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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校企长效合作研究
王　楠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境内境外游客数量飞

速增长，酒店行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给高职酒店管理

专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酒店管理专业属于实践型专业，高职

院校要积极建立校企长效合作机制，组织学生到酒店参与顶岗实

习，熟悉酒店前厅、餐厅、酒水吧、客房、康乐部等不同部门，

让学生学习星级酒店服务标准，提升学生岗位胜任能力，积极打

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升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力量，为培养高

素质酒店管理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校企合作；合作策略

校企合作是目前高职院校普遍采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实现

高职院校和企业共赢的有效途径，随着酒店管理行业的飞速发展，

传统校企合作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酒店管理人才培养需求。笔者

认为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要积极构建全新的现代学徒制，优化酒店轮

岗实习；优化“2+1”育人模式，每一个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到酒店

参与实训；积极开展“双导师”教学模式，邀请酒店管理人员参与

校内理论和实训教学；积极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升酒店管

理专业教师实践技能，全面提升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育人质量。

一、新时期酒店管理人才岗位核心力分析

（一）出色的语言沟通能力

酒店属于服务行业，酒店从业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能够掌握一定的英语交流能力，能够从和客人的交谈中准确分析

出客户需求，解决客人的需求，为入住客人提供更加贴心、周到

的服务。酒店前台、客房、酒水吧、餐厅等部门都需要和形形色

色的客人接触，沟通是酒店从业人员最基本的素养，只有精准了

解客人需求，才可以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标准，高职酒店管理

是专业要重视交流能力培养，重视酒店英语教学，全面提升学生

沟通能力、临场应变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倡导的职业精神，酒店从业

人员也要积极学习这一理念，追求精益求精的服务态度，真正让

入住酒店的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打造良好的服务口碑。高职

院校酒店管理专业要结合星级酒店服务标准来制定教学评价体系，

参照星级酒店客房打扫标准、前厅接待礼仪、餐厅服务标准等开

展教学，端正学生专业课、实训课学习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职

业素养，为学生日后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三）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酒店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各个酒店都在打造服务品牌、酒店

文化、新媒体营销平台，这需要酒店管理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创

新精神、文化素养，积极开发新的客户群体，打造全新的酒店文

化口碑。酒店管理专业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融入当下酒店新媒体营销手段、高星级酒店服务理念、酒店文化

品牌等，让学生了解当前酒店业发展，激发出学生的创新思维，

引导学生积极创业，构建全新的酒店管理专业育人模式。

二、新时期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企业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效合作

酒店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在节假日旺季时劳动力需

求更大，很多酒店追求短期利益，大都是和学校签订大规模用人

合同，聘用学校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实习生福利、工资水平标准

要远远低于市场人才，这种模式可以帮助酒店实现节约成本的要

求。例如很多酒店都把实习生安排在客房、餐厅等体力劳动比较

多的岗位上，很少有酒店安排学生进行岗位轮换，这对学生综合

素养提升是极为不利的。此外，一些酒店不愿意在实习生培训上

花费太多资金和时间，大都是安排学生跟随各个部门老员工进行

学习，酒店职业技能讲解并不是很深入，这对校企合作长远发展

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二）校企合作范围狭窄，忽视联合育人

虽然很多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在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但是

大多数学校采取的都是“2+1”模式，即前两年在学校学习，最后

一年安排学生到酒店进行实习，酒店没有参与到学校前两年的教

学中，这对学生后续酒店实习埋下了一些隐患。此外，高职院校

没有邀请酒店参与到课程建设、校内实训、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

一些先进的酒店管理理念、星级酒店服务标准、沟通技巧等没有

及时融入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学中，这对培养学生岗位胜任能力、

就业竞争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课程体系不太合理，校企合作衔接不畅

目前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尚未统一，各个学校自主选定教

材，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了西餐服务、中餐服务、客房服务、酒店

英语等课程，实践类课程相对较少，校内实训主要集中在客房布

草铺设和整理、餐厅点餐等流程，对于真实酒店服务场景和技能

的讲解比较少。很多酒店反映实习生实践操作能力比较低，例如

客房打扫速度慢、餐厅摆台混乱、英语交流能力差等问题，这些

都说明目前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课程和酒店人才需求存在脱轨，一

方面是酒店不满意学校实习生能力，另一方面是学校不满足酒店

提供的实习岗位和技能培训，校企合作存在一些矛盾。

三、新时期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开展校企长效合作的策略

（一）优化现代学徒制，开展轮岗实习

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性比较强，学生需要熟悉酒店各个部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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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基本的服务标准和流程，笔者认为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要优化

现代学徒制，联合酒店开展轮岗实训，带领学生熟悉酒店前厅部、

酒水吧、餐厅、客房、康乐部等部门，让学生跟随酒店各个部门

师傅进行学习，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例如高职酒店管理专

业要分配实习带队老师，跟随学生一起到酒店参与实训，一方面

是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另一方是监督酒店轮岗实习，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实习环境。例如教师可以跟随学生参与客房、

