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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校„2021‟70号 

 

 

曲靖师范学院关于印发专业调整方案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曲靖师范学院专业调整方案》经 2021 年 6 月 8 日校长

办公会审议，6月 11日学校党委会议审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曲靖师范学院 

2021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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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专业调整方案 

（经 2021年 6月 8日校长办公会， 

2021年 6月 11日校党委会审定通过） 

 

为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曲

靖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的实施意见》，结合学校专业

建设实际和专业诊断评估相关情况，特制定专业调整方案。 

一、专业基本状态 

2021 年 4 月，学校成立专业评价专家组，对学校 59 个本科

专业开展诊断性评价。评价针对专业课程、师资、教材、测试、

生源、就业等要素，通过专业汇报、查阅材料、走访调研、评议

汇总等，对各专业建设成绩、特色亮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逐

一形成专业评价结论，理清学校专业建设基本状态，为优化专业

结构布局，开展专业动态调整提供了参考。 

（一）发展状态良好的专业 

1.国家省校优势特色专业 

汉语言文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化学为省级重

点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物理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为省级特色专

业，汉语言文学为省级改革试点专业。小学教育、音乐学、学前

教育、英语、生物科学、会计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为校级重点专

业。  

2.省级一流建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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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小学教育、化学、美术学、汉语言文学、音乐学、

历史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体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和书法学为省级一流建设专业。一流专业建设项目

达到 13 项。其中师范类专业 12 项，占比 92.3%，非师范专业 1

项。 

3.综合评价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 

在省专业综合评价中，共有 17 个专业达到 C 类，分别是思

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化学、书法学、汉语言文学、生物科学、

历史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体育教育、舞蹈学、学前教

育、汉语国际教育、食品科学与工程、美术学、音乐学、酒店管

理，占学校专业总数的 28.8%，位居地方高校前列。小学教育、

秘书学、英语、体育教育、汉语言文学、书法学、商务英语共 7

个专业进入全省布局专业的前 1/3段，形成比较优势。 

4.办学声誉良好的专业 

从招生情况看，全校 59 个专业中连续 4 年第一志愿报考率

均在 50%以上，且 2020年第一志愿录取率在 90%以上的专业有英

语、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舞蹈学、音乐学、

书法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体育教育、

地理科学、化学、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设计、生物科学、商务英

语、物理学、汉语国际教育、历史学等 20个专业，约占全校专业

总数的 34%，这些专业社会办学声誉较好，有较强的持续发展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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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有明显优势的师范类专业 

全校共有师范类专业 20个，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

化学、书法学、汉语言文学、生物科学、历史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物理学、体育教育、学前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美术学、音

乐学 14个专业进入 C类，占我校 C类专业的 82%。师范类专业尚

有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地理科学、秘书学、

艺术教育专业没有达到 C类，除暂停招生的艺术教育专业外，这

些专业均具有较好的办学基础条件，在我校现有的 D类专业中，

有可能率先进入 C类专业。 

（二）发展问题较多的专业 

1.办学基础条件薄弱的传统专业 

现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设计、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应用化学、

泰语、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地理科学、法学、广告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生物技术、工商管理、播音与主持艺术、化学工

程与工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 18 个专业（约占专业总数的

31%），办学基础条件薄弱，省内横向比较，与 C类专业标准的差

距较大。其中 5个专业办学历史均在 10年以上。这些专业评价等

级较低，主要原因是办学学院为保证优势专业质量，资源调配人

为偏离所致。 

2.基础条件薄弱的新办专业 

现有经济统计学、工程管理、国际商务、金融工程、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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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管理、物流管理、制药工程、印度尼西亚语、审计学、休

闲体育、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工程造价 13

个专业为毕业生不足 3届的新专业。其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审计学、制药工程、印度尼西亚语、食品质量与安全五个专业还

无毕业生。这些专业的基本的教学条件较差，师资队伍建设存在

较大差距，专业综合评价面临较大问题，横向比较处于劣势。其

中 3个专业体现出发展特点，一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第一志愿报考率达 32%，作为 2020年招生的新专业取得这样的成

绩殊为不易;二是休闲体育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达 94%，专业较

受欢迎；三是物流管理专业，市场需求旺盛，切合曲靖地方经济

发展的战略需求。 

3.游离于专业群的专业 

现有 9 个专业游离于专业群，约占学校专业总数的 17%，难

以发挥资源优势。其中美术学、音乐学 2个为师范类专业，其余

法学、社会工作、酒店管理、物流管理、金融工程、广告学、播

音与主持艺术 7个为非师范专业，在资源共享方面受到制约。 

（三）建设困难突出的专业 

1.办学规模效益受社会需求限制的专业 

从招生情况看，办学规模效益受社会需求限制的专业主要是

艺术教育、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印度尼西亚语、食品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酒店管理、工程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

化学工程与工艺、金融工程、社会工作等 11个专业，报考志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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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50%，一半以上学生为调剂志愿，后续办学效益存在隐患。 

2.师资力量薄弱的专业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金融工程、市场营销、国际商务、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审计学、物流管理、印度尼西亚语等 8个专业

