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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生活

的品质，出门旅游也成了缓解工作疲劳的一种重要方式，因

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出门旅游的品质。一个行业的发展

好坏，行业工作者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只有注重旅

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旅游行业发

展出现的各种问题。

1  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1 教师总体专业水平不高

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教师水平高低往往很

大程度上决定教学质量好坏。旅游管理专业在高校得到普及

是好现象，但是快速普及也带来诸多弊端，其中之一便是教

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近几年旅游行业的迅速火爆，使不少

高校都开设了旅游管理专业，但是以目前状况来看，大部分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水平堪忧。不少高校授课教师甚至最基本

的专业资质都不具备，教学质量更难以保证。部分高校授课

教师即使取得了相关专业教授资质，但是由于院校教师数目

不足，所以不乏出现一名教师教授多个班级的现象，一个教

师教学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教授学生基数过大就难以保

证教学质量[1]。

1.2 教材过于落后

大多数教师课堂教授内容来源于教材，所以教材质量优

劣很大程度上课堂水平的高低。旅游管理专业作为一个十分

看重信息时效性的行业，如果教材内容过度落后，脱离当今

时代，那么教学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旅游管理行业从业者

应该具有综合知识储备量，不仅掌握旅游专业相关知识，还

要对经济、政治等方面有所了解，成为综合素质人才。除此

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也越

来越紧密的联系，旅游也不仅仅限于国内游，越来越多的人

在假期选择出国游，所以国内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也增添了

出国业务，这就要求旅游管理人员在了解国内政策的同时，

掌握国外旅游行业的知识。所以，旅游管理专业的教材内容

应该与时俱进，掌握国内外旅游市场最新动态，以旅游管理

专业为主题的同时，也要涉及相关产业的知识。

1.3 忽略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目前高校教育存在一个普遍问题，便是偏重理论教学，而

忽略实践教学。只知道理论知识，不具备实践能力的人已经

不被社会所需要，所以这就要求高校培养实用型人才。然而

就目前高校教育而言，大多数高校在培养学生时，侧重课本

理论知识的传授和考察，这往往就会导致培养的人才缺乏实

践能力，学生对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倒背如流，但是却不能应

用于日常工作之中，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显然不符合社会

对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标准[2]。对于旅游管理这一对对实践性

要求十分高的专业来说，只有理论教学和实践相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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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能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

应用型人才，才可以使中国旅游行业蓬勃发展。

2   应对策略

2.1 提高教师从业门槛

针对旅游管理专业教师总体业水平不高这一状况，应采

取提高教师从业门槛这一措施。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必须取

得相关专业资质之后才可以入职，并且每年对教师进行评估，

对教学优秀的教师可以采取升职加薪等方式机进行表彰，对

于教学水平不达标的教师则予以警告，连年不达标的教师处

以开除处分。学校应定期组织教师外出培训，学习优秀先进

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并应用到教学中来。定期组织优秀教

师宣讲活动，宣传优秀教师教育思想，起到拨正、带头作用。

此外，应该提高从业教师的薪酬福利，这样会吸纳大量专业

人士从事旅游管理行业，从根本上解决教师人数不足的问题，

同时也可以激励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旅游管理这一行业中来，

使中国旅游行业得到快速发展。

2.2 增加实践活动

针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差这一问题，应采取增

加实践活动这一举措。组织实践活动，不但使学生的艺术实

践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实践活动的开展也使学生更好

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实时掌握市场信息，了解市场节奏，同

市场更好地接轨。而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教师也可以发现教

学过程中的不足，方便后期改正。应定期举办学术交流会，做

到“引进来，走出去”向高水平院请教教学方式，改善自身

不足。可以与国外高校合作，成立交换生项目，派送优秀学

生到国外院校深造交流，而国外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这个项目

对中国教育模式有所了解，以此做到中西结合。除学术交流

之外，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参加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工作，实

践的同时服务于社会。除此之外，学校可以定期邀请旅游管

理行业的专家来学校进行宣传讲座，给学生以启迪的同时也

可以提高专业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从而为社会培养适应社

会发展需求的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3  结束语

旅游作为当今人们休闲的主要方式，在是人们身心得到

调整的同时，还扩宽了眼界。只有采用合适的教育模式才可

以为社会培养出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为中国的旅游事业发

展注入新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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