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教育发展研究(3)2021, 6 
ISSN:2661-3573(Print); 2661-3581(0nline) 

 -43-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浅议酒店管理专业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衔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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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0] 

【摘  要】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征程、新阶段，教育行业也有了新的发展目标，为了进一步快速发展，无论是哪一

阶段的教育都值得被重视。随着各个院校对于教育的不断重视，及时的更新教育理念与方法尤为重要。在

社会经济发展与相关政策背景下，中高职教育必然的走向是融合发展。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讲，在当前这个

阶段，中高职教育并不能完全做到无缝衔接。因此，我国中高职业教育体系需要接受科学的整合与发展，

才能更好的达到教育目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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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工作已经

得到许多职业院校的重视，但在实施中高职衔接工作过程

中也遇见了一些问题。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进

一步推进中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衔接工作，让两者能

够得到更好地发展，是当前中高职衔接研究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基于酒店管理专业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相

互衔接的现状，应科学考虑关键问题，以酒店管理行业要

求为行动指南，确保建立酒店管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

业教育相互衔接的途径和方法具备可操作性，并不断的在

这一方面寻找改进措施。 

1  酒店管理专业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衔接的研究
背景 

1.1  政策背景 
2011 年，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

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探索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制度，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推进中等和高等

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为了让职业教育适应国家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奠定建设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的基础、系统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全国部分院

校开始实行中职与高职衔接。 
1.2  社会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行业各对于优质人才的需求量增

加，除了掌握大量理论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具备专业素养

优秀的技术型人才也是目前我们国家所急需的，技术型人

才的需求量增加就要求中高职业学院必须在人才培养上

做出改革。为加大对中高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职业再教育和

引导，向社会输送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同时也能够

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提升通道与发展方向，让更多的人

拥有升学深造的机会，近年来许多中高职院校开始尝试将

高职的招生与中职院校的毕业生进行精准对接，并且对这

些毕业生进行招生考试改革试点，实现有技术、有能力、

有发展前景的学生能够有计划、有结构的向高等职业学院

输送，让中高职业学院之间的衔接完整。 

2  酒店管理专业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衔接存在的

问题 

2.1  专业课程设置重复 
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院校的教育更加强调以社会实

际需求为导向，这也就意味着职业院校在设置课程内容时

会对应相关行业的职业岗位需求。由于酒店行业对人才需

求岗位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在酒店管理专业进行中高职

课程设置时有严重重复的情况。在专业核心课程中，中职

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开设了餐饮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

理、前厅服务与管理，服务礼仪等课程，而高职酒店管理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对应职业岗位需求，通常也将餐

饮、客房、前厅的课程定位为核心课程；在职业素养类课

程上，高职院校同样是开设职业礼仪、沟通等课程；在选

修课程中，中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分别开设插花、茶艺等课

程，以类似的选修课程去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拓展专业技

能。总体来说，以贵州职业技术学院与贵州某中职院校合

作人才培养方案看，除中职 1 门课程我校没开设外，其余

课程中职开始后高职继续开设，课程重复率高。 
2.2  职业能力的层次之间缺乏衔接 
就酒店管理专业而言，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差异不仅应

该是学历层次的不同，更应该是职业能力等级的区别，但

实际情况是中高职院校并没有重视对职业能力教育的衔

接，而是侧重于学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历与学生的

专业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而中高职在培养学生专

业能力的课程安排上也不能够有效衔接。 
2.3  高职院校不同生源文化水平存在差异 
文化课程也是中高职酒店专业的重要学习内容，但对

实际情况分析之后可以发现，相比于在高中阶段进入高职

院校学习的普高学生的文化课程表现，中职学生整体表现

较差，这很容易导致双方的学习差距被不断拉大。这种不

同生源文化课程水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高职

院校的教学活动和课程安排。 

3  酒店管理专业中高职院校课程衔接问题的原因
分析 

3.1  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中高职院校在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理念等方面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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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但在具体落实时缺乏一个强有

力的外部管理力量介入，如果仅靠中高职院校进行课程衔

接规划，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双方过于从自身教学活动

的角度出发的情况，因此仅靠中高职自身力量难以建立起

有效的协调机制。 
3.2  中高职的课程设置理念需要更新 
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应该划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这样从基础到技能提升的