专任教师低于 5人。在最近的专业综合评价中，全校 17个专业保

持了排序位次，28个专业评价排序位次下降，占参评专业总数的

49%，说明在专业综合评价压力下，上述 8个专业师资配臵被弱化，

逐渐呈现边缘化倾向。 

3.发展问题突出的专业 

就整体而言，金融工程、国际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印度尼西亚语、审计学、房地产开发与管理、软件工程、经济统

计学、市场营销、艺术教育等 10个专业存在问题多，解决问题的

难度较大，质量、规模、效益等退化明显。 

二、专业调整原则 

（一）紧扣学校办学定位 

专业调整要紧扣学校办学定位，坚守师范底色，突出地方性、

应用型特点，努力打造一流本科专业，为创建特色鲜明的地方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打好专业基础。  

（二）强化师范教育底色 

专业调整必须突出师范教育特点，强化教师教育。要以师范

专业认证为抓手，以师范教育改革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师范专业

建设，做强师范专业，提高师范专业的育人能力和育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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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专业调整要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通过推进新文

科、新工科建设，打造服务地方的优势特色专业，升级改造传统

专业，强化专业应用转型，把培养学生应用能力放在重要位臵。 

（四）确保专业评价合格 

专业调整要紧扣专业综合评价,增强专业建设针对性、规律

性；贯彻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师范专业认证

理念；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全面提高专业整体水平；

确保专业综合评价顺利进行。 

三、专业调整观察要素 

（一）生源质量 

生源是专业生存发展的起点，确保生源数量和质量是提高学

校办学质量的第一道防线。在招生录取中，第一志愿少于 10人的

专业进入专业调整预警范围。 

（二）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专业发展的根本要素，教师的水平决定着教学的

水平，制约着专业办学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专业教师少

于 5人的专业进入专业调整预警范围。 

（三）办学条件 

办学条件对专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教学设施、实验实习、经

费支持、师资队伍、管理措施等方面，是专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在办学条件方面，根据专业评价结果进行衡量，办学基础条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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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突出的专业进入专业调整预警范围。  

（四）就业状态 

毕业生就业状态是检验专业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指标,也是影响专业社会声誉与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就业状

态方面，全校就业率排名靠后的 10 个专业进入专业调整预警范

围。 

（五）专业综合评价 

云南省专业综合评价着重考察课程、教学、教材、测试、就

业 5个要素指标，形成专业综合评价结果。在专业综合评价方面，

连续 4次为 D等的专业，进入专业调整预警范围。 

进入专业调整预警范围的专业，由教务处向相关学院发出专

业预警通知，并向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学校主要领导报告相关

情况，由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研

判决定，采取限制招生、暂停招生、撤销专业等方式进行调整。 

四、加强重点建设专业 

（一）建设优势特色专业 

大力加强现有国家特色专业、省级重点专业、省级特色专业、

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力度，展现学校办学传统和办学优势。

进一步建设现有校级特色专业和重点专业，对校级特色专业和重

点专业实行动态管理，形成竞争机制，以利于产生新的校级特色

专业和重点专业。其他专业建设根据专业类别开展，着重鼓励其

形成学校师范教育特色或者非师范应用型特色专业群，在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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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劣汰。 

（二）建设一流专业 

全面对接国家的“双万计划”，以“面向未来、适应需求、

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为目标，强化国家级一流专业

和省级一流专业的建设力度，构建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体系，提升学校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重视一流专

业品牌特色建设，按新工科、新文科建设要求，体现专业建设新

方向、新内涵、新成效。 

（三）建设支撑硕士学位授权专业 

根据专业硕士点建设需要，依托相关学科专业群，大力鼓励

和增设支撑硕士授权点的本科专业建设。重点依托教师教育学科

群，发展教育硕士相关本科专业；依托理工学科群，发展工程硕

士相关本科专业；依托人文学科群，发展艺术、体育硕士相关本

科专业；依托社科学科群，发展社会工作硕士相关本科专业。 

五、暂停招生专业 

根据云南省专业综合评价和学校专业诊断评估状况，拟对 10

个薄弱专业在三年内分步停止招生，并根据后续建设情况，逐步

撤销停办其中部分专业。 

（一）2021年暂停招生专业 

1.国际商务专业 

2.市场营销专业 

3.审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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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地产开发与管理（2020年暂停招生） 

5.艺术教育（2014年暂停招生） 

（二）2022年拟暂停招生专业 

1.金融工程专业 

2.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各拟停止招生专业应持续做好本专业在校学生的专业教育

教学工作，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做好教师资源、教学资源科学合

理的规划、安排。 

六、申报新办专业 

根据我校办学实际情况，针对师资力量、招生就业前景、教

学资源、硕士点建设需要等因素，科学合理地进行专业需求论证，

按照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相关规定程序及时间安排，分阶段论证、

申报 5-6个新增专业。 

综合学校发展目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应用转型等因

素，按照学校四十五发展规划和学分制改革要求，新增专业可优

先考虑在以下专业范围内选择论证，具体为：航空服务艺术与管

理、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网络与新媒体、数据计算及应用、

药物化学、绘画、数字媒体艺术等。 

选择申报其他专业，相关学院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必要性论

证。 

新专业申报由相关学院提出，并按要求做好申报材料，经学

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论证、校长办公会同意后，按程序报上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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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审核批准。 

 

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1年 6月 21日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