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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在高校旅游专业教学中的渗透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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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衍生出文旅融合新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旅游产

业可持续发展。高校要积极把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专业教学中，联合企业建立文化遗产校外实训基地，带领学生领略当地自然遗产、非遗；

全面挖掘文化遗产，开设文化遗产相关课程，增强学生文化自信；聘请当地非遗传承人担任客座教师，开展非遗专题教学；借助混合式教

学平台，拓宽文化遗产渗透渠道；联合旅行社开展文化遗产实训，加深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促进文化遗产和旅游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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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培养旅游管理人才的“摇篮”，要肩负起保护和传承文

化遗产的责任，把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专业教学中，一方

面可以拓展了专业课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又可

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从而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积

极性。另一方面，高校要积极与旅行社、景点合作，建立文化遗产

校外实训基地，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文化遗产，提升他们旅游实务处

理能力，把非遗融入专业课教学中，邀请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让

文化遗产扎根高校旅游专业课堂，全面提升旅游人才培养质量。

一、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旅游专业教学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旅游专业教学有利于扩大文化遗产传播渠

道，利用课堂宣传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让更多“00 后”大学生了

解文化遗产，让他们加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队伍中来，例如让

更多大学生加入非遗传承人队伍，解决非遗传承断层问题，让珍贵

的非遗得以代代传承。同时，高校可以利用互联网宣传文化遗产，

例如利用视频介绍国内外文化遗产、非遗，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文化遗产知识，发挥出校园传承的独特优势。

（二）有利于提升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文旅融合是目前旅游行业发展热点，体现了文化与旅游资源

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延伸旅游产业链，从而提升旅游产业经济效

益。高校要立足旅游产业发展趋势，把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专业理

论与实践教学中，带领学生参观当地文化遗产，让他们跟随导游

了解自然、文化遗产特点，从而提升他们景点介绍能力、带团能力。

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故宫、泰山、张家界等文化与自然遗

产编写导游词、设计文化遗产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他们旅游实

务实践能力，从而提高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三）有利于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发展

高校要积极肩负起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

责任，围绕地区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展教学，促进区域文化遗产

和旅游专业教学的对接，为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促进

区域旅游产业兴旺。旅游专业教师要积极调研当地特色文化、自然

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拍摄相关视频，利用视频导入文化

遗产，讲解文化遗产旅游线路设计、开发非遗旅游产品和景点门票

直播带货模式等旅游行业新技能，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和区域旅游产

业发展的无缝衔接，满足旅游人才需求，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四）有利于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

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高校旅游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

良好素材，有利于增强“00 后”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旅游专业教学，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祖国大好河

山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端正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进

一步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同时，

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旅游专业学生对区域文化、家乡文化的了解，

增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激励他们毕业后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建设，

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文化遗产在高校旅游专业教学中的渗透现状

（一）教师对文化遗产重视不足

部分高校旅游专业教师对文化遗产不太重视，多以讲解国内

外著名旅游景点为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等讲解比较少，

无形中影响了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不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自

信。部分教师则是以旅游专业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内容为

主，针对著名旅游景点导游词、旅游法律等相关知识点进行重点

讲解，忽略了对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讲解，也忽略了讲解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相关知识，影响了专业教学质量。

（二）文化遗产与专业课衔接较少

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很多高校都在积极把思政教育融

入各个专业、各类课程教学中，但是文化遗产与旅游专业教学的

衔接却不太合理。很多高校旅游专业并没有开设与文化遗产相关

的课程，只是对国内外著名文化遗产进行简单讲解，影响了文化

遗产在旅游专业课程中的渗透。部分高校忽略了联合旅行社、当

地非遗传承人开发文化遗产相关课程，没有把当地文化遗产、民

间艺术等融入旅游专业教学中，影响了区域旅游产业和旅游专业

教学的衔接，难以满足当地旅游人才需求。

（三）缺乏实践活动支撑

部分高校旅游专业教师虽然意识到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

是对文化遗产的讲解以理论为主，例如介绍国内外著名自然遗产、

文化遗产基本概况、历史故事等，忽略了组织文化遗产实地调研、

文化遗产旅游线路设计、文化遗产景点模拟讲解等活动，这反映

出文化遗产教学缺少实践活动作支撑。部分教师局限于教材相关

文化遗产景点的讲解，忽略了带领学生参观当地自然、文化遗产

景点，文化遗产与旅游实务相关课程融合比较少，影响了学生对

文化遗产旅游线路、导游词编写、带团流程等岗位技能的了解，

影响了他们专业能力发展。

（四）产教融合育人效果不佳

产教融合是高校旅游专业最主要的人才培养方式之一，有利

于提升学生岗位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但是高校旅游专业产

教融合存在校企合作方式单一、实训基地建设滞后和育人效果不

佳等问题，例如学校与当地旅行社、文化遗产景点合作方式单一，

忽略了把当地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专业教学案例，实训教学质量

有待提升，旅游专业专业课程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脱轨，缺少文

旅融合、文化遗产等相关教学内容，影响了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三、文化遗产在高校旅游专业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一）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渗透文化遗产讲解

