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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路径 

张 双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江西南昌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各高校培养旅游专业的人才可将此战略作为发展契机，

结合当地旅游特点展开旅游专业教育。本文的研究基于江西旅游环境和资源、文化背景，分析了高校旅游

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并根据其中的不足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下的人才培养路径，主要从课程设置、就

业引导、社会服务、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着手，希望有利于创新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应

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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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take this strategy as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nd carry out tourism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Jiangxi's 
tourism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talent training path under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its shortcomings. It mainly starts from curriculum setting, 
employment guidance, social services,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and other aspects. I hope it will be beneficial. 
Innovate the training model of tourism profession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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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8 年印发《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在此环境下，我

国高校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迎来了新的契机。一直

以来高职院校担任着旅游专业基层管理人员、技术

型人员培养重任，基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高职院校可以借助这一契机对旅游专业人才进行人

才培养途径创新，为国家培育复合型优秀人才做贡

献。 
1 高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江西是农业大省，高职院校有许多大学生来自

农村，有一定的农村生活经验，基于这种现实环境

下，江西高职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根据学生特

点，重新梳理人才培养思路，将学生自身的特色和

优势最大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有许多高职院校，

旅游专业教育者逐渐挖掘新的思路，但在具体的培

养路径中还存在一些不足。 
1.1 人才培养重国际轻本土 
许多高职院校在进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中，将

重点放在国际化知识领域，通过和国际企业实施校

企合作机制进行人才培养，为了加强国际旅游专业

人才培养，许多高校，还进行了国际化师资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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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从某个角度来看，国际化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能

够拓展学生的思维，但忽视了国际化和本土性的融

合创新，缺乏对本土化教育资源开发利用，导致学

生实践范围受到限制，旅游专业学生的服务能力也

无法提升。针对江西经济发展情况，许多旅游专业

毕业生在就业方向，极少会选择江西旅游景区发展，

导致一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得到提升。因此，

过于注重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是一种重理

论轻实践的表现，不利于旅游专业学生就业发展。 
1.2 乡土文化优势未能发挥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在进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时，缺乏乡土文化特色培育，在课程体系的安排中

倾向于追求系统的教学，缺乏特色和具体的内容，

没有根据学生的生长环境、学生的特色，以及当地

的人文资源进行课程调整，因此在专业的实践方面，

显得较为力不从心，不切实际。江西的乡村旅游优

势没有得到发挥，是一种教学资源的浪费。借助乡

村振兴战略，对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来说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需要教育者们深入研究。 
1.3 存在重技能轻文化现象 
任何职业专业的教学都需要结合理论知识和实

践能力培养就目前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的课程建设来

看，存在重技能训练，轻专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传

播问题，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新时代教学背

景下，高校进行人才培养需要结合人本主义教学理

论精髓，注重学生的综合发展，包括精神修养、态

度、情感和知识培育。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育，

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全人教育理念，从教育的

结构出发，结合全人教育理念引导高职院校各专业

的持续性发展，加强教育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基

于乡村振兴战略高职院校旅游专业，教育者需要从

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培育着手，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融入旅游专业课程过程。如何有效融入也是需要

解决的课题。 
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路径 
2.1 结合乡村文化，创新旅游专业课程体系 
高校在进行旅游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可以通

过结合文化背景加强课程文化内涵，基于乡村振兴

背景，旅游者旅游专业课程打造成能够传扬本土文

化的特色课程，也可根据乡风民族的特色打造精品

课程群，通过研究具有鲜明特点的旅游专业拓展课

程，例如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与开发、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开发、乡村旅游设计开发、民宿管理与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课程。 
2.2 成立兴趣小组和课题研究小组，拓展实践

渠道 
旅游专业不同于其他文科类专业，旅游专业涉

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是一门综合性专业，高职旅

游专业学生大部分的学习都在课堂上进行，课堂对

于专业知识的呈现主要以理论知识为主，因此在学

习过程中容易出现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所以旅

游课程建设研究人员可以从本土文化和国际文化的

融合方向着手，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系统性课程。

此外，还可以通过成立兴趣小组和课题研究小组的

方式研究校企合作内容，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研究活

动，给予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培育环境。通过研究小

组和兴趣小组的建立学生既能够学习专业知识，同

时在团队合作中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意识和自主

学习能力都能够得到提升。针对小组成就，还可以

将学生在小组实践中的成长记录作为学分置换的依

据，换成学分，加入评价结果中。实际活动中小组

的选题可以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突出地域文化，

结合江西地方乡土文化和习俗等进行，例如成立江

西旅游景区研究、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纪念品设

计与制作等课题小组。 
2.3 结合地方乡村旅游实习基地，培养优质乡

村旅游创客 
始终坚持产教融合机制是高职旅游专业人才的

培育方式，在开展学生实习就业中，可以结合地方

乡村旅游实习基地进行，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实践基

地工作项目，例如景区服务管理，乡村旅游导游，

生态环境保护等实习内容。在当前的互联网加环境

下，高职院校也可以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基于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为国家培养优质乡村旅游创客，

助力精准扶贫。 
2.4 成立“非遗”技能工作室，弥补课堂不足 
为了弘扬工匠精神，加强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高职院校可申报非遗技能工作室，当前，

许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面临着消亡。非物质

遗产是地方文化的体现，蕴含着文化思想和地方风

俗，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扬，有利于旅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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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乡村纯真情感的热爱，有利于培养重感情的

学生。通过申请并建立非遗技能工作室，有利于高

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平台搭建，能够弥补日常课堂

中无法涉及的实践内容。 
2.5 搭建智库平台，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江西旅游高职院校可以通

过搭建智库平台的方式培养专业人才，智库平台内

容可以包技术交流、人员培训以及成人继续教育。

智库平台有利于保障旅游专业人才社会服务能力，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智库平台的搭建也

能带动其他发展建设，如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农村

公共文化建设，农村青年技术再教育等。 
2.6 开展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旅游专业群调研

工作 
旅游专业群调研是研究综合素质型旅游专业人

才培养的重要渠道。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高职旅

游专业群建设，应以江西地方旅游为基础，以服务

全国为目标进行建设，结合地方风俗和文化，创建

具有特色的生态旅游示范路线，打造以绿色生态为

发展理念的乡村产业链。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群调研

工作进行时，需要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充分调研，

结合本院校旅游专业人才的优势，进行江西农村资

源、地域农业的深入发掘，要加强专业群建设工作

的探索，专业群建设工作内容可包括生态旅游休闲

服务与管理，创意农业和观光农业等，进而强化高

职旅游专业的产业服务能力。 
3 结语 
基于农业大省和旅游大省发展背景下的高职院

校，其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从条件和资源上来看

是具有优势的，并且，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加大

了对江西旅游行业发展的帮助。实际上，有效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对此，江西高职院校在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时，需要

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结合国情、省情和乡情，

地方文化特色进行，重新梳理教学思路，创新人才

培养目标，制定新的教学方案，才能保障旅游专业

人才真实能力，具体可以从课程设置、就业引导、

社会服务、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着手，不断探索、

不断深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国际化和本土

化共存的专业人才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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