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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交互在导游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分析 
杜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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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社会中，导游专业的教学普遍限制在传统课堂教学，使学生不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化成实践能力，导致学生的实践
能力弱。导游人才是要具备超强的实践能力，实践课是培养职业核心能力的关键，培养实用人才的手段，是旅游教学中重要课题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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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与国民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产

业之一，但是旅游教育没有跟上旅游业的发展的步伐，没有及时为
旅游业输入高素质人才，压制旅游业的发展。在传统的教学中，教
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使学生理论知识过硬，但是实
践能力弱，在日后参建工作时适应力差。 

一、情景交互内涵 
情景交互是把实践和探索构建在主义学习基础上。情景是引导

学生能自主探究学习，把情境再现、角色扮演、演示案例等，应用
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创建广阔的实践空间，使学生深刻了解和把
控理论知识，要把技能、知识、职业道德结合在一起。交互是学习
的目的和手段，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在情境中的互动，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在课堂上
要以学生为中心，综合培训为主，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遇到问题的
能力，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的真实情境，把建立情境是为“意义建构”
的重要前提，是教学的内容之一。 

二、导游教学的现状 
（一）实训课不完善 
在导游的教学中，过于重视理论性，操作性不足。对于培养相

关岗位的专业性不鲜明，用人单位不确定对人才的需求，评价机制
不完善，不重视实训课的学习，学校和企业合作的视野不够开阔；
实训课教学太单一没有满足学生对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的认知；实
际教学的例子满足不了旅游业的发展需要，限制人才质量的培养；
实训课程规范不统一，无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使学生很被动吸取知
识，体现学校旅游专业教学实践性不强。 

（二）教材需改进 
在旅游专业教学中，教材内容出现些问题，没有体系高职的特

色，在旅游专业里有些教材内容不丰富，过于重视理论性，缺失知
识和能力的培养，内容重复性，逻辑思维不强，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三）人才培养不够明朗 
现在高职学校培育人才时，还是按照传承以学习为主，没有结

合市场和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进行人才培养，在这种封闭式教学
模式下，对学生的理论素养的提升和实践能力的发展进行压制，促
成专业人才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影响人才的质量。 

（四）缺乏职业核心力 
职业核心力和专业能力都是职业基本能力，在各种职业适用，

可伴随一生的能力。职业核心力分为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两种。高
职招收成绩较低，人员学习能力高低不齐，自我意志力、束缚力不
完善，对综合、创新和学习能力认识不足，没有合理规划职业发展
目标。在当今高校教学中存在着过于重视理论性，忽略实践情况，
职业学生在思维、应变、沟通和组织能力有待提高[1]。 

三、实践教学应用 
（一）构建实训项目 
导游人才需要掌熟习游服务常识、程序和讲解技能，实训课围

绕“导游员”这一职业，工作流程为主，以工作任务模拟实训，把
理论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进行转变。在实际的操作中，要先
明确实训项目，根据工作流程，例如接团、中途解说、入住酒店、
景区讲解、安排就餐、送团等工作项目。学生可以利用小组合作，
在 4C 资源下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二）4C 资源 
把多媒体教室、实训基地、景区合作、旅游公司设计在教学内

容里并安排到实训课上，这就是根据情境交互理念，把实训和 4C
资源的结合。 

1 多媒体教室。 
在多媒体教室里，要布置一个具有特色环境，例如国内外著名

的景点的路线图挂在教室里，教室里的摆设要和旅游文化有关，通
过景点的图片和宣传册，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中，要
重视案例教学，这样能让学生更快的掌握理解理论知识。要把教学
目的和内容融入案例里，使学生深入到服务工作情景，在通过独立
思考和小组探讨，来提升服务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课堂教学中，
要根据工作流程来选不同的案例，要在案例中概括服务礼仪和工作
流程，增强理论知识水平[2]。 

2 校园实训基地。 
在校园实训基地中要按照实训内容进行服务流程，要参考服务

标准的考核，模拟工作情境。例如模拟接机、送机、校园景区讲解、
酒店入住与离开等环节，在校园实训基地中进行实践。校园景区包
括学校大门、教学楼、文化墙、学生宿舍、运动区等，让学生通过
以上的景点开展情景互动模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不足。 

3 合作景区。 
校园环境中融入旅游文化元素，会是学生能提升文化素养，加

强对服务的意识。在学校内每一面墙进行文化熏陶。在学校图书馆
中开展读书活动，来提升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把培养职业素
养、服务意识、责任意识要融合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能使学生明
确职业目标和发展动力，为成为导游人才奠定基础。 

4 旅游公司。 
学校要和旅游公司的专业人员成立专家组，要明确导游服务标

准和规范，课程改革，新教材研发，根据企业需要更改课程比例。
比例是以实用为先，够用为度的原则。企业要结合旅游产品种类、
部门绩效计划、岗位设置培训提升学生的服务技能。 

（三）评价标准完善 
要根据导游人才培育目标，设计有效的评价标准，要符合核心

能力的要求，并且要兼顾技能训练和理论理解。在实训评价里分为
个体评价和团队评价，个体评价是对知识管控能力、应变能力、服
务意识等多方面的评价。团体评价是配合度、团员满意度、项目完
成等进行评价。有效的评价学生对于知识的运用和技能的掌握做一
个检测[3]。 

结束语： 
通过情景交互的教学，培养导游职业以核心能力为本，整合学

校的教学资源，利用实训地基和校园文化，在结合学校和企业，提
升导游人才质量。情景交互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
要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师生的自身努力，教师需要根据企业的需求
开展传道解惑，合理运用情景交互，来提升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
引导学生能自主学习，为旅游行业培养旅游人才。 

参考文献： 
[1]李莹.从情景教学法到实地自然教学法——导游专业“走

进景区”课堂教学改革研究[J].度假旅游,2019(01):64-66. 
[2]杨慧芳.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导游业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8(20):225. 
[3]李盼.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导游业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

凯里学院学报,2017,35(02):145-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