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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旅游专业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以《商务沟通与礼仪》为例

赵玉琪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  要】: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全面提升教学水平及成效的重要途径，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理论知识相融合，有

助于形成新的课程体系并提升育人成效。在本科院校的《商务沟通与礼仪》的实践中，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素质过硬的人

才 ,本文将从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等四个方面展开实践研究，来探索思政在旅游专业课程

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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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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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精神强调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课程教学环节中的作

用，实现教书育人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专业

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中。开展思政教学有利于帮助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并提

升大学生待人接物的素养，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

耦合效应，以致于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旅游行业属于服务性行业，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

高素质、高技能、硬专业，而礼仪素养恰恰是高素质最

直观的体现。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首先要具备的专业素

养就是礼仪素养。

《商务沟通与礼仪》课程是一门实用的工具类课程，

其课程的教学目标就是提升学生的旅游服务专业技能和

礼仪素养，以及提高学生商务礼仪技巧的运用能力。因此，

该课程是促进学生塑造专业能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载体。然而，此课程本质属于操

作性或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在授课中更容易忽视学生思

想层面的教育，因此将课程思政融入商务礼仪的教学过

程中是亟待解决的事情。为解决上述教学现状的问题，

本文将从《商务沟通与礼仪》课程思政的四个方面展开

实践研究，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

1 树立“价值引领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教学目标
课程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目的是培养学生

拥有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体系。商务礼仪课程的教

学目标既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又要紧密围绕旅游

行业发展的需求，将理想价值信念与专业知识传授相统

一、将专业技能培养与社会实践应用相统一。而思政存

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存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工匠精神、职业素养、优秀企业文化等等各领域，

亦存在于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因此，在这些领域中

可以提炼出坚定文化自信的思政要点，将这些要点融入

到培养目标中，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商务礼仪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掌握商务礼仪

的核心，即为“尊重”。尊敬他人、真诚待人、谦和宽

容等等都是商务礼仪所包含的基本原则，这些优秀品质

本身就是现代企业文化需要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教

学目标之二就是让学生掌握专业的商务沟通的能力及礼

仪素养，即为“专业”。在中国绚烂的历史长河中，礼

仪的知识和故事不胜繁多，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深入挖掘有关礼仪课程中思政要点，将传统礼仪故事融

入课堂教学中，以教育学生立德树人。

2 拓展“传统礼仪文化与课堂礼仪训练相结合” 
的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环节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教书育人功能，

并渗透进课程的各个模块。将商务礼仪包含的礼仪、礼

节、仪容、仪表的四个模块构建成课程教学的主体内容，

将思政要点渗透到各个模块之中。通过学习博大精深的

中华传统礼仪文化 ,学生能够指导提升自身礼仪修养，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进而能懂得尊重他人、

真诚待人、谦和宽容等为人处事的道理。若将传统礼仪

文化和课堂礼仪训练结合起来，要围绕几个方面来展开：

2.1将思政要点融入商务人士个人形象的塑造

商务人士的个人形象包括商务人员的服饰礼仪、商

务人员的姿态礼仪、商务人员的手势礼仪、商务人员的

表情礼仪等等。通过学习商务场合中的非语言沟通礼仪

知识点，有助于学生养成保持个人形象礼仪的习惯，也

有助于加强个人道德礼仪修养的自觉性。

2.2将思政要点融入商务活动礼仪训练

礼仪训练主要围绕不同的礼仪场景展开，主要包括：

商务会面与谈判礼仪、商务座次礼仪、商务宴请礼仪、

商务接待礼仪、商务姿态礼仪等等。通过学习，学生能

做到妥帖而礼貌地称呼对方，同时掌握在不同场合下得

体打招呼的必备“五礼”，体现出对别人的尊重。

2.3将思政要点融入社交语言礼仪训练

社交礼仪中很重要的外在表现就是语言礼仪，语言

是一门艺术，如何在不同场合下得体礼貌地和别人沟通

交流是非常具有技巧性的。语言礼仪训练的内容主要包

括：语言沟通的眼神技巧、话语技巧、寒暄话题以及跨

文化沟通时的语言差异、沟通禁忌等等。通过学习，学

生能够在商务交际中态度真诚大方、礼貌尊重他人的同

时，又能够关注到不同文化差异间的礼仪交往禁忌，在

任何商务场合中都能游刃有余地展现良好又专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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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2.4将思政要点融入日常交往礼仪训练