首先，高校要积极与当地旅游景点合作，设立校外实训基地，



088 Vol. 5 No. 02 2023教育前沿

定期组织旅游专业学生参观当地旅游景点，让他们了解当地文化

遗产，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安排学生跟随旅行社导游学习，

让他们了解导游日常工作，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例如高校

可以在当地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景点设立实训基地，邀请景区工

作人员参与校外实训教学，让他们为旅游专业学生讲解自然遗产

形成原因、文化遗产相关历史故事，并安排学生参与景区志愿者

服务，提升学生与游客交流能力、景点讲解能力，加深他们对文

化遗产的了解。其次，学校还要积极与当地旅行社建立合作关系，

设立校外社会实践基地，定期组织旅游专业学生进入旅行社学习，

让他们跟随旅行社导游、计调学习，让他们提前熟悉文化遗产景

点线路设计、票务管理、带团等岗位技能，从而提升他们的岗位

实践能力。例如学生可以跟随旅行社导游设计暑期故宫、天坛和

长城旅游线路设计，并参与带团，学习与游客沟通技巧、了解北

京文化遗产景点的相关知识，了解导游带团基本流程，进一步了

解文旅融合模式，提升个人专业能力，为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二）聘请当地非遗名师，深入讲解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旅游行

业热点，因此，高校要积极把非遗融入旅游专业教学中，促进文化

遗产与旅游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第一，学校可以聘请当地非遗传

承人担任兼职教师，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课堂，为学生系统性

介绍木雕、扎染、篆刻、地方剧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加深他们对

非遗的了解，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例如非遗传承人可以手

把手教授木雕雕刻技艺，讲解木雕历史、木雕图案美好寓意、雕刻

刀法等，并展示获奖木雕作品，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作，让他们主

动加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来，让非遗得以代代传

承下去。第二，学校可以聘请当地文化遗产景点演出人员担任兼职

教师，再现景点非遗艺术表演活动，例如民间剧种演唱、少数民族

舞蹈、少数民族原生态歌曲演唱等，展现独树一帜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非遗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化遗产旅游产业的了解，激发他们

学习文化遗产相关知识的积极性，进一步开阔他们的视野、丰富他

们的旅游专业知识储备，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三）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高校要立足文化遗产，开设文化遗产相关课程，进一步完善

旅游专业课程体系，加深学生对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了解，带

领他们领略祖国大好河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增强他们的

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学校可以组织旅游专业教师，邀请旅行

社导游、景点讲解员参与文化遗产课程开发，开设国内、国外文

化遗产课程、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搜集导游文化遗产带团

案例、视频，进一步完善文化遗产相关课程内容。例如学校可以

把导游拍摄的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等文化遗产视频作为课程

教学案例，再对比国内故宫、苏州园林的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

中外文化遗产差异，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此外，学校还

可以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搜集国内各大旅游景点非遗表演

视频、手工艺术等，例如云南丽江古城的《印象丽江》大型歌舞

表演、侗族大歌、苗族银饰与草药、壮族“三月三”节日和壮锦等，

介绍这些独特的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让学生感受祖国大好河山、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四）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文化等

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旅游产业发展。第一，高校要立足“一带一

路”战略，组织旅游专业教师搜集东盟各国文化遗产资源，制作东

盟各国文化遗产旅游视频，积极与国外大学合作，加强国际合作，

提升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例如旅游专业教师可以利用超星学习

通 APP 开展线上教学，精心制作柬埔寨吴哥窟、老挝川圹巨石缸遗

址和泰国阿育他亚（大城）等文化遗产，线上讲解这些东盟国家文

化遗产历史、经典特色，让学生了解境外旅游发展，培养具有国际

化视野的旅游人才。第二，教师还要线上讲解国内世界文化遗产，

例如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莫高窟、黄山、福建土楼和丽江古

城等，并播放相关视频，与学生进行线上讨论，深入讲解我国世界

文化遗产特点，进一步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此外，教师还可以设计

文化遗产线上测试题，检验学生文化遗产学习情况，利用大数据汇

总出出错较多的题目，对这些题目进行针对性讲解，进一步促进文

化遗产与旅游专业教学的融合。学生线下可以自主回看线上教学视

频，深入了解文化遗产，提升专业课学习质量。

（五）文化遗产融入实训教学，提升实践教学质量

高校旅游专业教师要重视文化遗产教育，开展文化遗产旅游

专题实训，基于旅游行业典型工作任务开展项目化实训教学，进

一步提升旅游专业实训教学质量。首先，教师可以围绕国内文化

遗产设计项目化实训主题，例如“探索少数民族风情”文化遗产

旅游项目化实训，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设计少数民族旅游

线路、设计景点导游词、模拟导游带团场景等，进一步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积极性。有的学生选择云南省作为少数民族风情游旅游

目的地，搜集该省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景点，围绕这些景点位置、

景点特色等设计旅游线路，明确票务、住宿和餐饮等细节，进一

步提升项目化学习效果。其次，各个小组可以利用互联网搜集文

化遗产相关资源，例如云南丽江古城、大理、茶马古道等文化遗产，

并查询各个景点票价、景点布局和特色演出项目等，合理安排旅

游线路，并利用 PPT 介绍相关景点，完善小组项目化实训方案。

教师可以组织各个小组展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项目成果，例

如各个小组设计的线路、制作的 PPT 和视频，引导小组之间进行

互评，进一步提升项目化教学质量，加深他们对文化遗产的了解。

四、结语

高校要立足文旅融合、“一带一路”战略，把文化遗产融入

旅游专业教学中，打造特色文化遗产课程，带领学生系统性学习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相关知识，进一步丰富他们的专业视野，提

升他们的专业能力，联合旅行社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带领学生参

观各地文化遗产，提升他们的岗位实践能力。同时，高校旅游专

业教师要积极开展混合式教学，线上讲解国内外文化遗产，丰富

学生专业知识储备，开展项目化实训，进一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更多优秀旅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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