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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信息化背景下旅游人才培养途径 

——以河南特色小镇为例 
张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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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域旅游信息化背景主要强调的是旅游人才培养要适应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和开发利用的趋势，并且融合应用信息化的手

段和方法，促使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在针对性和全面性上达到更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全域旅游人才培养的效果还会受

到地区性旅游资源的影响，立足于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特征培养针对性的全域旅游人才具有非常高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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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training tourism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tourism 

informatization  

—— takes Henan characteristic town as an example 
【Abstract】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tourism informatization mainly emphasizes that the training of tourism talents should adapt to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and integrate the means and methods of informatization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tourism professionals to achieve further improvement in pertinence and comprehen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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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区的旅游业开发利用过程中，特色小镇是比较集中的旅

游资源，基于河南省省会状态和旅游业发展状态，用更加精准有效

的培养路径和方法实现旅游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本文以全域旅游作为背景探讨河南特色小镇旅游资源背景下的旅

游专业人才培养路径，以期为全域旅游环境背景下专业人才培养成

效的提升提供重要的支持。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来说，能够适应地

区的旅游业发展实际状态提升个人的实践学习能力，也是体现出个

人学习成效的重要途径。 

1  全域旅游对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新挑战 

1.1  对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目标带来的挑战 

全域旅游背景下强调应用区域内的一系列资源条件，以旅游业

的发展为起点和契机，组织落实一系列的培养教育工作，培养出能

够适应全方位旅游业发展状态的专业人才。在全域旅游背景下，专

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综合性和丰富性。同时，人

才培养的实践能力培养、创新思维能力培养以及理论知识储备等多

方面的培养教育目标和内容丰富性都需要实现针对性的提升，最终

为取得更好的人才培养成效奠定基础。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河南省虽然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自然风光资源，且相关旅游资

源的整体覆盖面积较大，但高校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仍然以旅游业

的专业引导人员以及讲解人员等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侧重点，并没

有与全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实际要求相符合，人才目标的定位显

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提升专业人才

培养的针对性和全面性为取得更好的人才培养效果提供重要的支

持。 
1.2  对实践教学中的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带来的挑战 

上文已经提到，河南省的旅游资源具有典型的丰富型特征，以

本文探讨的特色小镇开发利用的角度来说，小镇的景区开发虽然大

都依托自然风光和自然景观，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投资成

本，但特色小镇要想形成全域产业化发展的规模就需要在实践资源

的改造优化上提高重视程度，通过全方位形成产业链式的运行模式

为旅游资源的拓展开发奠定基础。回归到本文探讨的旅游专业人

才，从培养的角度上来说，当产业化发展模式成为地区旅游产业发

展的主要模式，相关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在目标的针对性和素质的

综合性上就会更进一步的提升。在现阶段旅游业专业人才培养的组

织落实中，对实践教学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

不足。实践教学的组织模式仍然呈现出单一性较强的特征，未能结

合现阶段全域旅游的人才需求进行实践教学的模拟完善，这会直接

影响到旅游课程教学中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性效果，导致人才培养

的方向和效果与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人才需求产生矛盾冲突。 
1.3  对教师的教育引导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师的教育引导能力在实践中是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和学习效

果的核心因素，尤其是对于旅游业相关专业的高校大学生来说，其

在课程学习中的实际状态，实践能力提升效果都与教师的教育引导

方法和思路紧密相关。从实践教学落实开展的角度上来说，大部分

教师在旅游业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大都更加重视学生对相关理

论知识的掌握丰富性和覆盖范围广泛性，而对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缺乏针对性的培养和教育。这导致现阶段旅游业的相关人才团队在

实践工作中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上反映出一定的不足。另外，教师对

于先进教学方法教学辅助工具的应用能力在实践中也存在有所缺

乏的现象，这都不利于全域旅游信息化时代人才培养的效果得到提

升和优化，并且会最终影响到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能力提升培养效

果。 

2  全域旅游信息化背景下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原则 

2.1  结合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培养储备性人才 

不同区域的旅游资源客观条件以及旅游业发展切入点具有典

型的差异。对于河南省来说，特色小镇的开发利用能够同步带动周

边的旅游业发展，同时形成具有区域性的整体旅游产业发展体系，

促使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环境的建设在多方面资源条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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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获得更加良好的效果。因此，在培养相关的旅游业专业人才的过

