担课程 相声表演、中国评书艺术
现在所在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6月毕业于辽宁科技大学大学、表演（曲艺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 曲艺表演与理论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第八批国家级视频精品课《中国评书艺术》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无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相声表演、中国评书艺术、1536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1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193.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215（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非税收入、财政拨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623.0

实践教学基地（个） 7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以辽宁科技大学办学宗旨为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专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树立创新

意识、深化改革。不断的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

面进行改革创新，注重办学质量最近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加强专业与市场的结合，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紧密结合专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和专业基地的建设

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专业建设水平。

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专业建设投入力度。

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教学突出专业特色。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相机 佳能E0S5D Mark IV 4 2020 71600.0

慕课提字器
15寸提字器题词读

稿机
2 2020 3200.0

话筒放大器 SPL Goldmike9844 1 2020 9800.0

教学及实训工作站显示

器
PA278QV 9 2020 22050.0

刻录机 索尼 1 2004 2090.0

传真机 758 1 2004 3650.0

话筒架 * 2 2014 6000.0

全频音箱 SRX725 2 2017 34980.0

反送音响 CV1270 2 2017 11528.0

教学及实训工作站 PCPARTY DWS77-GN 9 2020 152100.0

虚拟现实演播教学辅助

系统
* 1 2020 49000.0

工作站 PCPARTY 1 2020 47300.0

调音台 MGP32X 1 2017 23300.0

钢琴 王子115 1 2002 16000.0

钢琴 诺的斯卡 1 2003 42000.0

非线性编辑系统 VE800 1 2014 126000.0

提词器 视讯LS 1 2014 21200.0



灯光控制台 DWX512/1990 1 2017 20000.0

交互智能平台 希沃S70EB 1 2017 19300.0

大振膜专业录音电容话

筒
Neumann U87Ai 1 2020 23900.0

相机 佳能E0S5D Mark IV 4 2020 85500.0

投影仪 XXX-1 10 2015 10.21



8.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1

一、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

“人民需要文艺”。曲艺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高等院校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需要，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的内容。曲艺表演课程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写进教材，把真善美融入课堂陶冶学生情操，滋养学生心灵，因此，曲艺专业对提升学生民

族气节、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曲艺进课堂对学生艺术鉴赏、艺术审美能力的提升同

样不可或缺。从历史渊源看中国曲种数不胜数，浩如烟海，它将音乐、历史、哲学、民俗、美食、

建筑等众多文化融为一炉，集百家之所长，与自身融为一体，历史悠久，让曲艺走进高校，既是

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意补充，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而提升高校校园文化对

青年大学生的精神涵养。

“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曲艺创作根植于人民，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中国的曲艺历经了千年的发酵，是文化的集合体，其来源于民间大

量的文化创作资源，把曲艺文化培植在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中孕育、生根、开花、结果， 既可以让学

生感受到曲艺艺术的传统魅力，还影响学生逻辑思维创新和捕捉创造灵感，从对大国工匠精神

的认知中寻找勤劳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使学生油然而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形成。青年学生通过接受良好的文

化熏陶，潜移默化的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每个人的血液， 成为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滋养动力，更好的使曲艺艺术生长在校园文化的沃土，增加新时代青年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的创作动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

美培元是新时代高校美育教育体系的根本。辽宁科技大学因钢而立，以“钢铁是这样炼成”冶金

文化著称，在钢铁意志中融入传统曲艺文化则是锦上添花，让钢铁文化中流淌千年曲艺文化滋养的

传统美，彰显钢铁精神与传统文化的魅力，交融与碰撞，交织与融合，使文化碰撞交融，形成校园

美育融合发展，体现刚柔并进。因此，曲艺艺术应发挥其在高校美育的价值，用曲艺的方式讲好

新时代钢铁人文的精神。培养学生对美的感知、认知、体验、探索，提高学生的审美情操和人文

素养，运用传统曲艺文化开启学生创造力、想象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辽宁科技大学相声俱乐部常年坚持公益演出，影响校园文化

的发展，成为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相声俱乐部成为辽宁省优秀美育社团，其根本在于而演出

内容多以传统文化为主，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传统元素创新中体现钢铁精神，搭建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通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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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表演（曲艺方向）专业，以鞍山评书之乡为依托，在辽宁老工业基

