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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视角下高职旅游类专业群的构建与实施
张利霞　申羽嵩

（山东协和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7）

摘要：在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大环境下，以协同育人促

进专业群建设是打造专业特色、加强内涵建设的重要路径。通过

构建基于协同育人的专业群，能够发挥地区旅游产业的资源优势，

实现高职院校内外资源的整合、优化，促进旅游类人才培养标准

与地区行业企业就业门槛的对接。因此，本文立足协同育人视角，

分析了专业群协同构建的内涵、意义，阐述了构建旅游类专业群

的逻辑思路，提出了构建和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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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协同育人理念角度看，这一概念主要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

（HermannHaken）的协同学理论延伸得来，重在发挥各大协同主

体的力量，围绕各个主题本身具备的优势，进行多方面要素的整

合和归结。在这一视角下，高职旅游专业群的构建需要依托多方

参与、多方协同平台，促进旅游类专业的优化整合，促进多方主

体实现深度合作。为推动高职旅游类专业人才就业质量提高，促

进学校内涵建设，学校应构建与行业企业的协同育人优势，推动

专业群构建，为提高高职旅游类人才培养质量保驾护航。

一、协同育人视角下专业群构建内涵和意义

从基本内涵上看，主要是基于政府政策支持和激励，构建利

益协调共同体，让行业企业、地方政府等加入到高职相关专业建

设中，从产学研、人才协同培养视角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最

终达到共赢的目的。在构建和实施的意义层面上，通过推进产业

群与专业群协同发展，促进产学研体系不断完善，更能发挥多产

业集聚、多行业融合效应，为地区产业、行业、专业发展输出优

秀人才，促进高职育人、产业集群得到持续发展。同时，实现产

业链核心部门与核心专业对接，能够发挥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培养一批具有市场应变能力、产业群能力的毕业生。相较于封闭

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将视角着眼于未来人才市场，能够确保教学

改革与产业发展需求保持同步，便于学校、院系根据行业、企业

发展趋势调整人才培养重点和目标，有效展现高职教育为地区企

业服务的特点，促进相关专业教育质量、学校办学水平，确保每

名学生都具备跨专业意识和素养。

二、协同育人视角下旅游类专业群的构建逻辑分析

在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下，加强产教融合、实现多方协同育

人势在必行。因此，要根据旅游类专业间存在的逻辑关系，明确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协同推进、整合多

方资源等方式，构建适应时代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群。

（一）紧跟时代经济发展需求，构建旅游类专业群

目前，经济转型发展驱动着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更对专业

服务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抓住专业融合的关键点，

找准切入点进行融合，突破固定专业学科、课程教学的限制，促

进教育教学方法创新变革，引入协同机制促进旅游类专业群的构

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面向社会的服

务型产业走上转型升级道路，固定的职业教育模式难以契合服务

产业对人才培养要求。因此，要在产教融合育人、供给侧视角发力，

对服务类人才培养体系进行重构，形成灵活测评课程的“学分银

行”，促进专业群人才职业能力得到提高，拓宽其未来职业发展、

就业道路。对接协同育人主体的旅游类专业群，主要培养具备岗

位群职业能力、专业技能、岗位素养，以及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素

质技能人才。

（二）输出现代化服务人才，满足人才市场需求

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文旅融合、智慧旅游

背景下，服务型产业转型速度加快，旅游类专业群需要关注协同

育人主体的需求，加强市场需求与人才培养的联系，全方位地重

组专业群要素，构建互相联系、互相衔接的人才体系势在必行。

旅游类专业群密切关注行业、产业的发展动态，紧跟现代服务产

业升级的要素需求，要从产业、行业中调取优质资源，以产业群、

专业群资源衔接、整合的方式，实现消费需求、运营体系等与专

业群发展的对接，真正提高学校专业群建设水平，保障人才输出

的支持进度。首先，要实现运营运行体系的对接。通过互联网 +、

渠道管理、社会服务、产品流通、电子商务主等体系，延长产业

运行链，提高服务品质，为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其次，要与消费

体系进行对接。在人群旅游消费层次多元化、方式个性化和消费

结构日渐更新下，消费者需要定制化的服务要求，对渠道流通、

产品更新要求更高，激励服务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此外，要建立

与产业体系的深度联系。

（三）关注产业发展趋势，构建一流旅游类专业群

旅游类专业群构建，需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地区经济发展需求、

产业和行业发展情况，学校和相关人员需要采取手段进行发展现

状评估，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人才培养方向进行预测。依托大数据、

网络共享平台，助力高技能、高技术型人才培养。通过构建面向

地区及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联系行业专家、产业人员打造智慧

化学习资源库，共同完善专业群标准，好应共同建设共享性、开

放式的校内外实训时间基地，以产业、行业、企业相互融通的方式，

建设汇集行业专家、产业技术人员和校内专家的一流的师资队伍，

更好地为促进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二、协同育人视角下旅游类专业群的构建和实施

高职院校旅游群专业群的具体构建，要密切关注与现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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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适应性，将职业、就业能力为导向，与之相结合，要积极改