程中，教师和教学实践团队应当首先针对河南省特色小镇建设的整

体规模以及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明确现

阶段全域旅游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专业人才缺失的实际情况，以便在

具体的人才培养中能够明确针对性的目标，以满足区域旅游业发展

需求为基础，进行人才培养的方案规划和工作落实，促使人才培养

能够真正意义上为区域的旅游业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起到促进和

支持作用。 
2.2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升力度 

实践能力在旅游业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且

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践能力的提升培养效果对于取得更好的就业

前景也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教师在相关人才培养的组

织落实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优化，通过加大

实践教学力度、创造更加丰富完善的实践学习空间和平台，为有效

提升学生的实践学习能力和实践学习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具体

的教学组织过程中，学校方面不仅要通过投入更多的资金资源条

件，为取得更好的实践学习效果奠定基础，也应当注重教师团队的

充实和完善，促使实践能力培养的各方面资源条件都能够充足的准

备，并且在不同的教育教学阶段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于学生

来说，丰富而真实的实践学习体验也能够提升其对专业学习价值的

认同感，并且通过能够实践提升个人的针对性专业学习能力和知识

应用能力。从河南省的实际情况看其特色小镇具有历史内涵丰富、

历史悠久的特征，教师可在实践教学组织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进

行实地参观或了解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促使学生的实践学习更加

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升学生实践维度的整体能力水平[1]。 

3  全域信息化背景下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路径分析 

3.1  重视学生多元化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工作 

不同类型的理论知识是支撑人才培养的基础条件。从河南省的

实际出发来讲，特色小镇的发展建设中需要结合特色小镇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背景为契机，开发利用相关的自然资源，形成产业化的运

行发展模式。因此，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更需要教师从基础的

旅游业专业理论知识延伸到人文性更强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以及

地区发展建设的历史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更加

丰富多元的理论知识储备和更加有发散性的知识储备是其适应产

业化综合发展模式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针对性的提升学生的旅

游专业理论知识储备的科学路径。对于现阶段的大学生来说，这种

理论知识的扩充性学习本身也能够提升其个人的专业文化素质和

个人综合素养，是应当引起充分重视的教育培养工作侧重点。在具

体的知识和文化渗透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可运用更加具有先进性的

教学引导工具实现教学组织过程的推进。例如，微课视频区域性的

旅游宣传片和纪录片都可作为相关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介绍素

材进行应用[2]。只有灵活把握辅助教学资源的应用方法、明确教育

教学组织开展的目标才能够更好的为进一步的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奠定扎实的基础。 
3.2  丰富旅游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力度，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

能力 

全域旅游背景下信息化技术和平台的融入是具有非常典型特

征的一方面内容。因此，在旅游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引导过程中，

一方面教师应当结合区域性的旅游业发展和建设实际情况充分利

用当地的旅游资源，为学生参与实践活动或组织落实具有创新性的

实践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实践活动的开展还可基于教

师应用的创新性教学方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教师可在实

践教学的环节，通过带领学生进入具体的特色小镇进行实地观察和

体验，为学生的旅游实践能力培养提供帮助，促使学生在真实的环

境氛围中感受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实际状态以及旅游业发展对专

业人才的实际需求。除此之外，实践教学力度的加大还包括为学生

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实践学习平台，促使学生能够通过参与具体的

旅游服务项目或担任旅游区的志愿者，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全域旅游

背景下旅游基础设施设备的丰富和完善以及旅游业发展对专业人

才的实践需求。现阶段的相关专业人才在相应的实践学习经验和能

力上都存在不足，需要通过实践学习活动的参与，积极提升自身的

这方面能力。 
3.3  对人才培养的效果实现全方位的评价，为提升专业人才素

质明确方向 

评价工作的开展也应当在创新性和完善性上实现提升和优化。

专业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价工作不仅能够反映现阶段人才培养工作

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也是体现人才培养价值和效果的重要途径。全

域旅游背景下，由于信息化平台和网络技术的融入，旅游业的发展

建设和产业发展状态都处在动态变化的情况下。因此，专业人才培

养的过程中，也需要对人才的能力以及实践学习状态、思维创新状

态进行动态跟踪式的观察，在具体的教学组织过程中，教师应当立

足于教学评价环节，通过提升教学评价工作的有效性纳入具有创新

性和针对性的教学评价指标，促使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价分析质量得

到全方位的提升。对于学生来说，这也是促使其更加客观全面的感

受到自身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状态，找到自身在专业学习中实际问

题的科学方法。作为教师，只要在教学评价的过程中注重综合性和

客观性就能够获得良好且具有准确性的教学评价结果。具体来说，

教师可将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实际效果，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自主思

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学生实践学习和理论学习效果

评价的重点指标纳入常规的评价体系中。最终促使教学评价工作能

够真实反映出相关专业人才的能力水平，为进一步的教学完善和优

化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参考。同时这也是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效果，

实现评价和观察的精准路径。 

4  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全域旅游信息化背景下，旅游业专业

人才的培养需结合区域性的旅游资源条件以及旅游资源利用开发

情况实现针对性的培养教育。具体来说，培养工作的开展须立足于

学生的基础学习能力和学习状态，通过实现学习方式的创新、教学

组织实施目标的规划分析以及教学评价工作的激励，以达到预期的

人才培养效果。同时，这也是体现出专业人才培养系统性和全面性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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