地振兴中发挥服务地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18 年的办学历程在曲艺肥沃土地上，培育出一大

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优秀的曲艺人才，成为学校的名片，也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

辽宁科技大学表演（曲艺方向）专业学生，在大量的社会公益公益活动中学生深入部队、社

区、景区及鞍山市下属县区进行公益演出，走进鞍山市惠民曲艺专场——笑笑剧场公益演出，

为广大市民带去欢乐，送去幸福。这就是曲艺魅力所在，更是办好曲艺高等教育最大的夙愿。

2003年我校设立了表演(曲艺方向）专业，是国内成立的首家曲艺本科教学单位，首开曲艺高等教

育之先河，打破传统曲艺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曲艺专业人才的教育层次，而我校也希望尽早将表演

（曲艺方向）更名为曲艺表演，不用再挂靠表演专业名下，使该专业更加系统化、专业化、使曲

艺表演专业名正言顺、并打破招生限制，提高生源质量，为曲艺健康发展，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曲

艺人才。

二、 筹建情况

1 专业建设历史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表演（曲艺方向）专业，是国内第一个曲艺本科教学专业于 2003

年成立，2004 年正式开始招生，是我校特色专业之一，其具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表演（曲艺

方向）专业是艺术学院建院的基础专业，是艺术学院美育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专业。辽宁科技大

学艺术学院表演（曲艺方向）专业经过十余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打磨，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

模式改革创新，客观总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把理论教学与实践培养二者

密切联系，互相促进、使表演（曲艺方向）专业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表演（曲艺方向）专业

2013 年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传承基地；2018 年评

为鞍山市文明单位、2020 年辽宁科技大学曲艺系评为鞍山市青年文明号。用曲艺的形式弘扬钢

铁冶金的摇篮。

2 专业特色

曲艺历史悠久、魅力独特，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我国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是一种将说

唱艺术和口头文学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独特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门类，多种多样的曲艺类

型，多元化的曲种形式，展示了中华传统曲艺的魅力，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发展，表演（曲艺方

向）专业展现了辽宁科技大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专业化，根据地方曲种的特点，制定专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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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纲、学习方案、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等，扩大地方民族曲种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学生曲艺爱

好者保护创作，使地方曲艺吸引更多的受众者，让辽宁科技大学学生了解到地方曲艺的历史价值

和文化价值，并以新媒体+方式宣传和传承，实现曲艺的迭代更新。实现辽宁科技大学中国传

统文化建设的带头学科！

3 教师队伍教学、科研、实践成果及奖项

表演（曲艺方向）专业得到了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省曲艺家协会等部门的广泛关注，很

多曲艺表演艺术家都曾到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表演（曲艺方向）专业进行实地考察并讲学。经

过不断的探索实践，从外聘教师到优秀学生留校任教，该专业已经形成了一支优秀的教育团队现

有在职专职教师 6 人、外聘校外教师7人，专业师生比为12.7%。硕士学位以上教师占比53.85%，高

级职称教师占比69.23%，近4年专职教师在各期刊、杂志共发表教研论文 30 余篇。专职教师主持

多项省级以上教研项目，其中包括：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评书艺术的创新发展及构建其学术话

语体系研究》、主持 中国文联“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

金，2016 年教育部财政拨款项目《长篇评书<百善图>》、2015 年《中国评书艺术》获批第八批

国家级精品视频课程，填补了辽宁科技大学国家级精品课课程空白，填补了中国曲艺艺术国家级课

程空白。曲艺系打破了传统的曲艺教学模式（师带徒口传心授）规范了专业培养方案，规范了教

学课程，形成了独特的曲艺人才培养模式和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并从 2013 年开始，与中国曲

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编写工程，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作为

主要编写单位，历时八年的努力，撰写完成包括《中国曲艺艺术概论》、《中国曲艺发展简史》在

内的 12 本教材，该套教材的出版，标志了中华曲艺终于有了系统、规范、科学的高等教育教材，

填补了曲艺高等教育的空白，为申请曲艺学科做了铺垫。教师实践比赛中获奖，其中李红 2014 年

9 月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周壮荣获第五、八、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入

围、文化部群星奖、东北三省首届曲艺大赛一等奖、第六、七届全国新人新作相声大赛二等奖；辽

宁省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表演奖， 并被评为鞍山市德艺双馨曲艺家。胡曌斌荣获辽宁省道德模范颂

