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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高职旅游专业学生职业归属感研究
闫　华

（临沂职业学院，山东 临沂 276037）

摘要：高职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具有综合素养的专业

性人才。可见高职院校所培养出的人才都是对应着社会中的具体

岗位的。但是今天我们却能够发现，在部分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当中，

一些学生对于自身即将赶赴的工作岗位并没有良好的职业归属感，

这会导致学生在未来工作过程中的工作态度不够端正，妨碍学生

的职业发展。本文中笔者就自身的教学经验来谈一谈高职旅游专

业学生在职业归属感上的表现以及相关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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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归属感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的良好运行

需要社会当中的各个部分，每一个岗位都能够相互配合，而每一

个社会的工作岗位都是由具体的人承担的，只有奋斗在具体工作

岗位上的人，对于自己的工作具有职业归属感，能够在工作当中

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一个工作岗位的作用，

保障社会的良好运行。然而在今天的高职教学当中，我们却可以

感受到旅游专业的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自身将承担的社

会工作岗位，并没有很强的职业归属感。这说明我们需要在专业

教育当中，激发学生的职业归属感。

一、旅游专业学生的职业归属感现状

（一）对职业了解不深导致的职业价值认知不清

对于一个工作的职业归属感或者说职业荣誉感，来自于一

个人对于一份工作的深入了解。工作也是一种客观对象，一个

人对于一种客观对象进行了解，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

一开始的表面现象到逐渐了解，一直到最终的深入熟悉，这是

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而部分学生在高职院校当中学习旅游专

业，其实对于所学的专业知识掌握并不是很牢，因此对于真正

的旅游行业并没有十分深入的了解，因此也就无法知道旅游行

业的职业价值。当学生无法抑制到旅游行业的职业价值时，自

然也就无法对这个行业以及行业内的工作岗位产生深入的职业

归属感。

（二）受到市场中不良风气的影响

学生对于旅游行业的职业归属感不佳，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

因，就是市场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良的现象。

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说，首先要说社会当中的职业环

境问题。当前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比较急躁的想法，做任何事

情都急功近利，想要快速的得到利益而忽视了质量。这种行为和

想法无论施加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都对行业造成严重的破坏，

也十分影响外人对于一个行业的印象。另一方面要谈的是旅游行

业。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同时兴起的还有旅游行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的旅游行业发展也飞速进行，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免出现了一些行业中的乱象。比如，

黑导游，黑旅行团，乱收费，乱要价，强制消费等现象。这种现

象客观存在于社会当中，也确实是旅游行业当中的积弊，当学生

看到这些社会现实的时候，也可能会对旅游行业产生不良印象，

从而没有职业归属感。

二、高职院校培养旅游专业学生职业归属感的策略

（一）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旅游行业

基于本文中所述的内容，我们在今天的高职旅游专业教学当

中，应该首先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本专业的知识内容，从而才能够

让学生对于旅游行业有一个全面深入的判断。判断价值的前提是

了解，一个人对一个行业有怎样的喜好都是正常的，但是最主要

的是先要深入了解才能够判断的客观。

具体来说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多多了解每

一个专业知识，在实际职业场景当中的应用细节，以及了解当前

社会当中旅游行业的具体发展状况。要让学生知道自己平时在网

络中得到的碎片化信息，以及从表面上看到的旅游行业的种种状

态，是否是真实的，又是否是全面的。当学生能够进一步的去观

察旅游行业，并且去感受其中的职业状况以后，逐渐就会知道自

己之前所了解的内容并不全面，也并不完全真实，那么在判断自

己对于旅游行业的喜好时，可能就会做出改变。

（二）为学生培养正确价值观和远大的理想

上文中笔者提到，在当前的旅游市场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

乱象，这些乱象在短时间内也确实可能无法彻底解决，但是这仍

然不妨碍我们培养学生产生良好的职业归属感。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来做。首先，

是要具体的为学生分析行业当中乱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与学生一

起直面行业当中的乱象。其次，是要教导学生，在当前的状况下，

虽然对于行业中的一些问题还不能够直接解决，但是要心存远大

的理想，要相信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及对于行业的热忱，是能

够做出微小的改变的，只要有人愿意尝试改变，那么整个旅游行

业就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如果学生能够心怀这种理想抱负，那

么对于旅游行业的职业归属感就会更强。

（三）帮助学生在职业发展中找到自我价值定位

除了在学校当中的思想教育之外，我们还要让学生真正能够

在旅游行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并且最大限度的发挥

自己的职业价值。

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各有不同，擅长的知识技能也各有千秋，

因此，帮助学生充分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与旅游行业各个工作

岗位之间的匹配程度，也能够加强学生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对于旅

游行业的职业归属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天的高职旅游专业教学当中，确实还有很多

学生对于旅游行业没有职业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教学，我

们需要帮助学生全面深入的了解专业知识，直面行业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最终帮助学生定位自己在行业当中的具体价值。通过这

种全方位的影响，学生最终能够形成良好的职业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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