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2022 年 2 月  第 4 卷  第 2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教育管理

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下旅游管理教学改革研究
李瀚文

（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旅游管理属于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我国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旅游管理教育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逐渐成为职业院校的教育改革内容和方向。教学模式改革的逻辑

起点是重塑培养目标，而人才培养目标应切实反映产业发展对专业人才培养标准的要求。从旅游产业建设与发

展的现实需求出发，明确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向，确定教学模式改革的特征，进而以教学模式改革问题

为导向，制定出教学模式创新构建的策略，以此为我国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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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urism management belongs to a practical and applied disciplin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ourism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compound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tourism management tale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is to reshape the training goal,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 should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the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standards. From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clear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ourism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mode reform, and guided by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problem, develop the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ourism 
management applied talent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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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有近两千所院校设置了旅游专业。旅游专

业涵盖会展管理、饭店管理、旅游管理等内容，形成

了覆盖中职、高职、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教育体系，

在校人数达到五十余万人。为我国旅游事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支持。在现代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如何培养人”及“培养什么人”逐渐成

为旅游教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学生培养的基本问题，

培养应用型旅游人才逐渐成为旅游教育发展的新目标，

这需要现代院校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旅游

管理教育教学模式。

１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内涵”

基础型人才能够贡献学术理论，而应用型人才能

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基础型工作是“知识的生产”,

应用型工作是“检验知识”的应用范围及优化实践途

径。因此，在基础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校应注重

理论的传授和阐释；而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应注重对

实践教学活动、环节的优化与改进。旅游管理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投身旅游

事业的激情。由于旅游产业是以“消费”为表现、以“文

化”为内涵的服务业，其本质是“游客对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的心灵体验，是衔接“景区外在世界”与“游

客内心世界”的纽带，能够通过各类旅游活动丰富游

客的审美体验，帮助游客感受幸福生活、体会文化思

想。可见，旅游产业的发展起点是“服务”, 需要旅

游管理从业者拥有投身旅游事业的激情，唯有如此，

才能更好地提高旅游服务、管理的质量。其次是探究、

分析旅游问题的能力。从需求层面分析，游客的审美

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游客的消费心理

也会受到流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旅游供给应

是动态的、变化的，包含多种的景区主题、游览线路、

服务标准及产品类型，经营手段也应结合游客多样化

的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譬如采用最前沿的“支付方

式”“组织形式”“规划方案”及“营销手段”吸引

游客消费。但在动态的发展和变化中，却容易出现新

问题，需要旅游人才拥有探究、分析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以提升旅游服务的实效性。最后是服务技术的提供。



8

2022 年 2 月  第 4 卷  第 2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教育管理

旅游服务拥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国际化特点，需要

应用型人才掌握基本的服务技能，以更好地提升旅游

服务的质量。

2 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

由于旅游管理是应用性、实践性较高的学科，缺

乏成熟而科学的教学模式，学科优势难以得到充分的

彰显。但在旅游管理专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却经历了

“从传统学科学习经验”“从旅游服务专业吸收方法”

的过程，导致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出现过分强调理

论教学的倾向，与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不符。而

高职院校传统的办学理念又导致人才培养过程过于注

重实践性，忽视了理论性，造成学生难以形成研究、

分析新问题的能力。因为人才培养目标是教学模式改

革的基础，所以，需要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

确立教学模式改革的方向。首先是发展性。发展性主

要指教学模式要不断优化与更新，能够动态地适应旅

游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并且能适应学生学习的特征。

要想在教学模式改革中体现发展性特征，可以从教学

内容、教学形式及评价标准等角度出发。一是教学内

容。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应反映最新的理论成果

及产业特征。二是教学形式。教师应将科技成果融入

并渗透到旅游管理教学的不同环节中，激发学生参与

教学活动的积极性、自主性。三是评价标准，教师不

能将理论知识作为学生评价的唯一标准。其次是系统

性特征。系统性主要指旅游管理教学模式的执行环节

应相互影响、紧密衔接，不能“各自为营”“孤军奋

战”。由于教学模式是旅游管理教学活动得以开展的

主要范式，因此对教学质量提升及教学目标实现拥有

鲜明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只有不同教学环节相互磨合、

相互融合成科学的、完整的“系统”, 才能更好地提

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实效性及有效性。最后

是针对性。针对性也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衔接性”,

通常来讲应用型人才培养应聚焦旅游产业发展中所存

在的各类问题，应以培养学生发现、探究及解决现实

问题的能力为抓手，使应用型人才培养更契合企业发

展的基本需求，推动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 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传统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差

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主要包括校内实训、校外实训、

综合实践、情景教学、项目研究等教学模式，能够通

过见习、实习、考察、参观等实践环节，帮助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升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虽然传统实践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提高学生