曲艺调演一等奖、“南山杯” 全国新人新作曲艺大赛三等奖；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入围。

裴冠红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市级传承人；第九、十届全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

文学奖提名。李俊杰荣获第八、九届全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提名，第六、七届全国新人新作相

声大赛二等奖、辽宁省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创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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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实践成果及获奖情况

学生参加了多种多样化的专业实践比赛，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群星奖展演、辽宁省第三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辽宁省首届大学生曲艺节，“马季杯”大学生相声大

赛，“京津冀”快板大赛等活动赛事，其中国家级奖项十余项，省级奖项十余项，在全国大学生

短剧小品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全国快板大赛二等奖，全国新人新作曲艺大赛二等奖，山东快书《于

成龙赴任》荣获获首届全国山东快书展演中获得“十佳表演新星奖”，首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

相声展演青年才俊奖、创新才俊奖。相声《微信时代》荣获第二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

演“传承才俊奖”并连续两届参加全国大学生曲艺节优秀节目展演，并参与天津卫视相声大会栏

目录制。

5 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学生参加了全国首届短剧小品优秀节目展演，东北地区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开幕式，2018-

2021 年连续三年参加鞍山市春节联欢晚会，参加市政府大型惠民演出十余场，专业成立“相声俱

乐部”，设立了多家校外实践基地，保证实践教学有序开展，为学生展示自我，磨炼专业技能提供

了广阔的平台，学生社团相声俱乐部 2018 年辽宁科技大学相声俱乐部当选全国高校大学生曲艺

社团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6 弘扬发展服务辽宁科技大学美育建设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表演（曲艺方向）专业成立精品社团“相声俱乐部”2020 年被评为

辽宁省优秀美育社团。表演（曲艺方向）专业始终坚持专业实践教育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统一，推进依托高校美育建设平台实现文化育人可持续发展性。在学校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

中，表演（曲艺方向）专业师生的高水平创作与高质量舞台演出效果都做出极大的贡献2019

年推出国内首部钢铁题材原创音乐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曲艺元素为其增添了浓厚的以美化人、

以美育人、以美培元的道德育人效果，在辽宁科技大学 70 年校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辽宁省体音美展播活动以及学校阳光体育展演等重大重要文艺活动中， 表演（曲艺

方向）专业都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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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发展规划

1. 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更好的服务辽宁科技大学的美育培养工作，推进辽宁科技大学冶

金文化与曲艺文化相融合，用曲艺艺术讲好钢铁故事。

2. 紧紧围绕学校的办学宗旨，通过引进先进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提

高教师综合素质和实践教学能力。

3. 建立和完善实习实训基地，通过科研项目，形成“ 教、学、做”为一体，教学搬进企业、

社会、实践入课堂”。充分服务地方曲艺文化发展需要

4. 培养适应各个行业发展以满足不同行业需要的曲艺复合应用型人才，强化曲艺学术层

次结构，培养出懂理论，会创作、擅表演的人才力量。

5. 提升学生就业层次，扩大就业面，为各级演出、教学、部队、文艺团体、群众文化馆

等单位输入专业曲艺人才。

6. 在现有的基础上，引进其他代表性曲种人才成为多元化培养人才的曲艺专业并大幅提

升教学质量，提高专业知名度，争取全国招生，提高生源质量。

关于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设置曲艺表演本科专业的论证报告

2021 年5 月，艺术学院教师周壮代表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参加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举办的

关于新时代曲艺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的专题研讨会，会议邀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学科评

议组、教育部高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专家，因为 2021 年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调整

的年份，趁着调整的契机，将曲艺学列入学科名录。由中国曲艺家协会负责撰写曲艺归属艺术学科

门类一级学科论证报告已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科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初步同意将曲艺学纳入艺术学一级学科成为戏剧影视曲艺学。因申请专

业是高校为主体申报，所以中国曲艺家协会责成中央戏剧学院、四川师范大学、辽宁科技大学、北

京城市学院四所高校作为第一批申报曲艺表演专业的高校进行申报。现就我校申报曲艺表演本科

专业进行论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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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学定位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曲艺表演专业于 2003 年12 月正式成立，是国内成立的首家曲艺本

科教学单位，首开曲艺表演本科教育之先河，打破了传统的曲艺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了曲艺 专