交往礼仪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与对方初次见

面时如何得体的打招呼、握手等都属于交往礼仪训练内

容，主要包括：称呼寒暄礼仪、握手礼仪、拥抱礼仪、

鞠躬礼仪、送别礼仪、介绍礼仪、名片礼仪、中餐礼仪、

西餐礼仪等等。通过学习，学生能做到正确而礼貌地称

呼对方，并做出得体礼貌的肢体动作与行为，能够在不

同场合中都能注重行为举止的得体和对别人的尊重。

3 塑造“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方
法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融会贯通，比如：

传统讲授法、学生授课法、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

情景演绎法等相交叉的形式开展，添加师生互动环节，

增添课堂趣味性，提升教学效果。具体来讲，采用话题

讨论法，让学生以小组发言的形式对“礼和仪的关系”

展开课堂讨论，加深学生对“礼仪”的关系理解；进行“礼

仪随处可见”的主题演讲，鼓励学生分享自己了解到的

或经历过的有关礼仪的事件，提升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运用影视剧经典案例分析法 ,教师指导学生对一些现代

职场剧中的某个片段进行案例解析，比如《杜拉拉升职记》

等；亦或者国家之间某些外交场景的片段，比如电影《特

殊关系》等，让学生在影视剧中学习礼仪知识，感悟“先

做人后做事”的道理。采用学生授课法，翻转课堂，让

学生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礼仪知识 ,以学生

讲授为主、教师补充为辅，既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又能加深学生的礼仪知识印象。

在课外实践中，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法、观察法、体

验法等形式开展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人

品格素养 ,坚定其文化自信。培养学生课外注重礼仪的

思维意识，尤其是在旅游专业的实习期间，通过学生在

岗的实践，将所学礼仪知识融入实际生活中。学生们还

可以自主学习课堂还未讲透的礼仪知识，比如：中国节

庆活动礼仪、中国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禁忌、不同国

家礼仪交往禁忌等，鼓励学生进行中外礼仪文化的比较，

并从中深刻感悟到中国礼仪文化的特点与魅力，有助于

培养学生积极做文化自信的践行者。

4 打造“传统经典案例与个人实际经历相结合” 
的教学资源库

课程思政在教学资源上不能仅仅局限在课本知识，

而是要扩宽资源的渠道，丰富礼仪的案例资源。中国素

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这一词汇也可以追溯

到中国古代时期。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引经据典，

充分利用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首先，在《论语》、《周

礼》、《礼记》等这些经典典籍中取其精华，把传统的

礼仪教育观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培养学生思

想政治意识并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准。

其次，通过案例教学深化学生对礼仪的感受。一是

搜集传承礼仪文化的经典案例，包括从古至今的优秀案

例，比如“孔融让梨”等，并组织学生阅读“中华礼仪”

的有关知识，思考“礼尚往来”“尊老爱幼”“仪尚适宜”

等成语背后的故事和礼仪知识，发挥其“道德规范作用”；

二是搜集学生们的个人经历经验，发挥其“以德树人的

作用”；三是搜集身边的能够体现知行合一的经典案例，

发挥群体的“行为规范作用”；四是搜集学生成功塑造

形象气质的职场经历，发挥其“职业形象的作用”。通

过分享个人经历的礼仪场景，不仅能提供给学生展现自

我的机会，更激发了学习兴趣，推动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提升礼仪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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