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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基于“产学研创平台”酒店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施燕丹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常州 213032）

摘要：当前酒店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忽视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专业特色不明显、教学计划设计与学生的实践认知过程存在

偏差、双师型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实习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文对酒店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思考，认为学校应搭建“产

学研创平台”，构建四维进阶教学体系，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专业化导师团队，开展实践教学，实现培养职业化高素质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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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酒店的需求日趋多元，酒

店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然而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

本行业工作的愿望不强，职业认同感低，达不到行业企业的要求，

人才供需错位突出，亟待校政企行各方重视。

一、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一）课程内容单一，专业特色不明显

酒店管理专业课程内容单一，过于强调餐饮服务、客房服务

等传统专业技能，只注重某一方面的教学，难以使学生成长成一

个技能全面、进阶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没有特色的课程导致学生

所学知识过于泛化，没有一项足够硬的本领，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二）教学中忽视对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引导

市场调研显示，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的职业态度比职业技能更

为重要，是持续推动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动力。频频出现的

“卫生门”事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眼下各级各类酒店越造越华丽，

硬件装修也开始注重讲究主题特色，而服务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

却始终是酒店业发展的软肋，不尽如人意。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应关注学生的职业道德及责任感教育。

（三）教学计划设计与学生的实践认知过程存在偏差

学校只在最后一个学期安排顶岗实习，理论学习与实践环节

脱钩，学生学习时无法做到理实一体，无法将理论知识及时运用

于实践；学生在顶岗实习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及对理论教学的感悟

与建议也无法及时反馈给教师。

（四）双师型教师数量及素质有待提高

酒店管理专业高素质双师型教师较为欠缺。学校招聘专业教

师，多以学历为基础，应聘者缺乏行业实践经验；虽然学校会邀

请一些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担任外聘教师，但由于他们平时多忙于

企业实务，授课时间有限，很难保证正常的教学效果。

（五）实习机制不够完善，学生就业意愿不强

许多实习酒店“重使用轻培养”，实习生岗位大多集中在员

工流动较大的部门，实习生到岗后未进行系统培训就直接上岗，

当出现问题而受到问责，就会产生职业不自信。大多学生在实习

中只接触一类工作岗位，对整个酒店行业产生了片面的认知，无

法建立正确的就业观。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学生毕业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企业却总是抱怨招不到所需的优质技能人才。

因此，酒店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中亟须解决以上问题。

二、基于“产学研创平台”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施

的理论依据

基于“产学研创平台”酒店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依据陶行知

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以及情境教育理论和个别化教育理论开

展实施。搭建“产学研创平台”实现“做学教合一”，引导学生边做、

边思考、边学、边研究创造完善工作过程。学生在真实的工作情

境中学习、理解、内化、掌握、应用相关知识与技能，实现“生

活教育”。学生在“做”的过程中耳濡目染，逐步养成认真的工

作态度、工匠精神等职业素养。导师与学生之间一对一的亲密互动，

促进学生的个别化学习与发展。

三、基于“产学研创平台”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一）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依托“产学研创平台”，充分开展调研，洞悉行业及社会需求。

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关注新技能的培养，与此同时，更应

关注作为酒店人亘古不变的核心力量——利他意识和自主创新意

识。故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高星级酒店、住宿业、连锁餐饮

业及现代服务业其他领域培养能精通酒店行业相关知识与技能，

具有利他意识和自主创新意识，能从事服务与制作、服务流程设计、

营销以及管理与运营等工作的职业化高素质人才。

（二）搭建“产学研创平台”组织架构

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保障“工学结合”的教学实施，依托

“产”“学”“研”“创”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搭建学校、企业、

政府、协会四位联动的“产学研创平台”——如境酒店，共设有

三中心一平台。使得学校与企业、专业与行业、研究与实践、教

学与生产有效融合，实现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

1. 酒店文化研究中心。师生通过项目研究，共同挖掘、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地方餐饮文化、地方民俗文化，形成酒店人的文

化积淀，提升学生文化内涵；洞悉行业发展、及时完善人才培养

目标；关注客户体验，制定酒店行业一线对客服务项目标准，传承、

研发主题宴会与客房，提升学生研究与创新能力，服务地方酒店业。

2. 体验及人才培育中心。学生通过实岗实训，为全校师生提

供体验式餐饮及客房服务，搭建综合实践平台，培养学生职业素养、

职业技能以及就业创业能力；组建高水平的专业导师团队，邀请

行业大师、名师担任客座教授，并共同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按期开办研修班及酒店服务技能大赛，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培养

酒店人才。

3. 市场推广研究中心。师生根据项目组建各类研发团队。组

建推进智慧酒店项目的研发团队，组建酒店数据分析小组，实时

把握行业动态，开展有效教学，同时为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文件

提供建议；组建菜点、饮品的研发团队，开发、推广特色菜品、

饮品，改善、创新地方菜的餐酒搭配，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提

升学生职业技能以及就业创业能力，同时也增强当地餐饮业的核

心竞争力，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组建个性化服务设计团队，

设计、推广个性化对客服务案例，改善、创新对客服务流程，培

养学生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文化素养，提升服务力，同时也提

升了地方酒店的核心竞争力；组建酒店咨询服务团队，帮助酒店、

连锁餐饮店等企业整体规划设计、培训、咨询，提升学生就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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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合理引导酒店市场布局。

4. 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借助国际化合作，推荐优秀学生赴

海外实习、知名酒店管理学院进修及聘请国外知名教授来校讲座；

整合多方资源，积极参与海外美食节、海外招商等活动，传播地

方餐饮文化；开展海外酒店市场的研究，内化国际酒店标准。培

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酒店人才。

（三）构建四维进阶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以按规范独立操作为目标，使学生肯动手、想动手、