业人才教育层次。从成立之初，一直采用“理论授课+名家讲学+实践能力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

尤其是加强学生实践演出能力的培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成效显著。特别是从2006 年开始，

实施“3.5+0.5”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利用三年时间学习理论课，使学生掌握扎实的曲艺表演理

论、表演基本功、三大表演体系等专业理论知识；半年时间让学生走进各大 演出团体以及实践教

学基地，密切接触舞台、观众，培养学生的临场演出能力，熟悉舞台演出的各个环节；再利用半年

时间进行科研实践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曲艺表演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实践教学与能力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我们

自己的办学特色：切合东北“黑土地”的幽默氛围，充分利用辽宁本土资源优势，强调人才培养目

标复合型培养并与时俱进，适应艺术人才市场需要并且较强实践能力的创新型曲艺专业人才。

二、必要性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方式多元化，艺术融合发展，给曲艺这一传统艺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曲艺艺术越来越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在学科体系中并没有曲艺的地位，到现在为

止绝大部分的曲艺传承还靠最原始的“师带徒”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这样不仅导致曲种濒危，研

究滞后、人才断层等问题，且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曲艺这一传承千年的传统

艺术在学科体系中并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应当发掘其规律，提炼其特色，提升我国说唱艺术在国际

当中的地位，研究其表演方式，升华其所蕴含的智慧文化，思维哲学，所以建设曲艺学科，不仅可以

促进曲艺文化传承也促进弘扬传统文化艺术还可以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三、可行性分析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表演(曲艺方向）专业自 2003 年成立以来，以鞍山评书之乡为依托，

在辽宁这个曲艺土壤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办学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在这十余年摸索中，该专

业不断的更改培养模式，调整培养计划，完善课程体系，研究教学方式，探究教学内容现以形成

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在教学硬件条件上相对齐全，学生质量也大幅度提高，就业率也达到90％以

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分布在全国各地各单位的曲艺复合应用型人才。设立曲艺表演专业也符合我

校的发展规划，该专业对于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传播正能量、长期发展起到了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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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所以我校希望尽早设立曲艺表演专业而不是挂靠在表演专业下。现今越来越多的高校

开设曲艺课程，开展曲艺研究，这说明，曲艺学科建设具有良好的理论实践基础，具备广泛的

教育就业需求，拥有广阔的创新发展前景，而我校与中国曲协协作出版的 12 本曲艺高等教育

教材，也为曲艺学科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后劲。

四、课程设置

十余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实践，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已形成较为完善的课程

体系，具体课程如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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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课程教学体系（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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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开始，中国曲协与辽宁科技大学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首套全国高等院校

曲艺本科系列教材编写工程。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作为主要编写单位，历时 8 年的努力，

撰写完成包括《中国曲艺艺术概论》《中国曲艺发展简史》在内的 12 本教材。该套教材的正式

出版，标志着中华曲艺终于有了系统、规范、科学的高等教育教材，填补了高等院校艺术教育

的空白，使中国特色曲艺学科教材体系建设更加坚实完善，对于从根本上回答曲艺可持续发展

中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高质量高水平创作生产、构建大曲艺发展格局等战略性课题具有十

分深远 要意义,也是申请曲艺学科的重要材料。

五、社会曲艺人才需求和就业方向

全国现有专业曲艺院团 200 余个，各类曲艺文化公司、曲艺培训机构超过 4000 家，曲

艺小剧场和表演场所 1000 余个，市区县文化馆 3000 多个，中国曲艺名城 6 家，中国曲艺之乡

71 家，经常或定期收听收看曲艺表演的观众近 3 亿人。曲艺拥有广泛的市场空间和就业前景。曲

艺表演本科生就业方向为：在文艺院团、广播电视台、网络媒体、编辑出版单位从事编导、策

划、文化管理等工作；在国家机关、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从事研究、创作、管理等工作；在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文化旅游企业和机构从事管理、策划等工作，而我系就

业率也达到了 90%以上，其中从事该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周壮、李俊杰、裴冠红、胡瞾斌留校任