在现实岗位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巩固课堂教学所

涉及的各类理论知识，提高理论应用的质量。但在具

体应用中，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却普遍存在如下问

题。首先是教师的把控能力和理论探究能力不强，导

致教学质量受到影响，难以提升人才培养的实效性。

其次，教师的教学形式依旧以理论灌输为主，注重对

理论知识的阐述和分析，难以指引学生明确问题、发

现问题，进而影响到教学模式应用效率。最后是企业

参与程度有限，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育人功能，提高

教学模式的针对性，致使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效率不高。

3.2 缺乏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

由于旅游产业拥有鲜明的动态化特征和特点，要

求旅游人才能够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掌握

各项技能和知识。当前计算机信息技术、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技术及物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旅游产业发展的

不同环节中，旅游教育工作者要积极提升学生的信息

化素养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但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发

现，我国高职、中职及普通高等院校的教学模式，通

常以课堂教学与课外实习为主，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程度相对有限。而且在特定的实践教学中，很难融入

充足的信息化技术，从而影响到学生的掌握及应用信

息技术的能力，不利于我国旅游产业的健康、全面地

发展及应用型旅游人才的培养。因此旅游管理教师应

提高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

创新当前的教学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实效性与有效

性，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3.3 学生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科学

评价体系是应用型旅游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提升教学模式应用质量的关键手段，在完善传

统实践教学模式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革新、构建教学

模式的过程中，能够帮助教师发现教学模式在应用中

所存在的问题，使教师能够充分地体现教学模式所拥

有的连续性、系统性及针对性特征。但在教学模式优

化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往往忽视了评价体系的价值，

没有充分发挥评价体系所拥有的诊断功能与指引作用，

进而影响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质量。其问题

主要表现为：首先，还未形成基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的评价体系，依旧注重对学生记忆、掌握及利用理论

知识的评价。其次，评价体系忽视了对教师教学过程

的指引，缺乏诊断性，很难突出教学模式所拥有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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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系统性及针对性等特征。最后，评价方式较为

单一，且主要以终结性评价为主，缺乏过程性评价，

致使学生过于注重应试。

4 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4.1 完善实践教学模式

实践性教学模式是现代旅游管理专业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重要方式，需要教师做足准备，提高教学模式

的应用质量。首先，教师应拥有较强的把控能力。学

校要想提高教师的把控能力，就需要从教师评价的角

度出发，明确当前教师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根据

教师所存在的不足，制定出详细的培训机制。随后在

教师培训的过程中，应深化评价体系，有针对地提高

教师的把控能力。其次，是转变传统的教学形式。通

过引导的方式指引学生熟悉工作任务，发现问题并提

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现代教

育理论，将金字塔理论、支架理论及图式理论融入到

教学过程中，让知识传授过程更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最后，提高企业在实践教学中的比重，充分发挥企业

的育人功能，增强教学模式的衔接性与针对性。譬如

可邀请企业专家共同商定教学模式开展方向、内容及

形式，或者在学生成果评价中，将学生成果呈现在企

业专家面前，让成果评价更加科学、全面、有效，进

而让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更契合旅游产业发展需求。

4.2 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为培养出适应旅游产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满足旅游产业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现代院校应从如下

角度出发，创新教学模式。首先是将信息技术渗透到

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中，譬如在项目研究教学模式中，

教师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明确项目研究模式的应用范

围，了解项目研究教学模式的应用要求，从而通过小

组合作、问题探究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探究旅游

项目中存在的理论问题。但在此过程中，教师还需要

构建相应的教学资源库，鼓励学生应用互联网平台探

究问题答案，形成“对策建议”“咨询报告”“研究报告”

等学习成果。譬如在现代教学平台的支持下，教师可

以引领学生借助教学资源库，提高知识传授的“交互

性”,让传统的“教师传授”真正转变为“学生探究”

与“教师传授”的双向融合。其次是围绕信息技术构

建全新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在教学前期加强与企业

的联系和沟通，请求企业负责人将企业经营中所存在

的现实问题呈现在计算机终端，进而鼓励学生通过大

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新媒体平台，对企业问题进

行分析和探讨。但在方案制定前，教师应引领学生参

观旅游企业的运行机制，优化问题解决方案。此外，

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教师可以将企业的具体

项目呈现在计算机终端上，让学生通过远程参观的方

式，对企业项目的建设过程、机制有全面地了解。

4.3 健全创新评价机制

评价体系是确保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应用、创

新的关键和前提，是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教学活动

的基本抓手。因此，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视域下，

应优化传统的评价模式，以提升教学模式应用的有效

性。首先是构建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评价模式。教

师应结合教学模式改革、优化、调整等情况，明确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制定出以实践能力、价值观素养、

理论知识为主的评价体系，提高对学生能力、素质的

评价比重，让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全面。在此过程

中，学校应结合企业需求，加强校企合作，明确旅游

企业对人才能力的具体要求，从而让人才评价体系更

具针对性与实效性。其次是发挥评价体系的诊断功能。

学校应通过评价体系判断教学模式是否拥有连续性、

针对性及系统性等特征，帮助教师优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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