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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本科专业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立足行业认知与应用导向，深入探讨和实

施专业实践类课程体系建设，对提高和改进当前旅游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知识转化能力及职业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对此，通过梳理行业认知与应用导向的理论认知，系统分析和研究“校外思政大课堂”实

践育人模式的时代价值，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年实践课程教学的启发与认知，构建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

育本科专业“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以期对高等旅游教育培养方案中的目标达成、课程质量

评价，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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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Management and service education is a practical and applied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in-
dustry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fes-
sional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know-
ledge transformation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tourism 
management. To this end, by combing the industry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theoretical 
cognition,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f-camp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prac-
tical education model of the value of the times,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Enlightenment 
and cognition of the teaching of the practical course for many yea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mode of “Off-camp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for the undergra-
duate major of Tourism Management and service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
vide some useful ideas and methods for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and evaluating the curriculum 
quality in the training program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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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中，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本科是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特设的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有师范和非师范两类，师范类主要面向中职教育、通

过对口升学的学生，非师范主要面向普通高考的学生。既能满足行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又能

适应中职旅游教育的师资，是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定位。因此，立足行业认知与应用导向，着眼“校

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体系，深入探讨和实施以提高旅游专业素质为核心的实践类课程教学模式，对

提高和改进当前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转化能力及职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同

时，对评价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提高基础理论课的达成度，具有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2. 行业认知与应用导向教育的理论认知 

多年来，行业认知与应用导向一直是教育学界探讨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着眼点，也是社会各界评价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其中，沈文馥(2019)从信息化角度，探讨了《旅游行业认知》课程教

学改革的基本思路，认为信息化教学的手段是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高学生行业认

知的重要途径[1]；耿玉环(2019)等以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为例，系统分析了旅游行业认知实践课程的

创新思路和实践效果[2]；杨香花等(2016)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运用问卷调查，从旅

游在线信息查询、产品体验、实践运用等层面，全面分析了在校学生旅游行业认知与应用等方面的现状

与问题，揭示了认知基础上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短板[3]；余冰(2017)从专业实习角度，通过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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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报告的质性分析，认为实习环节促进了学生的专业成长、行业认知、个性发展，但对行业发展的认知

存在一定的负面，同时，行业认知与专业认同存在分离，从而导致了学生从业意愿较低[4]；李荔娜(2016)
以莆田学院为例，运用组织忠诚度理论，通过莆田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的行业认知问卷，深入分析

了旅游行业忠诚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加强行业认知教育、强化实践教育、提高专业就业率的有效育

人策略[5]。 
2023 年 11 月 26~28 日，在福建三明学院召开了全国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建设联盟大会，本次

大会着眼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要求，实践育人模式体系成为专家学者研

讨的重要内容，其中，立足旅游专业特色，着眼社会旅游资源与专业建设的有机融合，校外实践类课程

的思政教学育人体系构建，成为当前高等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不难看出，行业认知与应

用导向是旅游管理于服务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育人模式，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学时安排，均

应将应用与实践纳入教学的各个环节，目的就是紧扣行业发展需求，培养适应行业发展和职业教育要求、

知识素质与应用能力相匹配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行业认知与应用导向型人才培养规格与模式，是立足

社会发展、提高创新能力的基本着眼点。同时，行业的发展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认知度和忠诚度的人

才需求，也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实践表明，旅游行业对人才要求，不仅仅局限在专业知识的理论层面，

创新素质、创业能力、行业动态的跟进等，无不成为人才招聘、晋职考核的重要考量尺度。 

3. “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的时代价值 

近年来，课程思政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育人教育的核心抓手，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

培养人，是专业教育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就是要从根本上

回答怎么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其内涵本质就是在校内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利用校外优秀的社会资源，

建立与专业培养目标吻合的实践教育基地，将实践教学的空间场景、资源、服务设施、服务社会的功效

等，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课程化的模式设计，纳入校内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有针对性的开展以

行业认知与应用为导向的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统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构建“校外思政大

课堂”实践育人模式，是课堂专业教学的拓展和延伸，是理论知识与行业实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对提

高学生的行业认知、巩固专业思想、实现知识能力的转化[6]，从而增强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具有重要的

时代价值。 

3.1. 夯实专业思想，增强社会的责任感 

当前，夯实专业思想、增强社会的责任感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传统的课堂说教式教育难以

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校内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基础上，依托专业的课程设置特点，将丰富的社

会资源纳入专业思想教育体系，通过构建“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使鲜活的社会资源成为专

业教育的教学案例，成为高等教育开展思政教育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现实资源[7]，形成育人环节与育人要

素的有效协同[8]，不仅弥补书本知识的短板，更为重要的是，校外课堂活动丰富了学科专业知识，扩宽

了专业视野，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社会发展实现了有机结合。近期课题组围绕全国开设旅游管理与服

务教育专业的院校开展的调查显示，71.4%的院校建议增加实践教学比重，以强化专业的社会价值和应用

价值，从而夯实专业思想，进而增强社会责任感。 

3.2. 实现由知识能力向服务社会能力的转化 

专业知识的学习目的重在应用，并在服务社会中得以有效发挥。因此，专业育人教育中，重视专业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更应重视专业知识和理论向服务社会能力的转化教育。对此，

