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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中职旅游专业课程体系优化分析
张婧妮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贸易学校，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政府对旅游业发

展重视程度的提升，旅游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因此社会对旅游

专业型人才的需求及要求也在增加。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中

职学校对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与行业的人才需求发生了改变，因

此如何提高中职旅游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是十分值得思考的。在

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当前中职旅游专业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提出中职旅游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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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明确提出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

导向、以提高质量为重点，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深化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突出职业道德教

育和职业技能培养，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提高

其就业创业能力。因此，中职学校应当根据当前行业形势，明确

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为社会和旅游行业输送更多的优秀专

业人才。

一、中职院校旅游专业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一）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旅游专业是一门包含了众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新型学科，但

是大多数的中职院校在旅游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培养

方向和培养目标，没有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目前中职学校

的旅游专业中公共课程的总课时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大大

缩减了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时间，且专业课程重点不突出，内

容交叉重叠。这种情况造成学生的学习负担过大，降低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从而产生了厌学情绪。除此之外，大多的中职学校旅

游专业的教学内容较为落后，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导致中职旅

游专业的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能与旅游企业的需求相

匹配。

（二）实践教学课程不突出

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课程设置往往以本科学科教学课程为参

考，包括了旅游学概论、旅游管理学、旅游政策与法规、旅行社业务、

旅行社管理、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等众多课程。虽然中职院

校也设置了实践教学课程，但过多的专业理论课程，使得实践教

学课程的时间大大减少。旅游专业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缺少实践的训练会导致学生不仅无法熟练掌握专业，还不能

够真正理解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一些中职学校虽然设置了足够

的实践课程时间，但是由于资金预算过高、实践场地不足和学生

安全问题等因素，实际进行实践的机会很少，这同样违背了中等

职业教育提倡的“轻理论、重实践”的初衷。

（三）课程设置缺少前瞻性和时代感

信息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全域旅游的发展，在当前形势下，

社会和旅游行业对旅游行业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旅游行业

涉及的内容较广，产生的工作岗位种类较多，往往需要的是复合

型专业才人。但是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课程设置缺乏前瞻性和时

代感，设置的课程往往过于的单一，没有设置旅游行业大数据分析、

在线旅游体验和在线旅游企业运营分析等教学内容，造成了中职

旅游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

二、中职旅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策略

（一）课程体系优化遵循的原则

中职学校旅游专业进行课程体系优化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在

遵循“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主体”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对学

生进行全过程和全方位的培养和教育；把素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

的关键，使专业教育、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进行有机地融合，做

到能力、知识、素质的协调全面发展；教师应当充分对每个学生

进行了解，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培养。

（二）科学设置实践教学课程

实践教学可以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化理解，还可以提升

学生的专业技能。中职学校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实践教学课程，做

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例如，中职学校可以把实践教学体系分为

校内训练和校外实习。在校内训练时，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先

给学生讲解一些风景名胜区，然后让学生进行情景模拟，让学生

扮演旅游团中的不同角色，设计各种突发的情况，让学生对此做

出及时的应对和处理，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来增强学生的服务意识

和专业技能。在校外实习中，中职学校可以与周围的旅行社和风

景游览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旅游专业学生的最后两个学期，

带领学生进行参观实习，让学生了解旅游行业的运作模式，之后

让学生在旅行社或者景区进行顶岗实习，真正去锻炼自我、提升

能力。

（三）拓宽就业领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旅游行业也开始向多元化的

方向发展，中职学校应拓宽学生的就业领域，不能只把学生的就

业方向局限于当导游。例如，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去去哪儿、

携程等电商平台做网络旅游销售，去一些旅游企业做旅游路线策

划等，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还可以提高中职

旅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旅游行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社会和旅游

行业对旅游专业人才进一步提高了的要求，中职学校应当适应时

代的发展，明确培养目标和方向，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为旅游

行业培养一批批更加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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