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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互联网+”思维下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进探寻 
◆于梦寒 

（上海杉达学院）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引发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同时国家推

出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深化产业创新与结构调整，

对传统旅游行业做了较大革新。在此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学校旅游管理专

业学生和老师的培养，以及专业教师在教学模式上的更新均提出了挑战。

本文在此背景思路下，梳理旅游业热点动态，尝试探寻旅游管理专业教

学方面的模式改进，促使高校在专业教学模式顺应潮流与企业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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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自此开启了
各行各业发展的新篇章。互联网犹如一阵暴风袭来，各行业开始
进行嫁接融入或创新改革。旅游业在此浪潮下开始与互联网展开
跨界合作，15 年至今两年内，整个行业闪现了诸如“智慧旅游”、
“全域旅游”、“旅游+”、“旅游分享经济”、“旅游 IP”等等新名
词。同时，国家推行一系列政策促使旅游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
期。在此背景下，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高校作为旅游业急需人才
培养单位，势必需要在新形势下展开教学手段的调整。 

一、“互联网+”形势下专业人才需求新趋势 
（一）新知识学习力 
在“互联网 +”被各行业运用前，旅游学科的学者们已经开

展了相应的研究。例如关于智慧旅游的研究，表现在智慧旅游的
理论、平台搭建与公共服务等方面[1-3]。智慧旅游离不开智慧景区
的落地，智慧景区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服务。除此之外，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普及，在线旅游服务企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更要
求适应“互联网+旅游”需求的人才[4]。因此，高校学生除去老师
教学的书本知识外，更需要能够灵活利用多种手段学习每日更新
的新知识，了解行业每日发展的新趋势来做好理论储备。 

（二）互联网创新思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提出的

又一口号加上政府政策对于创新创业的支持。在高校引起了大学
生创新创业的高涨热情。旅游业随着“互联网+旅游”的跨界合
作使得传统的旅游业必须跟上互联网行业每日甚至每时更新的
速度。这就要求旅游学科的人才必须在时间上产生自我要求。时
不我待，抓紧各领域知识技能的储备。同时，面对纷繁多变的当
今，为有新最具吸引力。无论是在校课程学习上还是日常生活领
域，学生都应当培养“好奇心”，对于突破传统的好奇，对于解
决思路方法的好奇，对于未来发展的好奇。 

（三）职业前瞻力 
由传统旅游业不断改革发展线上+线下旅游模式，同时市场

中“定制旅游”、“旅游共享经济”前景大好对于传统导游、旅行
社两大职业产生冲击。旅游就业中的细分市场更加广阔，对于旅
游管理专业人才更是要求打破固化思维，创新行业发展思路。未
来就业前景将更为广阔甚至将出现从未有过的职业。 

二、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革新建议 
（一）专业培养方案调整 
新形势下进行“互联网+旅游管理”的培养模式调整，综合

运用旅游管理专业已有的专业特点与互联网思维相结合进行改
进。在培养方案上除了强调专业学习的系统性之外，需要更加主
动两者结合的复合性。在课程设置的同时注意互联网发展对于行
业带来的新趋势，例如，互联网思维下的智慧旅游使得旅游产品
得到优化，数以万计的旅游产品不同类别的呈现在互联网页面或
手机端，让旅游者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搜索、对比、预定、评价。
在课程设置中需对于相关旅游产品开发、营销、旅游电子商务等
课程进行内容更新甚至是教学手段更新。 

对于学生知识能力的教学要求上应该引导提升。除去基本能
力外，互联网时代下，对于旅游管理学生的专业未来职业要求也
包含了摄影技能、多媒体制作、线上平台（微博、微信公众号）
运营与文案撰写等能力。教师在课程作业的设置中可进行丰富与

要求。例如，在传统小组汇报作业形式上进行改进，要求学生以
短视频形式汇报；或布置学生完成自媒体平台运营的作业从而达
到技能强化。 

（二）教师提升学习能力，增强产学研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教师不仅储备专业知识也应当对于新形

势下相关行业领域知识有所学习与掌握，特别是其中偏向理工科
课程的计算机相关学科知识更应当自主学习。产学研结合能够了
解企业需求以及社会需求，高校可加强教师培训，通过出国、企
业联合培养、挂职学习等方式培养教师新知识注入，新视野开阔。
切实进入企业的教师嫩能够在专业技能与知识层面得以提升，而
非空中阁楼般脱离实际。只有教师转变思维紧跟新趋势，学生的
培养才能更符合未来需求。 

（三）加强硬件建设 
高校自身应加大对于旅游学科建设的投入，加强硬件建设为

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条件。高校可建设旅游 3D 导游模拟实训室、
智慧旅游实训室，引入科技软件对提升游客游览服务质量的大数
据进行检测与处理。此类硬件成本较大，但教学实践效果能够得
到显著提升。高校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培养出的人才应当
具有时代性，减少毕业生进入职场的脱节，应当对此进行改进。 

三、结语 
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为了培养更适应社会

节奏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国家的兴盛发展，行业的日新月异都
促使着高校不能成为一座围城，只有把握时代脉搏，融入科技浪
潮，才能更好发展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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