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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对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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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对外交流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展，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旅游产业

开始逐渐成长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但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高素质、专业化的旅游从业

人才出现了严重匮乏的现象，在旅游企业中一线基层管理人才也出现了巨大断层。鉴于这种状况，为了谋求长远

发展，为旅游行业发展输送大量专业化人才，各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在教学改革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也取得

了巨大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主要对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管理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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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situation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y country, the scale of foreign 
exchanges is also expanding. Since the 1990s,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gradually grown into an important pill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market econom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re has been a serious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tourism professionals, and there has also been a huge gap 
in front-line grassroots management talents in tourism enterprise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in order to seek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supply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invested a lot of energy in teaching reform and achieved great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reform of 
tourism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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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旅游消费

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旅游行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已经

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及客源国之一，大量旅游

资源体现出了垄断性和独特性，由此导致我国成为世

界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可能，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可以

为国民经济提供有效支撑。但是当前我国的高职旅游

专业教育仍然存在教学形式单一、专业设置缺乏创新

等一些问题，因此必须要加快旅游教育改革，这样才

能让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形成

有效匹配。 
1 高职旅游专业特征 
首先，目前高职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主要涉及到

了旅游社、酒店、景区、旅游管理部门等相关内容[1]。

各专业方向都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要求学生要经

过专业培训后具备较强的实操经验，同时也要实现自

身服务意识的不断提升。其次，虽然我国旅游专业目

前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能够为学生

们的旅游专业理论学习提供有效支撑，但过分注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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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也会导致旅游管理专业的实操教学会遭遇一定

问题[2]。 
2 旅游管理专业当前存在问题 
2.1 课程体系不科学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在课程设置

方面存在针对性相对较差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采取

的都是因人设课的模式，而且课程设置主要采取的是

传统模式下的三段式，也就是以公共课、专业基础课

以及专业课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在多数情况下将高职

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当成是本科制的压缩，仅仅

是将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及中职院校的专业课

程设计进行简单移植，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旅游专业的

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几个方面无法与现

任任职岗位需求相契合。 
2.2 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并没有配备专职的旅游管理

专业教师，该专业教师通常情况下是从管理、经济或

地理等其他行业转行而来，毕竟这部分教师必备经历

过旅游专业的系统化学习，也没有在旅游行业中进行

实践磨练，导致其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相对较差，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照本宣科的现象，即使高职

院校现有的专职教师也在实践经验方面相对匮乏，不

能够满足“双师型”教师资格的实际要求[3]。另外，针

对学校的专业教师队伍也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

制，对教师的教学评估并没建立起完善的指标体系，

教师教学效果及教学质量、工作量、参与教研的程度

等考核均采取的是统一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大部

分教师缺乏积极性，在学生的考核方面也仅仅是以理

论知识作为基准，不能够全面开展实验和实训的教学，

导致学生的综合技能水平无法得到真实反映。而在现

代旅游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

在新的形势下培养出应用型的旅游专业人才才是当前

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2.3 教材建设缺乏配套 
虽然目前高职旅游专业教材建设方面看似繁荣，

而且不少院校已经出版了自身的专职教材，但从教材

的实践应用角度来看，大部分教材存在编多、写少的

现象，剪辑性成果多，研究成果少，而且大部分教材

内容的编写涉及的都是理论性和继承性知识，很少涉

及到实践性和创新性知识，因为目前针对高职旅游专

业的教材规划缺乏统一性，导致高职院校多数情况下

使用的教材都是来自于对全日制本科教材的照搬照

抄，或者是对旅游中专教材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很

难让旅游高职专业的教学质量得到保障。 
2.4 缺乏生源，综合素质相对偏低 
旅游行业本身属于一个服务性非常强的行业。在

我国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很多人对于服务

行业存在思想上的偏见。而且与其他一些技术性专业

相比较，因为旅游管理专业本身缺乏技术含量，因此

在招生过程中即使是一些不符合旅游管理专业要求的

学生也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生源质量无法得到

保障，进而会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产生影响。高职旅

游专业人才培养也无法满足旅游行业对旅游专业人才

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旅游行

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制约作用。 
3 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管理教育改革建议 
3.1 课程体系改革，突出高职特色 
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过程中课程体系

