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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高校旅游管理课程教学的融合探究
黄姝敏

（广东白云学院，广东 广州 510550）

摘要：随着我国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对旅游业从业者职业素养也逐步提升，课程思政则是为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明了新的方向，

把思政教育逐步渗透到各个专业课中，再把思政教育和职业道德素养培育融为一体。高校旅游管理教师可以把课程思政作为纲领，高举

因材施教、三全育人和工匠精神等思政教育旗帜，做好思政教育和旅游管理、酒店品牌建设和旅游心理学等知识点的融合，培养学生良

好的服务意识、奉献意识和法律意识，全面提升高校旅游管理课程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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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人才需求量逐年提升，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素养、

团队意识、服务意识和人文素养的要求比较高，工匠型旅游人才

更受企业青睐。旅游管理教师首先要转变自身态度，积极学习课

程思政理念，结合课程内容搜集一些课外旅游业相关新闻，不断

丰富旅游管理课程思政教育内容；深挖教材中蕴含的思政素材，

提升对思政教育的重视，坚持思政和专业教学并重的原则；立足

旅游管理专业就业导向和学生专业课综合水平，渗透工匠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文化等思政元素，例如针对西柏坡、

延安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介绍，把乡村振兴和

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挖掘旅游资源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

素；聚焦三全育人理念，渗透职业道德素养教育，培养学生吃苦

耐劳、爱岗敬业和爱国精神，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享受良好的

职业道德熏陶，为学生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课程思政在高校旅游管理课程教学中的育人价值

（一）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课程思政是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的总纲领，也是践行立德树

人的有效路径，更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渠

道。旅游管理课程具有其自身特殊性，作为旅游类专业的必修课，

承担着入门教育和职业素养培养的重担，课程思政更加明确了这

门专业课渗透职业道德素养的新路径，明确了新时期旅游人才培

养方向，开启了高校旅游管理课程育人新模式。

（二）有利于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旅游管理课程中蕴含了隐性和显性思政教育素材，显性

素材包括了职业道德素养、价值观等，隐性素材包括了红色文化

旅游景点介绍、解决游客投诉等。教师要把这些素材和社会主流

价值观融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教学中，凸显出爱

岗敬业、爱国奉献等新时期旅游从业人员基本素养，让学生真正

意识到思政就在自己身边，每一个人都是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建设者。此外，课程思政还促使旅游管理课程融入了

国际化背景，运用中外旅游景点渗透传统文化教育，这也是旅游

管理课程育人亮点。

（三）有利于培养工匠型旅游管理人才

随着高校旅游类专业竞争加剧，提升旅游类专业学生职业素

养、道德素养和政治觉悟已经迫在眉睫，为了提升该专业学生就

业率、就业质量，教师要主动渗透课程思政。教师可以从旅游基

层管理、旅游线路规划、导游词和旅游心理学和酒店品牌建设等

方面入手，让学生提前熟悉旅游管理岗位技能，从而端正学生专

业课学习态度、提升他们对职业道德的重视，让学生在激烈的就

业竞争中能够占得一席之地。

二、课程思政在高校旅游管理课程渗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很少主动渗透思政教育

高校旅游管理课程教师更多考虑的是自身教学目标，带班成

绩以及个人晋升考核，反而忽略了渗透思政教育，缺少了思政元

素的专业课堂趣味性不足，导致部分学生出现了懈怠，课堂学习

态度比较消极沉闷，这反映出教师们从思想上不太重视课程思政

建设。此外，部分教师在旅游管理课程教学中更侧重考点讲解、

导游证考试内容等进行讲解，没有结合具体题目、旅游管理场景

等渗透职业道德讲解，这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职业规划。

（二）思政教育没有渗透进课程实践教学中

旅游管理课程实训内容比较多元化，例如旅行线路设计、

带团行程安排、景点讲解、酒店入住和解决旅游纠纷等，但是

很多教师只是要求学生运用旅游心理知识分析游客心理、掌握

旅行团酒店入住流程、带团路线和景点讲解等职业技能，忽略

了在这些实训环节渗透思政教育。课程思政兼具了理论和实践

属性，如果教师只是盲目开展职业技能训练，却忽视职业道德

素养、爱国主义教育，很容易让学生出现厌学和懈怠情绪，反

而会制约学生发展。

（三）三全育人理念贯彻不太彻底

虽然部分旅游管理教师开展了思政教育，但是他们使用的思

政教育素材比较单一、各个章节、各个单元之间的衔接也不太顺畅，

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政教育闭环，三全育人处于一个缺少实践性内

容、学生反馈消极的状态。教师忽略了结合旅游管理课程定位，

没有引导学生

思考职业规划、自我价值，本专业课程教师之间缺少合作，

教师们没有合力开发思政素材，学生对思政教育的了解有限，无

法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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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旅游管理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一）转变教师课程定位，浸润课程思政理念

