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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旅游 GIS 教学与实践对旅游管理专业高水平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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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 GIS，以及 GIS 在旅游行业中的应用。通过网络资料，分析了旅游类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情况，
提出旅游管理专业开设 GIS 相关课程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分析了现行课程与 GIS 的相互关系，从而提出“开设相关基础课、融入其
他专业课、系统开设 GIS 课程”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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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旅游产业，GIS 专业课程的教学已

经深入到高校的地理学、生态学、统计学、环境科学、农业资
源利用、遥感科学、土地利用等专业，专业人才培养速度逐渐
增大。然而，通过对我国高职院校 GIS 课程的调查与梳理发现，
高职院校开设 GIS 课程的专业相对较少。因此，在高职院校高
水平建设过程中，应注重 GIS 的教学，特别是 GIS 技术广泛应
用的旅游院校，更应该找到与自己专业的契合点，在区别本科
GIS 教学的同时，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满足企业需求的 GIS 高职
人才。 

一、GIS在旅游行业中的应用分析 
1.GIS 功能简介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 20 世纪发展的新兴的技术科学，

是一种采集、存储、处理、管理、查询、检索、分析、表达、
辅助决策的计算机系统。GIS 强大的空间数据分析能力，已经广
泛应用于国土资源管理、农业资源利用、市政管理、自动制图、
设施管理、区域规划、交通、地质、石油、测绘、环保等诸多
领域。 

2.GIS 在旅游行业中的应用 
GIS 在旅游行业中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旅

游数据的动态管理与应用、旅游资源的调查和评价、智慧旅游
地理信息系统、旅游专题制图与规划、服务管理与空间决策分
析等方面，具体体现如下： 

（1）旅游数据的管理与维护 
在一个大数据时代，GIS 可以通过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结

合，将各个旅游景区、饭店、酒店、游客中心、旅游交通枢纽
等旅游服务场所信息可视化的表达出来，将旅游空间数据与旅
游企业数据进行了有效结合，形成了区域旅游空间数据库。通
过旅游数据库，实现各项数据的查询功能。为个更好的保障数
据库的使用与正常，以及可持续的服务能力，必然要求数据的
更新、纠错、维护等功能，以旅游数据的高效利用[1]。 

（2）旅游资源的调查和评价 
旅游资源主要是指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随着新

旅游六要素的形成，将旅游资源的范围不断拓宽。在大众旅游
时代，优质的旅游资源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对区域经济
有着重要贡献。旅游资源调查中包括了区域的地址、气候、地

形、地貌、水文、动植物、山川、河流、历史遗迹等所有信息，
通过 GIS 可以有效的将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结合，并按照旅游
资源的质量、数量、规模、位置等一定的指标体系进行划分，
对旅游资源进行评价。 

（3）旅游地理信息系统构建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构建是为了更准确的，可视化的处理

游客行为产生的海量的旅游数据。为了实现旅游行业的数字化
管理，在构建旅游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实现旅游信息查
询检索、辅助决策等功能，为游客的智慧出行提供技术支持，
为实现智慧旅游奠定基础。GIS 可以强大的信息管理能力，将游
客“吃住行游购娱”等全部信息与地理信息关联，运用科学的
系统工程和信息工程的理论方法，构建服务游客的信息系统[2]。 

（4）旅游制图与旅游规划 
GIS 在旅游制图和旅游规划方面有着自身的巨大优势。首

先，地图的呈现形式由传统的二维表达转变为三维，甚至是思
维表达。其次，GIS 提供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管理功能，通
过数据的输入、编辑、管理、检索、更新、维护、分析等实现
了动态管理，更好的支持旅游制图功能。第三，GIS 在区划规划
空间布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将旅游规划在空间上进行了充分
的展示。GIS 在旅游规划中不仅是辅助决策，是对目前旅游规划
编制方式的一个重要改革[3]。 