教，刘宗琦（青岛市文化馆干部）任健（潍坊市文化馆干部）付根（潍坊市文化馆干部）、张

朝阳（深圳创办七个人文化传媒公司）魏鹏远、翁爱博解放军某部军官，李龙火箭军工程大学

研究生院一大队三队少校政治教导员、王若浩、尚琦、杨宗秋任职于鞍山市演艺集团，王宸任

职于沈阳市曲艺团、李毅任职于绍兴市演艺集团、还有大部分毕业生均从事教师、事业单位、

公务员以及各级文化团体。

六、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果

为确保教学质量，使学生真正能够在专业上有所建树，辽宁科技大学在曲艺表演专业

师资配备方面倾注大量心血。现有在职专职教师 6 人、外聘校外教师 7 人，专业师生比为

12.7%硕士学位以上教师占比 53.85%，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69.23%，近 4 年专职教师在各期

刊、杂志共发表教研论文 30 于篇。专职教师主持多项省级以上教研项目，其中包括：辽宁省

教育厅项目《辽宁评书艺术的创新发展及构建其学术话语体系研究》、主持 “中国精神•中

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 2016 年财政拨款项目《长篇评书<百善

图>》等多个项2018 年辽宁科技大学专项基金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的保护传

承及推广研究》2016.4-2017.4 中国曲艺艺术基金项目《田连元评书艺术风格研究》。多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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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曲艺表演专业师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学生方面主要有

国家级

05级郝江昆、、杨松、07 级孙天龙获得 2010 年获得文化部群星奖；

05级刘宗琦 2010 年获得中央电视挑战主持人“周冠军”、“月冠军”；

09级翁爱博首届全国快板书大赛三等奖

11 级胡曌斌第二届“南山杯”全国新人新作曲艺大赛二等奖，全国第十届艺术节展演

11 级冀凯强全国大学生短剧小品大赛一等奖

14 级李贺琛全国快板书大赛二等奖

14 级马达、李帅、张智、霍宇鹏首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青年才俊将、创新才俊奖

17 级杨健、穆澳相声《西游漫谈》荣获第二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创新才

俊奖，以最高分的成绩参加首届大学生曲艺周闭幕式展演。

17 级杨健山东快书《于成龙赴任》荣获首届全国山东快书展演中获得“十佳表演新星奖”

17级杨宗秋尚琦相声《微信时代》荣获第二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传承才

俊奖”并连续两届参加全国大学生曲艺节优秀节目展演，并参与天津卫视相声大会栏目录

制；

17级郭本政山东快书《杨满堂征西》参加第十五届马街书会优秀曲艺节目展演。等各届

学生在各级政府、曲协组织的展演、比赛中均有获奖。

省级

09 级翁爱博、王唯禹辽宁省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曲艺大

赛一等奖

09 级高一方第三届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一等奖

11 级王琪、杨晶辽宁省第四届大学生戏剧节一等奖、二等奖

11级王琪、张欣、12 级王欢辽宁省第三届优秀曲艺节目调演一等奖、二等奖

11级王欢、13 级廖志洲、黄磊辽宁省第五届大学生戏剧节一等奖、二等奖



11

12级陈鑫、马少琛、曹安娜、13 级吴佳霖首届辽宁省大学生曲艺节一等奖、二等奖

12级廖志洲、丁世豪安徽省第八届曲艺牡丹奖三等奖

12级马达、李帅首届京津冀大学生相声大赛三等奖、第七届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三等奖

12级张智、霍宇鹏第七届北京青年相声节二等奖

14 级马达、15 级王宸第二届辽宁省大学生曲艺节一等奖、二等奖

14 级马达、15 级王迟硕第六届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一等奖、二等奖

学生社团相声俱乐部 2018 年辽宁科技大学相声俱乐部当选全国高校大学生曲艺社团联副

理事长单位、2020 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美育社团

教师实践比赛获奖：

李红 2014 年9 月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论文《评书理论学术话语体

系构建初探》于 2019 年3 月发表CSSCI 论文《广西社会科学》。

周壮荣获第五、八、九届全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入围、文化部群星奖、东北三省首届

曲艺大赛一等奖、第六、七届全国新人新作相声大赛二等奖；辽宁省曲艺牡丹奖新人奖、

表演奖，并被评为鞍山市德艺双馨曲艺家。

胡曌斌荣获辽宁省道德模范颂曲艺调演一等奖、“南山杯”全国新人新作曲艺大赛三

等奖；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入围。

裴冠红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市级传承人；全国第九、十届曲艺牡丹奖

新人奖、文学奖提名。

李俊杰荣获第八、九届全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提名，第六、七届全国新人新作相声大