革教学模式和方法，培养高水平专业师资，建设开放共享实践实

训基地，搭建协同创新技术技能平台，共建校企产学研究平台，

并与产业和行业展开一系列探索。

（一）优化协同育人技能环境，深度实施产教融合

高职学校要在获取政府政策支持的前提下，通过多元方式贯

彻产融融合理念，促进协同育人技能环境的生成。要立足“工匠

精神”视域，坚持工学结合、毕业即就业培养路径；重视协同育

人创新，联合开展技能竞赛、技艺传承大赛活动，促使学生建立

清晰的职业认知，提高其执业能力、技术创新和团队协同能力，

传承岗位必备的工匠精神，塑造其精益求精、专注认真的职业品质；

通过促进专业群与“1+X”证书认证融合，以课、证融合途径促进

旅游类专业人才获得职业资格认证，培养行业、企业必备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强化专业群教师实践指导能力、科研创新、研究成

果转化能力，组建一支精于技术、品德高尚、校企两栖的高素质

专业教师队伍，在技能传授、科研创新、技能传授等方面促进产

教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关注旅游行业新趋势，建设一体化专业课程

在旅游行业的新要求下，学校要保持对最新业态的关注，开

发一体化专业群教材，促进知识向立体化发展、重难点知识向明

确化、实践实训向可视化方向发展，打造视频化、可视化强的专

业群课程内容，保障线上线下教学的进行。要构建以行业、企业

为引领，产业能力需求导向的课程体系，联合企业、政府、社会

力量进行精品课程费开发，对专业群内部课程联系进行优化，实

现各个专业间的有效联动。通过重视专业基础课程、通识类课程

建设，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并构建基于实践类、职业发展类的多

模块课程，提供多课程模块自由选择的便利条件，提高专业、课

程选择的灵活性。通过建设引入多企业参与的网络平台，为学校、

师生提供良好条件，便于项目化资源提取、信息化手段的有效运用，

保障实践育人模式合乎产业需求。

（三）保持实训前沿性，建设旅游实训基地

要借助校企合作方式共建实训中心（基地），通过整个校内

外实训资源，联合企业、政府进行共享实训平台、实践资源的建设，

形成包含教学教研、职业技能鉴定、对外经验，以及社会服务和

培训功能的服务实训基地。在此基础上，通过促进校企和社会专

家的融合，共同围绕专业群实训时间需求，创新实践育人模式，

提高实训中心、基地的服务功能，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培养提供条件。

（四）打造名师名匠工程，培养旅游卓越导师

名师名匠是引领专业、学生发展的基础力量，学校应着力打

造具有高技术水平、职业素养的专业团队。在具体团队构成上，

要引入企业、行业多方人力资源，组成行业专业人员和校企互通、

校企双栖息型兼职教师队伍。比如，除了组织校内骨干教师、专

业带头人，还应邀请专业群对接的产业专家、行业专家，在推进

产教融合的实践中引进和培育技术技能型大师。同时，要在政策

激励下简历集团职业教育体系，为双师型教师继续成长提供平台，

为企业导师进课堂、专业教师进企业提供渠道。其次，要利用好

全国性技能大赛的开展契机，学校应主动与行业评委、产业专家

建立联系，不断地扩充智慧库，在为专业教师培训研修提供条件

的同时，也可以为更多产业、行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最后，

要通过优化教师考核评价促进教师相互交流于合作，帮助青年教

师成长和发展，二者也共同开展教学评比活动，不断地深入地研

究教育技术、内容、资源和方法，促进青年、老教师教育教学质

量得到共同提高。

（五）架设产、学、研平台，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学校要大力推进产学研平台的建设，在政府帮助下选取技术

领先、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共同架设产学研体系，为服务教育、

服务产业、服务社会创设氛围。同时，利用现代化产学研平台，

可以实现最新资源、技术的共享，促进成果转化。专业群的建设

可以围绕服务行业、引领行业、为社会服务理念展开，共建具有

学校和区域产业特色的创新创业基地、公共服务中心、创业孵化

中心，为旅游会展、电商企业、旅行时和旅游餐厅提供社会培训

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促进专业群参与社会、行业和企业服务，

为区域经济发展助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推进多方协同、共建旅游类专业群是打造高质量

职业教育、衔接人才培养和产业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学

校要联合多方育人主体，共同构建面向社会服务、产业需求的旅

游类专业群，通过优化协同育人环境、共建专业课程群、持续跟

踪实训基地建设、组建卓越专家队伍、搭建产教融合平台等方式，

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结构科学、集聚产业和专业资源的专业群，

打造服务社会经济、地区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品牌，向旅游服务

产业输出具备多方面职业素质、跨专业能力的旅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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