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实施者和建设者，高校要组织旅游管理课

程所有任课教师参与培训，邀请本校骨干思政教师、当地优秀导

游担任培训讲解，系统性讲解新时期旅游人才需求和岗位技能，

督促教师找到课程和就业导向的契合点，再把契合点和思政教育

相融合，真正让旅游管理课程和课程思政“互通有无”。思政教

师主要负责课程思政理论性讲解，例如它的时代意蕴、育人价值

和旅游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展现思政教育推动旅游专业

教学改革、优化育人方式上发挥的作用，让教师协调好旅游管理

理论、实践、职业生涯和思政教育四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导游、

对接、酒店营销等岗位来开展思政教育，协助旅游管理教师们挖

掘思政素材、编写个性化思政教学手册。导游则是以介绍职业道

德素养和就业环境为主，针对旅行社新入职管理人员、新导游职

业素养进行讲解，例如讲解红色旅游景点导游词，红色旅游线路

设计等，例如细心观察游客言谈举止，抓住游客消费需求，如何

处理游客对酒店和景点的投诉，提升教师个人专业素养，方便教

师把这些干货融入自己的教学中，提升教师个人职业技能和道德

素养，为学生树立良好职业榜样，同时让课程思政的推进更加顺利。

（二）坚持“双向”育人理念，深度融入思政元素

旅游管理教师要坚持课程与思政教育并重的教学理念，一方

面要深入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渗透职

业道德素养，引导学生向优秀导游学习，把培养德才兼备旅游人

才作为课程育人目标。教师可以把旅游管理理论和旅游心理学等

作为课程思政的“引子”，借助一些导游带团案例进行导入，呈

现出旅游管理艺术，例如导游沟通艺术、消费心理学分析等，端

正学生对理论课学习态度，让学生由表及里、循序渐进挖掘其中

蕴含的职业道德素养，用优秀导游崇高的奉献精神、爱岗敬业、

全心全意服务精神熏陶学生，让学生关注自身职业道德素养，把

这转化为学生求职的优势。此外，教师还要找到旅游管理实训和

思政教育的契合点，例如安排旅行团咨询场景，导游需要根据客

户需求推荐相关线路，通过交谈掌握客户真实需求，为客户量身

定制线路，让学生在职业场景模拟训练中掌握技能，培养学生一

丝不苟、严谨认真和灵活变通的好习惯，让学生对导游这一职业

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双向”育人引领了高校旅游管理课程改

革，也可以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让学生深度学习、

体验岗位技能，把旅游管理和学生就业、道德素养培育完美融合。

（三）智用新媒体平台，渗透因材施教理念

“00 后”大学生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新媒体逐渐成为了他们

的社交载体，很多旅游企业也在运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和销售，旅

游管理教师要结合这一趋势来渗透思政教育，把新媒体转化为思

政教育的一把“利器”，让专业课和思政教育增添新鲜感和趣味性。

例如教师可以借助学校官微、微信公众号等开展教学，搜集近期

和旅游行业相关时政新闻，例如红色旅游文化基地讲解员工作视

频，让学生在聆听导游讲解过程中学习红色文化，例如西柏坡革

命教育基地、延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等，引导学生根据这些视频

来编写导游词，了解红色景点，真正让学生继承红色基因，并把

这种红色爱国精神融入未来工作中。此外，教师可以利用微信群

开展工匠精神专题教育，向学生推送《大国工匠》纪录片，带领

全班学生在线观看，引导学生思考旅游行业工匠精神有哪些特点，

导游如何践行工匠精神和大学生如何学习和弘扬这一精神等话题，

鼓励学生结合纪录片和话题来畅所欲言。教师可以汇总学生发言，

把极致服务理念、人文关怀、团队意识、红色文化、精益求精管

理理念等作为工匠型旅游人才基本素养，引导学生参照这一标准

来开展专业课学习，促进工匠精神在旅游管理课程中的深度。

（四）组织多元化思政教育实践，开创“三全”育人新局

高校要尊重旅游专业思政教育需求，根据专业课特点来组织

思政教育活动，把旅游管理思政教育辐射到校外实践、公益活动

和志愿者服务中。例如高校可以组织旅游专业学生参观当地红色

教育基地、烈士陵园等场所，让学生们走进红色文化、走进红色

抗争史，更为直观感受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为人民做出的伟

大牺牲，真正让“00”大学生树立不忘历史，勇担使命的奋斗信念，

全面提升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和国家安全感，把爱国爱党深深烙印

在学生心中。教师要主动打破教材限制，把思政教育目光着眼于

广阔的互联网、时政新闻和公益活动，例如介绍戍边战士英勇事迹，

让青年大学生明确热血保家卫国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精神，结合张

桂梅老师事迹让学生了解山区教育，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育扶贫

和爱心活动，也鼓励旅游专业学生发挥专业所长，积极参与乡村

旅游建设，让学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真正提升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

四、结语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要把课程思政建设看作是践行“立德树人”

理念的跳板，立足课程优势，把岗位职业道德素养、社会主流价

值观和红色文化等融入课程教学中，凸显新时期工匠型旅游人才

优势，把思政教育渗透在旅游管理实训中，培养学生爱岗敬业、

吃苦耐劳、支援乡村教育和旅游建设，鼓励青年大学生报效祖国、

回报社会，全面提升高校旅游专业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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