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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智慧旅游时代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内容 

与教学组织改革 
◆周淑萍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11） 

 
摘要：智慧旅游也被称为智能旅游。就是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地理

信息系统、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借助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融入吃、

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等旅游要素之中。智慧

旅游的建设与发展 终将体现在旅游体验、旅游管理、旅游服务和旅游

营销的四个层面。智慧旅游的发展对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加速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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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旅游时代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内容与教学组织
改革的背景 

智慧旅游是智慧地球在旅游行业的拓展。自从 2011 年我国
提出智慧旅游的构想，国家旅游局同年就提出我国将争取用十年
时间，把旅游业发展成为高信息含量、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
初步实现基于信息技术的“智慧旅游”。为保障智慧旅游发展，
国家旅游局提出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
措施，明确提出强化队伍建设，建立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体系，积
极开展智慧旅游专业培训和智慧旅游交流活动，为我国智慧旅游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这既为高职旅游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机遇，也
为高职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挑战。 

二、智慧旅游时代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方面存在的问题 
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专业是我国旅游业基层和中层管理骨

干人才培养的主要平台。因此，完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设
置已成为我国旅游教育改革事业的重要内容。高职旅游管理专业
课程基本上是参照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模式，按照公共
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的课程类别和结构设置的。大量课程
如“旅游学概论”、“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法规”、”
饭店管理概论”、“旅行社管理概论”等与普通本科旅游管理专业
的课程设置儿乎没有差别，都是重理论、轻实践，难以将现代信
息技术与实训有机地结合起来，无法满足智慧旅游对人才培养的
需求。 

三、智慧旅游时代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注重智慧旅游人才培
养 

智慧旅游时代下仅凭智能机器并不能给游客带来优良的服
务体验，智能机器的管理也需要人来维护和管理，智慧旅游归根
结底是“人的智慧”。目前智慧旅游的发展对旅游人才的要求非
常高，这就需要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对传统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建立起一支既懂旅游又懂智慧旅游技术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一）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智慧旅游人才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旅游企业管理和服

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能够从事旅行社、旅游饭店等旅游行业经
营管理和接待服务， 终成为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要实现
这一目标，学校教育要以行业需求为目标，更要着眼于行业未来
发展趋势，尤其是关注智慧旅游背景下人才需求的特征。未来旅
游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具备高素质技能型的人才，更需要有智慧的
思维和创新精神，而这就需要学校本身树立培养智慧型人才的理
念，让学生成为会思考的智慧型技能人才。 

（二）加大信息化课程比例，提高学生信息素养 
旅游人才优秀信息素养不是把信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把其

作为管理和服务决策的依据。旅游类课程应该充分结合智慧旅游
特点，增加旅游信息化、旅游电子商务、酒店电子商务等课程，

同时可以适当增加信息化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如开设信息管理、
网站开发与设计等技术性较强的课程。在课程的开课方式上，充
分结合现有的智慧旅游平台，让学生参与到课程的设计和实施
中，如对所在地智慧旅游平台进行调研，完成相关体验，提出相
应的改进措施，开发一些旅游应用程序，建设旅游网站等，提高
学生的信息素养。 

（三）通过多元化实践方式，提高学生实践技能 
目前，大多数高职旅游类专业学生的实践模式是课程实践和

顶岗实习结合。智慧旅游来临后，学生的实践模式也要有所转变，
信息化在实践中的地位要不断提高。学校要建设信息化和智慧旅
游的实训室，充分结合云技术、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提
高实训条件的真实性。师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线上形式来完
成，让学生通过信息化设备参与、完成一些项目，教师在线进行
点评和验收，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互动。项目实践活动可以贯穿
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依托信息手段，让学生形成习惯，从而提高
学生的实践技能。 

（四）借助多元化平台，加强与行业合作 
学校不仅要强化课堂教学的质量，同时要借助行业平台，加

强与行业合作。目前，我国已有多个专业门类的优秀网上课程，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在线学习。目前旅游专业比赛形式众多，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技能大赛，建立以赛代训平台，
如导游大赛、饭店服务技能大赛。同时为了更好的了解行业动态，
教师也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行业服务，如参与到地方的旅游志愿
者服务中，让学生既能了解到行业一线动态，又能与行业一线服
务人员、管理人员、游客等深入交流，智慧碰撞，从而提高自身
的岗位适应能力。 

（五）校企合作，让智慧旅游走进校园 
学校可以与旅游企业开展合作办学，使学生既学习理论知

识，同时又能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企业为学生的实践提供条件，
让学生能感受到行业一线的现状，能进行真实的职业体验。企业
管理人员可以作为学校的外聘教师，定期到学校来授课讲座。他
们把智慧旅游的理念带到校园，学校以此为指导，开展智慧的人
才培养模式，让学生智慧的学习，做到与智慧同行，这样培养的
人才必定符合智慧旅游发展的需求。 

智慧旅游的时代已经到来，并且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而
不断升级，作为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主力军，高职院校旅游管理
专业要认识到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紧迫性。通过智慧的
改革，探寻出智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旅游企业输送智慧的旅
游专业人才，为智慧旅游的发展做出更积极有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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