（5）服务管理与空间决策 
GIS 的服务管理与空间决策功能，主要体现为游客提供旅游

线路的选择、旅游行程规划、旅游电子导航、旅游信息的查询
等功能；为企业提供旅游车辆的管理，旅游线路的开发与设计、
旅游营销、旅游景区的动态管理、景区的环境监测等功能，为
政府提供旅游信息管理，城市旅游服务设施规划与管理，城市
旅游发展规划等功能。 

二、全国旅游类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情况分析 
1.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统计情况 
笔者通过网站检索形式，对全国部分有代表性的旅游类高

职院校网站进行了系统检索，开设课程信息相对较少。因此，
进一步在“百度、校园贴吧、各大论坛”进行了检索，分析了
部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开设 GIS 课程的基本情况，具体分析如
表 1。 

表1：全国旅游类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情况统计表 
学校名称 旅游管理专业开设的课程 

河北旅游职业
学院 

导游业务、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茶艺服务管理、计算机基础、政策法规、前厅服务与管理、饭店英语、电子商
务、旅行社业务、旅游市场营销策划、酒品调制与酒吧服务、全国导游基础知识 

太原旅游职业
学院 

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营销学、旅游资源学、旅游法规、旅游企业财务管理、旅游饭店管理概论、现
代饭店餐饮管理、现代饭店客房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旅行社业务、导游业务、导游基础知识、旅游地理、计算
机基础、电子商务 

山西旅游职业 旅游学概论、旅游管理学、旅游政策与法规、旅行社业务、旅行社管理、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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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英语、旅游会计学、酒店管理学、酒店餐饮服务与管理、旅游文化学、旅
游资源开发管理、景点规划与管理、旅游安全学、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生态旅游、智慧旅游、计算机基础、旅
游客源、地区概况、旅游财务管理、旅游项目管理、旅游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黑龙江旅游职
业技术学院 

旅行社经营管理、旅行社业务、旅游产品设计、旅行社计调、电子商务、旅游市场营销、计算机基础 

上海旅游高等
专科学校 

旅游学概论、旅游心理学、旅行社业务、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英语、旅行社计调、导游业务、导
游基础知识、旅游职业礼仪、旅游政策与法规、旅游文献选读（英）、现场导游、计算机基础、电子商务 

南京旅游职业
学院 

旅游市场营销、旅行社业务、旅行社运营管理、旅游法规、导游基础知识、导游词创作与讲解、乡村旅游管理、主
题乐园管理、景区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旅游策划、计算机基础 

江苏旅游职业
学院 

旅游学概论、旅游文化、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导游基础知识、旅游政策法规、导游词创作与设计、旅游策划、
旅行社业务、旅行社运营管理和景区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基础、电子商务 

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 

计算机基础、旅游规划实务、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景观设计、CAD 制图、旅游规划图纸设计、旅行社业务、电
子商务 

桂林旅游学院 
旅游学概论、旅游法规、导游基础知识、旅游英语、旅游市场营销、旅行社业务、旅行社经营管理、客源国概论、
导游业务、计算机的基础理论、电子商务 

三亚航空旅游
职业学院 

公共服务与礼仪、旅行社业务、旅行社经营与管理、会议策划与服务、调酒与茶艺、景区服务与管理、模拟导游、
旅游政策与法规、奢侈品管理概论、计算机基础、电子商务 

重庆旅游职业
学院 

旅行社业务、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政策与法规、旅游英语、旅游市场营销管理、电子商务、旅游管理信息系
统、旅游经济学、中国旅游地理、计算机基础 

四川 
旅游学院 

计算机基础理论、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中国旅游地理、旅游心理学、旅游法规、中国历史文化、旅游信息管
理、导游基础、旅行社业务、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英语、旅游服务礼仪、组织行为学、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财务
管理基础、旅游景区管理、电子商务、酒店管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美学、中外民俗、宗教与旅游、旅游
公共关系、会展旅游、导游实务、普通话训练、中国旅游客源国概况、饭店前厅与客房管理、饭店餐饮管理、旅游
运筹学、初级日（法）语等多门专业选修课 

