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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蒋  健 

（溧阳市天目湖中等专业学校  213300） 

摘要：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实践表明，教师在推动课程思政效能提升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从教师和课程这两个因素在课程思政中的作用分析了课程思政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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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政课程改革到职业教育的课程思政，所有的课程改革都是

围绕着“育人”这一功能。随着“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这

“三全育人”概念的提出，给职业学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带来

了很多的思考。本文结合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开展，主要从两个方

面论述。 

一、课程思政的关键是教师。 

课程思政建设不是个别老师的任务，而是所有教师需要担任起

的育人责任。所以课程的实施建立在课程的建设之上，那么如何进

行课程思政, 关键还是要落实到教学的主导人——教师。 

（一）首先，教师要改变观念 

理念先行，“三全育人”的理念提出教师的教书育人功能，育

人要放在首位。教师要对课程思政高度重视，特别是专业课教师，

我们不仅在教学业务上要有过硬的基本功，而且要在思想上以高尚

的师德带动学生。最近很多知名艺人因为各种丑闻频上热搜，比如

王力宏，薇娅，虽然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佼佼者，但是个人道

德品行若存在问题，肯定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所以教师的言行

举止要对学生有好的促进，清华大学于歆杰教授认为，教师对待教

学、课程、课堂的态度，既是潜移默化的课程思政，更是最直接的

课程思政。 

（二）其次，教师要善于学习 

现在很多平台都有思政课程实施的讲座，比如机械工业出版社

组织的职业教育教材思政教师培训会，每个专业都有专门的微信群

定期发布课程信息，机工教育大讲堂视频号里面有大量的直播课和

可回看的视频课。如：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如何有机融入专业课

程教材；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思考；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环节设

计等。如超星职业教育研究院周三公益直播讲堂已经开展到一百多

期，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李桂环副教授的讲座“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

政”，给我们介绍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怎么做：遵循要求，

守正创新，她从优化内容供给，梳理思政元素，选择思政素材，选

择融入方式，设计考核评价几个方面阐述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

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

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的拓展专业课程的

广度、深度和温度。从课程所涉及的专业、行业、国家、国际、文

化、历史等角度，增强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

新和开放性。第二方面怎么评：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她认为教书

育人是教师责任使命，以“业”为内容、以“惑为焦点”，在交流

互动中，实现“道”的追求，同时，她认为立德树人就是要汇聚向

善向上力量激励学生成长成才。现在，也有很多关于职业教育的公

众号，北京超星师培信息技术研究院创设的“职业教育”公众号，

最近推送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专业课融入课程思政的 10 个方法。包

括模式创建法、分类建设法、红色资源法、教学设计法、显性引导

法、隐形融入法、信息技术法、行走课堂法、思政认定法、人才评

价法。 

（三）再次，教师要付诸实施 

作为专业课教师如何付诸实施，作为导游专业的老师，我们要

抓住各种机会把学习的理论和案例运用到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我们

专业组申报了溧阳市教科研规划课题，确定的课题是“课程思政在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同时我们申报的学校第二轮课

程建设《餐饮服务与管理》顺利通过学校课程建设评估组的验收。

本人作为溧阳市骨干教师，每年开设研究课，比如 2021 年上半年

开设的《皖南古村落》，把徽商的重商、重学思想融入到课程中。

另外，老师把技能竞赛也作为思政课程开设的一个阵地，在备战技

能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案例，比如在课堂教学环节， 

《铜镜》以史鉴今，提醒我们时刻审查自身。镜子，用放大镜看别

人的优点，用显微镜看自己的缺点，用透视镜看内在的欲望，用广

角镜看社会的美好，用望远镜看未来的远景，用凸透镜看人生的起

伏，镜子可以反思自我，就如同学生每天都要照一照镜子，不仅可

以牢记历史，更要学她人之长，做一个谦谦君子。《佛寺的钟》让

我们懂得纪律规则，钟声可以让人的心静下来，学习就犹如听钟，

心静才能更好的学习。《左江花山岩画》，骆越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悬

崖绝壁上绘制的岩画，突出了古骆越人的工匠精神，独立创新精神。

在景点讲解环节，《瞿秋白故居》让我们追随革命先驱的脚步，《南

京长江大桥》让我们感受先辈的艰苦创新。近年来的即兴讲解也非

常注重内容和情感的升华，在世界遗产的选题上，我们业可以联系

课程思政，引导大家文明出行，保护环境，尊重历史文化。教师在

思政课程的实施可以从提升教学能力、着力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

学方法等方面，着力打造特色课程思政体系。 

二、课程思政的基础是课程 

（一）学习《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 

2019 年 6 月 5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强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职

业院校落实党和国家关于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总体要求，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安排教学任

务的规范性文件，是实施专业人才培养和开展质量评价的基本依

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当体现专业教学标准规定的各要素和人才

培养的主要环节要求，包括专业名称及代码、入学要求、修业年限、

职业面向、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学进程

总体安排、实施保障、毕业要求等内容。根据学校实绩情况，确定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平台课程包括旅游