课题组针对应届毕业生开展的调查显示，四年学习期间参加的各类课外活动中，社会实类占 46.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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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占 20.1%，服务社会活动占 5.3%，突显了实践活动提升能力的特点。“校外思政大课堂”就是专

业知识能力基础上的有效延伸，强调专业知识能力是基础，但要实现能力的转化，必须深入实践、了解

行业发展现状，用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分析和研究现实问题，不仅丰富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从行

业实践中拓宽了专业知识的应用领域，深化专业认知，实现知识创新，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育人效果，

从而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进而实现专业知识向服务社会能力的转化。 

3.3. 明确职业规划导向，助力培养目标的达成 

行业认知是专业实践育人的基本路径，通过“校外思政大课堂”的有效开展，能充分了解行业发展

的历程、发展的现状、发展的成效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等现实问题，与课堂理论教育相比，具有鲜明的典

型性、启发性特点。同时，“校外思政大课堂”将专业知识的学习引向了职业规划的导向教育，明确了

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方向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体现，其中，行业实践教育在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

课程大纲、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对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均是重要的推动因子。因此，重视“校

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不仅能明确职业规划的导向作用，更有助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质量的

达成，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valu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practice 
图 1. 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价值 

4.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构建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作为职业教育类学科专业，在培养目标达成的有效性、课程目标评价的实

施与效果等方面，实践性和应用性无疑是实现人才培养规格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实施以专业知识素养与职业道德情操为核心的课程思政建设，是专业育人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衔接性

学习素养培养的基本要求[9]，对实现协同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的，意义重大[10]。因此，在育人

教育的选择上，构建“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育人方法。 

4.1. 将“校外思政大课堂”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明确规定，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定位是培养适应国家和

地方旅游教育职业发展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家国情怀、职业素养，掌握旅游管理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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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既能胜任旅游行业的经营管理，又能够适应旅游教育的发展要求。

因此，落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须把丰富的校外实践教学纳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而“校外思政大

课堂”恰恰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实践育人模式。其中，立足专业知识能力与行业认知层次的提升，将

不同形式的“校外思政大课堂”纳入课程教学体系中，并规定具体的学期、学时、学分，以此强化实践

育人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层次与要求。 

4.2. 构建“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矩阵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的“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不是简单的校外参观、游览与考察，

而是通过课程化的设计，将实践育人纳入教学体系，由此形成不同学期、不同层次的校外实践课程，如

旅游行业调研、旅游企业运营观摩、旅游中职学校见习、旅游综合专业实习、旅游教育实习等实践模块，

不仅将行业发展的动态现状、旅游行业发展成效作为调研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观察调研，

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现实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在此基础上，通过旅游行业、企业的不同岗位实践，

能将知识能力与服务技能、创新创业素质得以有效结合，拓展了育人场域，实现内修与外化的双向发力

[11]，从而构成较为完善的实践育人教学矩阵体系，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matrix of practice teaching of “off- 
camp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图 2. “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教学矩阵 

4.3. 设计“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课程内容 

校外实践育人活动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以实践基地具体的资源开发、文化展示及服务管理为核心

的本真教育。因此，“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必须把教学内容具体化，把资源内涵、文化内

涵、服务创新作为实践育人的教学重点，围绕实践基地实践课堂的教学目标，明确实践活动的教学场所，

构建实践教学活动的内容体系，让学生从中体会和感悟旅游发展与社会进步、旅游产业与民生福祉、旅

游开发与资源保护、旅游管理与文化传承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强化学生的价值观念塑造，促进资源

平台与课堂教学间的有效转换[12]，由此成为巩固旅游管理专业思想、树立服务社会理想信念的校外生动

课程，为更新和丰富校内课堂教学能力、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4.4. 明确“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教学效果考核标准 

立足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的“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教学效果的考核无疑是衡量校

外课程思政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准，但其考核方式和方式应有别于校内课堂教学。在具体考核标准的选择

上，一方面要考察学生的出勤率、参与度、团队精神等外在表现，另一方面，结合具体实践的对象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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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将案例分析、调研报告、心得体会、个人总结等不同形式的考察感悟，纳入考核的重要内容。在

具体评分的尺度上，不同形式的报告内容，在行文学术的规范性、观察问题的层次角度、素材资料分析

层次、数据资料的挖掘等内容，以及个人独到的见解，应作为重要的评分依据，从而形成实践育人教学

效果考核的标准体系。 
上述“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体系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system of practical education model of 
“off-camp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图 3. “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人模式体系 

5. 结论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作为面向行业和教育的“双师型”本科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与规格中，将校外丰富的旅游行业鲜活实践作为专业教学课程的素材内容，不仅能有效改进校内课堂传

统的教学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且能强化专业的应用价值与职业规划的导向，对培养旅游管理类专

业高素质、强能力、重应用的复合型人才，是当前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亟待加强的重要教学环节。 
实践证明，系统科学的校外实践教学活动的方案设计，是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的

影响因素，也是课程思政有效实施的重要途径，对深化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与行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实现

知识能力向应用能力的转化、夯实学科专业服务社会的能力，既有理论价值，又具现实意义。因此，立

足本专业的培养方案，瞄准培养目标、课程目标、考核目标等的达成，积极开展校外思政大课堂实践育

人教育活动，是实现知识能力向服务社会能力转化的模式选择，也是助力专业培养目标达成的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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