注：此表仅供参考，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偏差。 
2.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特点分析 
（1）此次网络调查，共调查了 23 所高校，课程主要有：

计算机基础、旅游地理、旅行社业务、导游业务、政策法规、
茶艺服务管理、餐饮管理、客房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
52 个课程主要课程。 

（2）针对就业行业与岗位不同，各个高校开设的课程主要
围绕着：旅游社、导游、酒店、茶庄、高尔夫、景区、人力资
源、旅游财务、电子商务等。 

3.各院校课程体系不同的原因剖析 
（1）不同学校依据各自的培养重点与专业方向，就业岗位

不同，在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上差异比较大。实习实
训问题，一些课程需要设备，而有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存在差
异。 

（2）师资力量不同，不同的高校的教师队伍在各个方面的
能力、水平不同；另外是生源的认可度不同，导致课程设置有
所差异，开设学生和家长认可的课程，容易招生。 

三、创新GIS教学，促进旅游管理高水平建设 
1. 旅游管理专业开设 GIS 相关课程的必要性 
现在全世界信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作为世界中的一部

分，旅游业也在信息化。地理信息系统是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

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存储、
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GIS 已经广泛使用
于旅游业发展，所以应该先重视地理信息系统的学习，提前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核心竞争力,为将来学生可以抢先占据
市场就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为旅游业发展做出贡献。 

2. 旅游管理专业开设 GIS 相关课程的必然性 
目前，GIS 人才培养和应用普及在国内外发展迅速，我国的

GIS 教育虽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也随需求的增长而迅速发展，
全国不少大学都相继开设了 GIS 课程或 GIS 专业，开设 GIS 课
程的专业涉及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环境科学、农学等，
并且开设课程的学校、系、专业还有迅猛增加之势。根据现在
信息时代的要求和市场的人才需求培养，应注重 GIS 的建设与
发展，GIS 教育是旅游管理学科发展顺应现代科学发展的总体趋
势。 

3.GIS 技术与旅游相关课程关系 
通过网络调查与分析，旅游文化学、旅游资源开发管理、

景点规划与管理、生态旅游、智慧旅游、旅游项目管理、旅游
信息系统、旅游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均可以基于 GIS 技术，进
行课程整体设计，具体分析如表 2： 

表2：各课程与GIS应用的相互关系 
课程名称 GIS 应用 

计算机基础 是 GIS 数据录入和制图输出所必需的。 
市场营销策划 有强大的数据管理和空间信息分析能力，旅游营销的重要手段。 

旅游地理 旅游资源及路线的查询，旅游资源及路线的更新。 
旅游学概论 理解掌握旅游学的基本概论和基本原理。 
旅游资源学 旅游资源普查和评估的最佳利器。 

智慧旅游 借助便捷的终端上网设备，从而达到对各类旅游信息的智能感知。 

旅游信息系统 
管理、规划、决策、分析和查询等功能。有良好可视化效果的旅游信息系统，起到信息查询与旅

游信息管理作用。 
旅游规划 有利于旅游开发与规划，对旅游规划管理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生态旅游 为生态旅游资源的调查评价，开发规划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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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某景点相对周围生态区域的可视性。 

旅游管理学 旅游管理与开发过程中的一种对空间进行分析的高科技手段。 

CAD 制图 将 GIS 制作好的专题地图或统计图通过格式转换导入 CAD，进行再加工。 

4.旅游管理专业开设 GIS 课程的建设路径 

（1）开设相关基础课程：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础

课程要掌握，掌握了基础知识，才能对未来的深度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2）融入相关课程：将 GIS 课程教学融入到旅游地理系统、

智慧旅游、旅游规划、景区服务与管理等课程体系中； 

（3）开设 GIS 系统课程：将 GIS 作为基础课程，系统讲授

GIS 在旅游行业中的应用技术与案例，全面提升旅游管理专业学

生的实践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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