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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域下《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实践探索 
王世闻 1  张帆 2 

（1.三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2.三亚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 

摘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政元素贯穿人才培养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三全育人”是

新时代推进育人理念和育人方式变革的重大命题，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与实践是“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根本体现。本文

基于“三全育人”视域，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剖析《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的核心要素及切入点，以知识-价值-能力

为育人目标，采用“1+2+3”多元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家国情怀、百年党史、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公民人格和职业素养六方面为

主要课程思政元素，通过课程教学设计实证研究探索课程思政的建设途径。研究结果以期为本校思政课程体系建设提供助力，为同

类院校或课程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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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三全育人”是新时代推进育人理

念和育人方式变革的重大命题，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

各个环节，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人文素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高校的重要使命。“课程思政”是指在遵循

课程自身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课程知识内容，挖掘和提炼课程

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其“基因式”地融入专业课程，努

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形成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1]。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

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举措。2018 年，教育部公布《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其中《旅游管理类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规定了旅游管理类专业 4 门核心课程：《旅游学

概论》《旅游接待业》《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消费者行为》[2]。《旅

游接待业》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笔者积极响应国家对

高校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同向同行的要求，亟需通过把握学生的

德育和知识体系贯通，将思政和专业课相通相融，点燃学生们的思

想火花。 

一、《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的课程特色 

《旅游接待业》课程遵循 “立足基础知识体系框架，侧重旅

游接待理论知识，强调实践应用能力养成，服务区域旅游产业发展”

的四大原则，打破以单一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授课模式，突

出能力培养，构建“学做结合，任务驱动”的课程体系。其课程特

征包括：第一，该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旅游接待业是社会

性、实践性和前沿性较强的学科，在讲授的过程中需要教师不断更

新知识内容，丰富案例、保证知识的传授与旅游接待行业发展及社

会前沿接轨。第二，旅游接待业与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及现代服务业

密切相关，且与市场营销、经济学、地理学、信息技术等多行业交

叉相关。旅游接待业涉及层面较广，可以说与旅游业的全方面均息

息相关，旅游接待业是随国家经济发展及国民生活水平发展的敏感

行业。此外，旅游接待业与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也关系密切，可见，

该课程可以多方面全方位的融入思政元素，开展德育教育。第三，

旅游接待业在旅游管理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旅游接

待业》的前学课程为《旅游学概论》等基础课程，后续课程包括《旅

游市场营销》《旅游目的地管理》等管理课程，本课程起着承上启

下的作用，课程思政的建设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树立正确

的学习观，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切入点 

首先，旅游接待业随着全球经济稳定全面持续发展、网络通信

等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其发展态势空前繁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

发展的强劲引擎，收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从课程内容上

由传统的旅游接待业发展到新型及跨界旅游接待业务内容和管理，

其发展历史变迁本身就是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也是科技发

展启迪教育及行业进步的历史。OTA 在线旅行社、民宿、汽车营地、

会展、特色小镇等新型旅游接待业务的兴起，也是一部国民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富裕的典型案例。通过这部分讲解，让学生树立爱国

主义情怀及社会认同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即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次，旅游接待业教

学内容中，蕴藏着很多培养学生博大襟怀、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案例。

比如，旅游接待业的四个基本意识，即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团队

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及顾客满意、超值服务、顾客关系和绿色理念

四个核心理念，均包含了职业素养、处事态度、因果关系等人生哲

理，也涵盖了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全球问题。

通过这部分讲解，让学生们对旅游接待业务的职业要求及素养进一

步深入了解，从而强化大学生形成“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再次，掌握旅游接待业的相关内容，

能使学生从专业角度正确理解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帮助学生树

立客观正确的认知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

展秩序，能够顺应社会、融入社会，懂得保护自然环境，明白依靠

科技创新，推进旅游接待业的全方面发展，切实让科技更好的服务

于人类生产生活。另外，课程内容中丰富中华传统文化及百年党史

的案例讲解，不断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结合近年新冠疫情对旅游接待业的冲击和

影响，将其融入课程内容讲解，不断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

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

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三、《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一）聚力“三全育人”，深化“立德树人”教学目标 

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聚力“三全育人”的背景，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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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的理念，《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教师团队采用三全

育人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式[5]，以“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提升

