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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人才培养的现状和趋势

1 . 1 旅游人才培养现状

1.1 .1 高 级 专 业 人 才 缺 乏

各 种 资 料 的 数 据 表 明 ,旅 游 行 业 高 级

人 才 的 匮 乏 是 普 遍 的 ,如 旅 游 企 业 高 层 管

理、高级导游、旅游电子商务、旅游资本运

营、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旅游商品的

开发、旅游表演开发、旅游规划、景区管理、

航 空 服 务 、探 险 与 漂 流 、工 程 保 障 等,已 经

成为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1.1.2 新 生 力 量 缺 乏 技 能 与 经 验

目前旅游院校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错

位,毕 业 生 缺 乏 对 旅 游 企 业 及 不 同 岗 位 的

了解,职 业 技 能 和 职 业 经 验 极 其 缺 乏,就业

的 思 想 和 观 念 也 和 市 场 相 悖 ,而 旅 游 业 的

高 速 发 展,又 要 求 学 生 离 开 校 门 就 能 顶 岗 ,

以 节 省 企 业 对 新 员 工 培 养 的 成 本 ,从 而 形

成大量毕业生毕业便失业的局面。

1 . 2 旅游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

国 际 教 育 发 展 的 趋 势 是 :高 等 教 育 日

益普通化、基础化与职业化,专业教育在注

重 基 础 知 识 和 能 力 培 养 的 同 时 ,也 日 益 重

视职业技能、就业力的培养,面对教育发展

的 大 趋 势 和 旅 游 高 等 教 育 自 身 的 特 点 ,笔

者 认 为 ,在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已 从 精 英 培 养 阶

段 走 向 大 众 化 阶 段 ,并 大 力 倡 导 以 就 业 为

导 向 的 今 天 ,培 养 以 应 用 型 人 才 为 主 的 旅

游 高 等 教 育 ,一 定 要 将 专 业 教 育 与 职 业 相

结合,教育和培训相结合、实习和就业相结

合 落 实 到 教 学 中 ,以 此 来 培 养 就 业 力 强 的

旅游人才。

2 高职高专类旅游人才培养方案

2 . 1 课程体系改革

课 程 设 置 主 要 是 五 个 模 块 :综 合 素 质

模块、通用知识模块、从业知识模块、职业

能力模块、创新能力模块。通过这五个模块

来塑造学生的知识结构(公共基础知识、专

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能力结构(专业知

识应用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英语应用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阅读能

力)和素质结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

质、文化修养素质、身心素质)。

为 推 动 学 生 间 的 交 流 、智 慧 碰 撞 以 及

课 堂 学 习 和 实 践 之 间 相 互 结 合 ,课 程 中 安

排了沙龙、考察、参加专业论坛等形式多样

的学习环节,提高学习效果。主要包括总经

理 领 导 力 和 团 队 训 练 课 程 ,知 名 旅 游 企 业

实地考察,主题包括经营策略与实施、运营

实务与管理创新、文化与制度管理、旅游业

前沿专业论坛等。

2 . 2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建 立“ 1.5+0.5+1”的 工 学 结 合 的 长 效

机制,即 学 生 前 三 个 学 期 在 学 校 学 习 基 本

理 论 课 程 ,第 四 学 期 到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顶 岗

实 习 。五 、六 学 期 返 回 学 校 进 行 再 学 习 过

程,这 一 阶 段 的 学 习 主 要 侧 重 于 学 生 在 实

践环节中表现出来的薄弱环节。理论教学、

校 外 实 训 、校 内 实 习 按 照 5∶3∶2的 比 例 分

配,以 此 来 提 高 实 践 能 力 、适 应 能 力 。

2 . 3 教学方法的改革

根 据 企 业 现 状 及 发 展 趋 势 ,结 合 人 才

培 养 的 目 标,科 学 合 理 的 安 排 课 程 科 目,以

突 出 和 强 化 其 操 作 技 能 ,这 便 需 要 教 师 采

取 各 种 行 之 有 效 的 教 学 方 法 。现代教学中

除了课堂讲授外,应注重示范模仿法、反复

训练法、情景模拟法。

2.3 .1 示 范 模 仿 法

这 是 上 好 技 能 型 课 程 的 关 键 ,操 作 示

范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工作程

序 以 及 标 准,教 师 上 课 时,不 仅 要 口 头 讲 解

各 项 服 务 的 程 序 及 标 准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必 须 亲 自 动 手 示 范 、辅 导 、纠 正,学 生 通 过

模 仿 ,掌 握 知 识 ,提 高 实 际 操 作 技 能 ,使 各

项 服 务 程 序 准 确 ,操 作 规 范 ,动 作 到 位 。

2.3 .2 反 复 训 练 法

服 务 技 能 的 培 养 关 键 在 于 练 ,操 作 示

范只是解决了服务的各项程序及其质量标

准 问 题,要 使 学 生 熟 练 的 掌 握 基 本 功,只有

通 过 不 断 的 演 练 ,专 业 教 师 可 以 根 据 本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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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实 习 操 作 室 的 情 况 对 学 生 进 行 分 组 训

练 ,每 组 的 学 生 演 练 时 ,其 它 学 生 观 看 ,并

现场点评 ,然 后 教 师 点 评 ,指 出 操 作 中 的 问

题,这 样 既 让 现 场 操 作 的 学 生 知 道 自 己 存

在的不足,又加深了其对规范服务的印象。

2.3.3 情 景 模 拟 及 实 践 操 作 教 学 法

模 拟 真 实 具 体 的 工 作 环 境 和 现 场 ,真

实 再 现 实 际 工 作 中 的 基 本 环 节 和 具 体 过

程,营 造 一 种 工 作 氛 围 ,使 学 生 在 一 种 身 临

其 境 的 角 色 化 的 状 态 下 ,完 成 一 整 套 的 工

作程序。从而提高学生岗位化的实践能力,

培 养 学 生 稳 定 的 心 理 素 质 。从而将理论知

识转化为学生的操作能力。

3 结语

根 据 以 上 分 析 ,笔 者 认 为 下 面 的 认 识

对 旅 游 高 等 教 育 的 发 展 和 创 新 有 意 义:

关 于 教 学 目 标:培 养 高 质 量 、高层次的

应 用 型 旅 游 人 才 ,是 旅 游 高 等 教 育 成 功 的

标准;以 职 业 能 力 为 媒 体 ,全 面 提 高 学 生 的

素 质 是 高 等 教 育 的 目 的 和 内 在 要 求 ,这 与

素质教育的要求是一致的。

关 于 教 学 内 容 :旅 游 高 等 教 育 要 打 破

学 科 为 中 心 的 教 学 模 式 ,按 照 职 业 成 长 规

律,以 能 力 为 导 向 安 排 教 育 内 容,实现教育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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