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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旅游人才培养浅议 
◆李  勉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孝感  432000） 

 
摘要：新常态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是与地方经济还有社会发展联系比较

紧密的教育类型之一。另外，乡村旅游业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进

一步延伸，一跃成为了令人瞩目的产业。但是，人才的匮乏状况确成为

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职业教育的主要使命就是构建地方性综合性

较强的应用型人才。在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寻找符合自身实际情

况的契合点。因此，本文以孝感市乡村旅游业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进行展

开分析，接着探究了问题与成因，然后根据问题和成因，制定出合理的

解决措施，为乡村旅游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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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感市乡村旅游业发展及人才需求现状 
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孝感市掀起了乡村旅游的发

展热潮，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有一定规模的农旅融合项目达到
342 个，资产总规模达 110 多亿元，其中过亿元的 29 家，常年
从业人员达 1.5 万人。[1]2018 年 6 月初，《孝感市农旅养一体化发
展工作三年行动方案》发布，提出到 2020 年，孝感将建成 11 条
农旅融合示范带，打造 3000 家新型田园综合体，带动 600 个中
心村实现产业振兴，初步建成华中休闲旅游目的地。在快速的发
展过程中，孝感市乡村旅游业也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第一，部
分乡村旅游项目规划并不合理，生态环保意识比较浅薄。第二，
基础建设比较滞后，服务程序欠缺规范性。第三，乡村旅游开发
的项目比较单一，地方性特色展现的不够明显，经营的质量比较
粗放。第四，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与专业程度不够，长
久下去就会影响孝感市的长足发展。另外，从孝感市乡村旅游的
现状上，素质偏低，人才缺乏，缺少基本性的认知程度。因此，
主要的问题出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缺少高素质的专业人
才。其中，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当中，还包含了乡村旅游管理方面
的人才，乡村让特色旅游方向的人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的创新性复合人才等。第二，孝感市人才结构不合理。乡村旅游
业的管理与其他层次的一般旅游管理不尽相同，更加需要的是经
营管理方面的人才。第三，人才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由于知识
层次比较低，文化素养偏低，无法将民族文化品位展现出来。第
四，地方性特色出现了危机性。由于民族特色激励不足，这样不
少原有的文化，都随着老一辈的人才纷纷“断代”。这样就导致
民族文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与问题。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策略 
（一）构建多层次与多渠道的职业教育体系 
从一定程度上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缩小城乡差距，调整地方性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对

职业教育来讲，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
一定的挑战。因此，这个时候，职业教育就需要秉承科学发展观
的主要思想，转变观念，转变传统的教育方式，把学历教育与职
业教育培训有效的结合起来。为乡村从业人员，提供培训班与研
修班等。让乡村旅游业的建设，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
不同的层次与类型、岗位、需求等进行实施，以此来进一步提何
时能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2]。 

（二）产教研结合，促进职业教育与乡村旅游的有效融合 
发展乡村旅游业不少需要具备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但是，仅仅存在这些还是不够。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
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为专业人才的培养提
出新的需求与方向。第一，需要协同发展，合作育人，结合地方
性乡村旅游也的发展现状，定制人才培养的延伸方向。第二，职
业院校也可以聘请企业的旅游业专家到学校当中进行技术性的
指导。在实践当中，参与旅游业的资源型开发。结合企业的实际
情况，择优选择学生就业。第三，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
完善职业院校与乡村旅游育人的动力与约束机制。 

（三）提高职业教育改革，转变服务能力与质量 
从现代化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上看，不仅需要过硬的专

业知识，还需要较强的职业能力与服务意识。因此，这个时候，
就需要相关的地区，第一，转变人才培养的模式，构建职业需求
导向，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构建产学研的人才发展模式，提
高教学的实践性与开放性。第二，需要把职业教学与乡村旅游实
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工学交替的任务驱动当中，提高教学的针
对性与实效性。第三，需要制定动态向的专业构建机制。结合自
身的实际情况，探究地培养旅游人才的调整状态，打造地方性的
品牌优势[3]。 

总结：随着社会的进步，绿色、友好型、节能等字眼呈现到
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并一时间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对象。因此，职
业教育服务乡村旅游人才培养路径当中，也需要秉承科学发展观
的主要思想，针对旅游人才培养问题进行探究，科学定位人才培
养方向，优化知识传授途径，提高教学效率。推进校企合作、产
学研结合，在多层次与多渠道的额构建上，培养地方性旅游人才，
促进应用型学科的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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