大学生‘四个自信’、树立大学生职业操守”为课程思政的教育教

学核心目标，并对目标的达成开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教学效果评

估。通过《旅游接待业》的讲授，使学生产生专业兴趣和专业认同

感，了解有关旅游接待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形成对旅游接待业体系

框架的总体认识，初步掌握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特定区域旅游接待业

服务运营管理的活动现象规律及旅游接待业发展趋势的能力。具体

而言可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分为 3 个层面及 3 个考查维度，笔

者通过构建“三维坐标系《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与评估

逻辑框架图”具体说明三全育人下《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建设的

育人目标。 

（二）知识-素养-情怀，“1+2+3”教学方法与手段 

《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建设探索“1+2+3”教学方法，“1”

指围绕“课堂思政”这一核心目标；“2”指通过课堂教学+线上教

学相结合的方式；“3”指在课堂教学方法上，采用讨论法+案例法+

翻转课堂法。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研究，以达到良好的预期

教学效果。具体方法和手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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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采用讨论法、案例法及翻转课堂法。讨论

法一般通过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及贴近学生实际的问题，引导学生发

表观点，教师进行点评、总结及补充，引发学生思考；案例法的使

用在每章的内容均通过章节导入案例引入，在知识传输的过程中融

入形式各异、社会前沿、网络热搜、区域特征等丰富多彩的案例，

以期学生通过案例学习知识、得到学生共情，唤起学生家国情怀，

得到社会认同；利用翻转课堂的方法，让学生开展课前预习及市场

调研，课堂上在老师的组织下形成以学生为中心，学生通过情景模

拟、讲故事、传知识等途径进行课堂演绎和讲解，老师进行点评总

结，对知识进行梳理，对学生开展引导。 

（三）《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第一，在教学设计中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旅游接待

业》课程体系分为 3 个模块、12 个项目和 39 个任务，模块一为概

念模块，针对旅游接待业基础知识认知；模块二为理论模块，针对

旅游接待业理念方法；模块三为业务模块，针对旅游接待业服务运

营管理。充分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与德育内容是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的前提与关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史教育等融入课程教学中，以点带面，实现

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作用，推动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4]。

《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建设团队将课程的思政元素分为：家国情

怀、百年党史、四个意识、四个自信、职业素养、公民人格六个方

面，将这些思政元素与各模块内容的理论知识相结合，实现课程思

政的教育目标及对大学生价值的引领。 

第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证。本文以第二章“旅游接待业管

理理论和方法”为例，按照三全育人和立德树人的要求，利用多元

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将思政元素融入章节知识体系，开展教学设计。

在知识传授时，应避免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的现象，避

免课程运行中生搬硬套和“贴标签”空洞说教的现象，导致课程思

政变为“课程+思政”。要关注课程内容的深度与难度、教学方式的

先进性与互动性，德育育人的自然性，防止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脱

节。本章内容选取于马勇（2019）《旅游接待业》教材第二章，为

全书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部分，在课程设计中着重引导学生掌握旅

游接待业中基本意识和核心理念，教学设计中利用案例法、讨论法、

讲授法，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旅游接待业的意识和

理念”这一核心，切入“双碳”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

融入港珠澳大桥、大兴机场、雄安新区建设等案例，结合强制购物、

天价大虾等旅游业社会热点进行讲授，并以单元测试及课堂表现的

方式进行教学评价。 

结语 

《旅游接待业》课程以全面落实“三全育人”为视角，以“立

德树人”为教育理念，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遵循“守好一段渠，重

要责任田”的要求[6]，构建全面培养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教育

体系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本研究致力于优化《旅游接待业》思

政课程的建设与改革，根据“三全育人”的要求与目标，坚持全面

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重新制定了以知识、价值和能力三个层面

的教学目标，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切实将专业知识与思

政育人相结合，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展现自我，表达观点。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树立

家国情怀、坚定四个意识、强化四个自信、提升职业认知和素养、

树立正确三观、增强公民道德，为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的建设和实

践提供领跑助力。 

参考文献： 

[1]吴月齐.试论高校推进“课程思政”的三个着力点[J].学校

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67-69. 

[2]蔡静.关于旅游接待业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

[J].2020,3:203-207. 

[3]朱广琴.基于立德树人的“课程思政”教学要素及机制探

析[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06):84-86. 

[4]梅强.以点引线以线带面———高校两类全覆盖课程思

政探索与实 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8（9）：20-22+59. 

[5]马 亮，顾晓英，李 伟.协同育人视角下专业教师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1:125-128. 

[6]韩宪洲.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着力把握的几个关键

问题[J].2019,17(2):1-6. 

王世闻（1983-），男，汉族，黑龙江大庆人，三亚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张  帆（1986-），女，汉族，黑龙江大庆人，三亚学院旅

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讲师，自然地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旅游地

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三亚学院教育教学项目“《旅游接待业》

课程思政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YJJYQ20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