能动手，以强基础集成创新为内容：

1. 强化训练基本功的课程。包括餐饮、前厅、客房、礼仪、

心理学等课程，使学生掌握酒店行业基本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

的基本从业能力。创建技能社团，搭建展示交流、学习、训练平

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及技能水平，选拔优秀学生参加技能大赛，

进入技能大师传承工作室强化训练。

2. 开设拓展技能面的课程。搭建网络专业选修课平台，鼓励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色彩搭配、质地鉴别、构图艺术、插花造景、

宴会设计、台型组织等课程的网络选修，结合产学研创平台提供

的会议服务、宴会服务等实践项目，丰富学生动手条件，增加动

手机会，提升操作效果。

3. 穿插对接时尚潮流的课程。包括茶艺、咖啡、侍酒、服务

雪茄、调酒等课程，以培养学生个性化专项技能，引入第二技能

选修，结合行业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实施课证融通，推行“1+X”

证书制度，为学生就业提供多种可能。

4. 安排锻炼集成力的课程。基于岗位开发对客服务实践与创

新、酒店文化产品研发、酒店产品营销、酒店运营与管理等综合

实践课程。学生通过挖掘、传承传统文化，结合实践经验，与教

师共同完善一线对客服务项目标准与管理流程，研发酒店文化产

品，研制服务营销方案，提高职业能力，提升客户体验满意度；

师生通过专题培训、企业咨询等方式将研发产品进行推广。培养

学生的匠人精神，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当

地的餐饮业，酒店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服务市场，服务社会。

（四）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专业化导师团队

依托“产学研创平台”，整合优势资源，多元组合构建专业

化师资团队，优化酒店各项工作的 SOP（标准操作流程），统一

教学标准，各模块选择最优师资开展交叉授课：

1. 多元组合师资队伍。以学校自有教师队伍为主，引进酒店

管理者、行业专家、优秀员工、优秀学生兼职教学为辅，多元组

合教师队伍，更新教师队伍面貌，共同指导学生完成实践任务、

开发课程，优化教学标准，增添鲜活教学素材，多层面、立体化

打造学生。

2. 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本校专职教师是创新教学方法、改

革课程的主力。通过“产学研创平台”与酒店、行业、协会等企

业单位开展访谈、调研、咨询、培训、挂职锻炼等多元交流，帮

助教师全面拓宽视野，提升专业核心能力，助力教师结合行业实

践开展人才培养。

3. 优选师资开发课程，创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变教师“从一

而终”为“轮流做东”。将课程模块横向切块，优化资源组合，

开发活页式教材、录制微课等教学资源，升华教学水平。

（五）开展基于“产学研创平台”的实践教学

推行课程化的实践教学，充分利用“产学研创平台”的优势

资源开展社会调研、跟岗见习、项目实践、综合实践等多维度实

践教学，明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导师安排、授课方式和考核

评估方法。

第一、二学期：学生通过对产学研创平台中不同类型酒店的

参观，了解酒店类型，岗位特色及要求，完成职业初体验，建立

职业生涯观，激发学习兴趣，在后期课程学习的社会调研中建立

职业信仰。

第三、四学期：在完成前三个维度课程的同时，每学期都会

安排一周的跟岗见习，帮助学生感性了解学习模块，精准把握行

业需求，帮助学生更有效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

第五学期，学生进入如境酒店综合实践，在真实对客服务的

同时完成第四维锻炼集成力的课程。

第六学期，学生通过双向选择进入合作酒店相应岗位实习。

与此同时，本专业成立若干项目导师团队，由校内优秀专业

教师担任导师，各年级学生在每学年初通过双向选择编入相应的

导师团队，每个团队内低、中、高年级学生构成良好的梯队相互

学习。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按层级在产学研创平台上自主双向

选择实践项目。校方、合作企业、政府、协会根据自身实际需求

发布会议接待、餐饮服务、管家服务、主题宴会设计、服务流程

优化等项目需求。根据项目的复杂和难易程度划分为五个级别，

并赋予相应的服务之星奖励。学生团队根据兴趣和资质，自主选

择项目申请执行，发布方择优录取，校企双项目指导教师根据客

户满意度及执行情况给予学生项目评定书，给出指导建议和服务

之星奖励。学生可用自己做项目的服务之星换取社会调研、见习、

研创学习等机会或兑换相应学分，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通过做项目的形式集成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及主动服务意识。各

企业从学生那换得的服务之星，作为对合作企业考评的重要依据

之一。

（六）基于职业素养的评价机制

本专业评价重视学生实践操作与学习过程中的态度相结合，

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变“教人”为“育人”。将传统的期中期

末一次性评价改为项目实践积分的过程性评价，使学生在项目实

践的过程中不断体验进步和成功，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综合

能力，使其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增强自信，逐步形成

健全的人格。

四、基于“产学研创平台”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的启示

基于“产学研创平台”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度融合了学校教学

与行业实践，校企合作不再停留在简单的人才供给上，而是在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师资团队建设、课程开发、实践教学实施等各

个方面深度合作，依托“产学研创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校企共赢；

职业体验、社会调研、跟岗见习、项目实践、如境酒店综合实践、

合作酒店相应岗位实习等多维度实践教学助力学生行业认知、专

业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提升、职业素养形成等职业能力进阶发展；

各实践过程由导师全程带领，帮助学生在完成任务点点滴滴的工

作过程中思考、内化、提升职业能力，养成职业习惯，促进职业

个性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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