四个不同层次。在课程设置理念上，由于中职和高职都过

于侧重技能，在核心课程的确定上，也是根据酒店岗位需

求选择能够对接酒店一线服务岗位的相关课程课程，导致

开设的课程出现雷同情况；其次，中高职院校在开展课程

教学活动时忽略了中职和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广泛地采用

了普通教育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进入高职阶段后出现重

复学习专业课程的情况。 
3.3  课程的标准化建设不足 
就酒店管理专业而言，中高职院校对课程设置标准无

法达到统一，这必然会使得双方在课程的设置上无法衔

接。推进酒店管理专业的课程标准化建设需要中高职院校

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过程等方法都达成一致。 

4  酒店管理专业中高职院校课程衔接的对策 

4.1  做好文化基础课程的衔接 
文化基础课程的衔接应该以实用为导向，在课程内容

与教学目标设置上可以参考中职和高职的文化基础课程

安排，但同时又需要结合酒店管理专业的实际需要，让文

化基础课程服务于职业教育。因此，中职院校酒店管理专

业的文化基础课程可以着重参考中专外语以及中专数学，

而高职院校则着重参考大学外语与高等数学。在开展文化

基础课程的过程中，中高职院校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教

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要着力于增进学生的职业实践能

力，用文化基础课程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加学生在

职业岗位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以英语课程为例，中职院

校在开展英语课程时可以强调对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教

学，而高职院校的英语课程应该更加重视职业英语的教

学，从酒店工作可能出现的英语交流场景出发，提高学生

的职业英语水平。 
4.2  制定明确的教学标准 
在国家职业标准的基础下，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广

征意见，进行充分调研，制定符合本地中高职院校实际情

况的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标准。通过教学标准的指定来整理

中高职院校的衔接问题，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推动中高

职院校理清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一般来说，中职院校人

才培养的目标应该是四、五星酒店基层岗位与三星及以下

酒店的管理岗位，而高职院校则是四五星酒店的基层甚至

是中层管理岗位。 

当有了清晰的教学目标之后，教学标准也应该产生相

应的变化，中职院校的课程教学衡量标准是培养学生的实

操能力，而高职院校则是除了实操能力之外还应该更进一

步地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因此，中职院校的专业课程更

强调基础性知识，而高职院校则需要更多地安排服务技能

课程。在教育部门的统一协调下，中高职院校需要构建一

套科学合理的课程衔接框架，在保证课程连续性的同时又

能够让教学内容呈现出层级递进。例如，中职院校开设餐

饮服务与管理课程，高职院校可以对应开设餐饮运营管理

课程，客房、前厅、宴会课程也可以参照餐饮课程开设，

中职课程体系侧重服务，高职课程体系侧重酒店运营管理

和职业素养提升。这样才能让中高职课程进行良好衔接，

学生在中职学习技能，高职学习管理。 
4.3  推动中高职院校学分制的构建 
在形成了明确的教学标准之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还

可以推进构建中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相通的学分制，中

职院校将学生在校期间所学过的科目或者所参与的实践

项目量化为学分，高职院校认可中职院校的学分证明，当

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可以凭借学分免修部分课程。学分制

的构建需要中高职院校之间做到信息共享且互相认可彼

此的教学效果，因此仅依靠中高职院校双方的力量不足以

推进学分体系的建设与教育信息同步平台的构建，就必须

要教育部门的介入。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大难度，但

学分制的构建则能够有效降低学生学习内容的重复性，可

以成为推进中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课程衔接的一种探

索。 
4.4  高职院校根据生源分配班级 
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可以分为高中生和中职院校学

生两部分，二者之间通常在专业基础知识和文化基础知识

上存在差异，高中生通常文化基础较强但酒店管理专业基

础知识相对较弱，中职院校学生反之。为了保证课程的有

效衔接，高职院校在进行班级的分配时就可以进行集中分

班，对于以高中生为主的班级在开展课程时侧重于服务技

能教学，而对于以中职院校学生为主的班级则是侧重于酒

店运营管理内容教学。 

5  结语 

总之，中高职酒店管理教育应以行业的专需求为基

础，以符合专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保证酒店管理实践技能

的质量。同时，酒店管理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异，

也应在教育层次上找到内在逻辑，以酒店行业的要求为依

据，区分相邻的中、高级教育层次。中高级教育之间的教

育衔接好，才能在酒店人才培养上形成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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