改革应该作为核心，课程体系的改革应该充分结合专

业培养目标以及培养规格的具体要求来构建其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以此来充分体现出高职教育

的特色。 
首先，要实现实践教学的不断强化，在高职旅游

专业中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从教学实践角度来看，

也应该充分结合该专业的具体特征并严格按照“2+1”
的教学模式开展，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首先需要在校内

开展两年的理论知识教学，最后一年让学生进入旅游

企业中进行实践学习，在基础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应该

以实践应用为基本目标，同时紧紧抓住必须和够用这

两点原则，来不断强化专业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

性，与此同时也要对实践课程的教学给予高度重视，

在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实践教学的

占比应该达到 40%左右，要在整个学制的全过程中始

终贯穿实践教学[4]。针对一年级学生的实践教学首先应

该以基本技能实训为主，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对旅游

管理专业的基本操作技能进行充分掌握；针对二年级

学生可以适时开展专业技能实训，让学生通过职业技

能教学后充分掌握本专业的各项专业技能，同时也要

积极鼓励学生们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对于三年级学生

来说学校要积极创造机会为学生提供生产性实习的平

台，充分利用产学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更加直观的参与

到实践生产和就业环节中，在生产就业岗位上来完成

岗位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帮助学生能够顺利的从

学生到职业人进行过度，毕业后就可以直接进行顶岗

工作，让学生的入职磨合期进一步压缩。 
其次，应该充分结合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的实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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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以及课程特点来全面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有

效改善传统模式下陈旧的教学方法，在高职院校的旅

游管理专业课堂实践中积极引入实地教学、研究性教

学、探讨式教学、模拟教学等各类新型的教学方法，

充分借助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来实现课堂教学内容的

不断扩充，同时也要让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凸

显出来，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来实现教学效率和教学

效果的有效改善。 
3.2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也要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要

以“双师型”教师的标准为学校积极培养既具备较强

教学能力又具备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专业化师资队

伍，这样才能真正让高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在实际的

教学时过程中应该采取以下一些方法，首先可以让教

师到企业中挂职采取顶岗锻炼的方式来提升教师的实

践动手能力；其次，也可以自己委派教师到高校或国

内其他教学机构学习先进教学思想、教学方法，以此

来实现学校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5]。再次，积极鼓励专

业教师尽快考取相应岗位的资格证书，不断扩充学校

“双师型”教师队伍，同时也要对教师的继续再教育

和教学学历层次提升给予积极鼓励，对教师参与学校

的教材编制、制作创新型教学课件、积极参与科学研

究给予积极鼓励。最后，高职院校要根据自身的教学

特征建立师资库，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学校因兼职教师

过多而导致教学秩序混乱。 
3.3 完善实训基地和教材建设 
在高职院校的教学过程中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

属于非常重要的一项教学保障。因此首先要加强旅游

管理专业数码摄像机、投影仪、教学软件等各类硬件

设施的建设和更新。其次要实现校内实训基地如餐饮

及客房模拟室、形体训练房、导游模拟室等各类设施

的更新和建设，通过积极摸索不断实现高职院校校内

实训基地规模的有效扩充，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实

验实训条件，这样才能让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具备充

足保障。最后，要积极寻求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

建立起产学合作关系来实现校外培训基地的稳固，以

便将学生定期于输送到酒店、旅行社来开展实训和学

习。与此同时也可以邀请旅行社或酒店等委派具备较

强管理经验的专家对学校的技能教学给予有效指导，

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实现校企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在选择教材过程中，要彻底打破原有的教材结

构，根据实践教学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删；

与此同时也要鼓励在校教师参与到高职教材的编撰过

程中，重点以突出高职特色为基础，加强教材的针对

性和专业特色，这样才能促进本专业的健康发展。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

不仅要关注学生基础知识再巩固，关注理论知识的教

学过程，也要更加注重实践教学训练。高职旅游管理

专业的教学改革要结合高职教学的特征，从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以及教材等各个方面进行突破创新，要为学

生搭建校企合作平台，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企业实践

锻炼中，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能

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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