赛二等奖、辽宁省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创作奖。

2013 年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传承基地；2018

年评为鞍山市文明单位、2020 年辽宁科技大学曲艺系评为鞍山市青年文明号。

七、教学经费及相关硬件条件

2015 年至 2018 年，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生均年日常教学经费约 623 元。在教学所需

的硬件条件方面：艺术学院独立办公楼，占地面积设有小剧场 1 个、排练厅 1 间、形体教室

2间、录音棚 2 个、融媒体中心 1 个、练功房 20 于间。多年来，曲艺表演专业以培养适应社会

发展需要的创新型、应用型表演人才为己任，进行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尤其在校企合作及实践

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成绩显著。与辽宁电视台、鞍山市电视台、鞍山市演艺集团、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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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家协会等多家单位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表演实践机会,其中省内合作

单位每年可接收实习生约 130 人。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关于建议辽宁省教育厅支持辽宁科技大学申报

曲艺表演专业的函

辽宁省教育厅∶

我们诚恳建议贵厅对辽宁科技大学申报曲艺表演专业给予大

力支持。

曲艺是中华民族说唱艺术的统称，是中华传统艺术宝库中的

瑰宝。但曲艺一直未能进入高等教育序列，是严重制约曲艺艺术

繁荣发展的瓶颈问题。中国曲艺家协会作为党领导曲艺界人民团

体，长期致力于推进曲艺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这也是骆玉笙、

侯宝林、马季等老一辈曲艺家的毕生夙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事业，高度重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曲艺学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两

会期间，26 位全国政协委员向教育部提议，加快推进全国高等院

校曲艺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教育部明确表示支持。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自2003 年设立表演（曲艺）专业起，

作为国内首个本科曲艺表演教学专业，开创了国内曲艺高等教育

先河，十余年来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曲艺人才，教学成果十分显著，



中国曲艺家协会

2021年7月20日

为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自 2013年开始，

辽宁科技大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感使命感，与中国曲艺家

协会共同组织数百位曲艺工作者，编写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 12

本系列教材，于2020 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系列教

材是我国第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曲艺本科教材、

填补了高等院校艺术学教育的空白。

曲艺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是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一 项

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希望工程，对于从根本上实 现曲

艺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今 年恰逢

高校本科专业申报，诚请贵厅支持辽宁科技大学申报曲艺 表演专业，

发挥曲艺教学优势，巩固办学成果，为曲艺人才培养 和曲艺艺术

传承发展作出贡献。







10.艺术类专业事业发展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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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文件

辽科大发规处发〔2021〕9 号

关于 2021 年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情况的通报

学校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启动 2021 年本科专业动态调整工

作，通过深入研讨、广泛调研论证和学院积极申报，经学校专业

动态调整委员会 5 月 6 日会议审议、学校学术委员会 5 月 10 日

会议审议、校长办公会 5 月 11 日会议审议，校党委常委会 6 月

22 日会议审定，学校 2021 年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情况通报如下：

一、申报本科专业 2 个

1.机器人工程（创新创业学院，工学，自动化类，专业代码：

080803T）

2.曲艺表演（艺术学院，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类，目录外

专业）

注：专业代码“T”为教育部鼓励申办的特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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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招本科专业 4 个

1.金融工程（经济与法律学院，经济学，金融学类，专业代

码：020302）

2.汽车服务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工学，机械类，专业代码：

080208）

3.机械工艺技术（应用技术学院，工学，机械类，专业代码：

080209T）

4.工程造价（应用技术学院，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专业代码：120105）

注：金融工程为同质化专业；汽车服务工程、机械工艺技术、

工程造价为中职本专业，省教育厅要求中职本停招。

三、撤销本科专业 3 个

1.能源化学工程（化学工程学院，工学，化工与制药类，专

业代码：081304T，同质化专业，2021 年停招）

2.信息与计算科学（理学院，理学，数学类，专业代码：

070102，同质化专业，2021 年停招）

3.视觉传达设计（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艺术学，设计学类，

专业代码：130502，同质化专业，2019 年停招）

以上情况，特此通报。

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

2021 年 6 月 22 日

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 2021 年 6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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