概述、旅游地理等 11 门课程；展览讲解方向课程包含：展览讲解

基础知识、展览讲解（中级）；选修课有综合才艺和茶艺。让所有

课程都发挥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承担育人职责，形成全员、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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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1.总体目标：围绕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这个核心点，构建起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综合素养课

程为支撑、专业教育课程为辐射的中职课程思政育人体系。2.核心

内容：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要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与担当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

点方法贯穿到各门课程的教育教学中。3.重点举措：重点对中职公

共基础课、专业教育课程、实践类课程三类课程的建设提出了针对

性的要求。（1）公共基础课：重点建设一批提高中职生思想道德修

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知能

力的课程。（2）专业教育课程：根据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

研究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

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3）

实践类课程：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

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二）了解本地旅游资源，梳理本地旅游文化 

溧阳市政府、旅游局规划的是全域旅游。溧阳现有全国 5A 景

区一处：常州市溧阳市天目湖景区(天目湖-南山竹海-御水温泉)。

全国 4A 景区一处：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溧阳作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溧阳立足山水

田园，探索出一条“田园生金”的乡村振兴之路。“三山一水六分

田”的资源禀赋造就了溧阳阡陌纵横、田园牧歌的秀美风光。天目

湖集国家 5A 旅游景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度假区于

一体。长荡湖、天目湖两大湿地入选国家级湿地公园。365 公里的

“1 号公路”，串起最美风景，形成全域旅游的强磁场。 

溧阳自然资源丰富、明胜古迹较多、人文底蕴深厚。在此基础

上开展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地方产业优势，

从身边的资源入手，挖掘思政素材。 

在设计第三章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湖泊景观中，我们专业组把

天目湖和大溪水库作为典型课题进行研究， 

（三）挖掘思政元素 

1．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中国文化故事是课程思政的“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

和要求，为我们更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坚持用马

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

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指明了方向。 

学习焦尾琴的故事、伍子胥和故事、孟郊的故事、李白为代表

的文化名人（谢眺、陆游、朱熹、唐寅、汤显祖）的故事，能进一

步增强师生的文化自信。如在导游基础这门课中，在第二章节对联

与古诗词中，我们专业组老师设计了很多关于溧阳的古诗词。最著

名的就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

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实除了这首，孟

郊在溧阳还留下了很多名篇，如《溧阳秋霁》和《溧阳唐兴寺观蔷

薇花，同诸公饯陈明府》。 

在第六章中外民俗的设计中，我们专业组把溧阳社诸的傩文化

作为典型。傩就是假面跳神，是原始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

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物，有着约 3000 年的历史。傩文化包括傩坛、

傩仪、傩舞、傩戏、傩面具和傩俗等内容，通过设计沉浸式学习，

让学生充分感受原始名族风情。 

2．讲好党史故事 

红色故事是课程思政的“魂”，作为全国 1599 个革命老区县（市）

之一，溧阳是一方战天斗地的红色热土，代代相传的革命基因不仅

铸就了光辉夺目的红色历史，更成就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部

历史用热血浇筑，饱经沧桑而风采依旧；这种精神用理想支撑，几

经磨砺而一往无前；这种积淀用奋斗传承，历经风霜而历久弥新。

《水西百忆》共 100 集，每集 8 分钟。溧阳市融媒体中心创新性运

用“沉浸式”“档案式”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实景搭建、线上线下

互动、现场讲述与历史影像相结合的形式，生动还原新四军战斗、

生活场景，再现这段撼人心魄的红色历史。《水西百忆》的讲述者

有新四军后人、抗美援朝老兵，还有艺术家、新老党员、水西村民

等，更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的师生。在每一集的结尾处，

摄制组都会邀请青年党员代表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号召党员干部

传递红色记忆，弘扬铁军精神。立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水

西百忆》新四军抗战故事微纪录片，我校宋俊老师参与了节目录制，

我们导游专业的师生可以通过观看该系列纪录片，学习如何讲好红

色故事。另外，通过实地参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宋巷新四军

一支队司令部旧址、函子故居，学生更加能感受那一段珍贵的历史。 

3.讲好榜样故事 

在技能大赛、创新大赛、体育竞赛中涌现的优秀学生。结合学

校“十佳学生”评选活动，宣传优秀事迹；结合优秀毕业生的评选

工作，搜集汇编在岗位上表现出色的和自主创业的优秀毕业生事

迹。置身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新时代，学校有必要充分挖掘优秀学生

或群体的感人事迹，将之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形成思政教育

教学的典型案例，在课堂上校园里讲述他们的励志故事，营造刻苦

学习、勇挑重担、锐意进取、无私奉献的文化氛围，号召更多学生

立足当下，自觉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

业绩，在完善自我、为民服务、为国工作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品

德修为和人格理想。 

榜样是一面旗帜，学生身边的榜样是值得传唱的赞歌，上好了

这堂思政教育课，更多的学生在校园里亦会成为爱与奉献的代表，

在社会上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我们作为专业课教师，一定要结合自身优势，多看勤思，不断

学习，把“立德树人”落到课堂主阵地，真正贯彻习主席提出的“办

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每位老师都要“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做强课程质量，努力提高课堂“抬头率”、

“点头率”和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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