前厅部门轮岗实习，客房部工作比较繁琐和辛苦，学生需要跟对

酒店师傅学习基本的客房布草更换与铺设、卫生间打扫等技能，

参照各个酒店客房卫生标准来进行打扫，进一步提升学生实践操

作能力。前厅部可以说是整个酒店的“门面”，学生跟随酒店前

台接待、总机、礼宾等部门师傅进行学习，例如前台接待如何办

理入住手续，尤其是境外客人接待，提升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

总机则是掌握酒店各个部门电话，精准、快速转接电话，正确收

发传真，为客户提供叫醒服务等。轮岗实习可以让学生体验酒店

不同工作岗位，让学生跟对各个部门师傅学习，全面提升学生岗

位胜任能力。

（二）优化“2+1”模式，定期开展实训

很多高职院校采取的都是“2+1”模式，安排学生最后一年到

酒店参与实训，前两年学习中缺少酒店轮岗实习，这对学生职业

精神和职业技能培养也是非常不利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要积极

改革“2+1”模式，在每一个学期增加酒店轮岗实习，邀请酒店参

与实训教学，为学生营造更良好的学习环境。例如高职院校可以

积极尝试“0.5+1+1+0.5”培养模式，入学第一个学期组织学生到

酒店参与 2-3 月的实训，了解一个酒店的基本部门和运作流程，

了解最基本的客房、前厅、餐厅、酒水吧、康乐部等部门，让学

生对酒店管理进行宏观性了解，为后续专业课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第三个学期主要是在校学习，邀请酒店管理人员参与校内

教学和实训，定期组织学生到酒店参与短期轮岗培训和考核，主

要是开展酒店管理与服务技能培训、服务意识的培养，最后一个

学期安排学生进行为期半年左右的轮岗实训，检验学生在校学习

成果，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就业平台。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安排酒店

管理专业教师和学生一起参与实训，借助星级酒店客房、餐厅等

真实场景开展教学，可以带领学生观摩酒店客房服务到扫房间流

程，例如客房床单、被罩的快速更换、卫生间打扫技巧，提升学

生客房打扫能力，让学生在实训期间消化理论知识，构建全新的

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三）构建“双导师”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

高职院校要积极邀请酒店参与教学，打造“双导师”教学模式，

邀请酒店管理人员担任客座教师，定期为学生讲解现代酒店管理、

服务、文化理念。学校要积极寻求高星级酒店合作，联合开发全

新的课程资源，例如借助酒店提供的工作视频开展教学，大堂酒

水吧主要是销售酒水饮料和甜点，接待员需要掌握基本的咖啡机

操作、果汁制作、基本的调酒技巧等，弥补教材内容的不足。酒

店管理人员可以为学生现场演示中餐厅摆台、餐巾纸的花式折法、

上菜流程等，让学生进行现场模拟，及时纠正学生一些操作问题，

进一步提升酒店管理专业校内实训教学有效性。酒店管理人员还

可以讲解一些案例，例如本酒店文化，为学生讲解“工匠精神”

在酒店行业的体现，如何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宣传，例如精细化、

人性化酒店服务理念，酒店各个部门协作，渗透酒店行业职业精

神培育，为后续酒店筛选酒店管理专业优秀毕业生做好铺垫。此外，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还要邀请酒店管理人员参与教学考核，例如帮

助教师制定校内实训计划、担任校内实训考核评委、为学生酒店

轮岗实习进行打分，把现代酒店管理理念融入高职酒店管理教学

中，实现教学和就业的“无缝衔接”。

（四）培养“双师型”教师，提升师资力量

高职院校要积极运用校企合作平台开展“双师型”教师培养

工作，一方面是鼓励酒店管理专业教师积极向酒店管理人员学习，

另一方面是让组织教师学习酒店管理实践技能，让教师为学生树

立良好的学习榜样。酒店行业发展日新月异，酒店管理专业教师

也要不断学习，学习现代酒店管理和服务理念，学习国外一些高

星级酒店的服务模式和文化理念，把这些先进的理念传递给学生。

例如教师可以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轮岗实习，跟随学生一起学习，

学习酒店各个部门服务流程和技能，虚心向酒店管理人员请教，

不断提升自身实践能力。例如教师可以全面了解酒店运营理念，

酒店管理人员核心岗位能力，跟随酒店不同部门管理人员学习，

例如外语交流能力、酒店营销模式、餐厅服务理念等，全面提升

教师自身素养，为培养新型酒店管理人才做好准备。

四、结语

总之，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要不断开拓和深化校企合作模式，

积极开展校企联合育人，构建校企联合教学、实训、技能考核模式，

制定全新的酒店轮岗实习制度，让学生更加全面了解酒店不同部

门职能，培养学生岗位实践操作能力和胜任能力，运用校企合作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为学生搭建更好的就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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