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旅游业的增加值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贡

献率、旅游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及旅游消费额等

三大指标居各大产业之首的地位的确定，旅游业一

跃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而中国加入 !"# 后，旅游

业的发展也进入了市场主导、广泛参与、科技创新、

持续改进的新阶段。国际经济一体化、旅游消费模式

变迁、产业结构升级、体制转型、管理变革、科技进步

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正在给包括我国在内世界旅

游业带来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旅游人才方面显

得尤为明显，对旅游教育的冲击更是史无前例。

$ 当前旅游本科教育主要问题

$%$ 功能定位与实际结果的偏差

从教育层次看，目前旅游教育主要有中等专业

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四个层

次。从培养目标上看，旅游本科教育是培养旅游行业

中高级管理人才和初级理论研究人才的摇篮。然而，

从近年高校旅游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就业情况看，绝

大多数毕业生无法适应岗位&职位’需求，必须从基

层服务员做起，必须经历三个月乃至一年的岗位适

应期。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旅游专业本科毕

业生操作能力差，理论空泛，纸上谈兵，不懂业务，直

至旅游专业本科生与高职高专甚至中等职业学生无

法区分。旅游本科教育功能的定位和实现是旅游本

科教育的意义所在，旅游本科教育功能定位与实际

结果的偏差是旅游本科教育改革的根本原因。

$%( 学生知识构成的偏差

从教育层次，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本科教育

处于高职高专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中间阶段。因此，

从本科教育的特征构成分析，本科学生应该掌握高

职高专的一些职业技能和一定层次的理论分析、研

究能力，即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两手都要硬，或说旅

游本科生应是“厚基础、宽学科、高素质”的理论型职

业能手。然而，目前“教室中心式”、“理论中心式”的

平面型教育模式扼杀了学生实践能力，造成了目前

学生能力的单一性。此外，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学习

使得理论更加扑朔迷离，成为空中楼阁。

( 导致我国旅游本科教育现状的原因

(%$ 基础相对薄弱

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并经历了政府接待性质

的初级阶段，旅游学科的研究和旅游教育发展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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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 !： 培养目标：高素质的旅游人才；

中心线 !!’： 全面素质教育过程

三个立体面： "#!：系统理论素质

#$!：专业技能素质

"$!：非智力素质

四个层面： 一层 "#$：基础教育

二层 %&’：专业基础与模拟实践

三层 ()*：专业知识与综合见习

四层 +,-：专业实习与理论探索

滞后，旅游专业人才匮乏，旅游教育长期以来处于摸

索状态，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十分有限，基于旅游学

科的特点、旅游专业的认识等关系旅游学科办学倾

向和模式等关键性问题长期处于探索之中，这些都

极大的限制了旅游学科的发展。以上历史因素的综

合和旅游发展的迫切性所导致的旅游教育不得不扩

大外延规模、满足社会需要，催生了传统的旅游教育

模式———平面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平面型教育模

式的缺陷是目前旅游本科专业人才现状的主要原

因。

./. 学科认识不足

旅游学科是综合性、实践性特征很强的应用型

学科。学科性质主导教育模式，旅游学科的这种特性

要求旅游专业的本科教育必须是理论课程和实践课

程相结合，理论素质、实践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并重的

三核心教育模式。然而，目前的旅游本科教育模式忽

视了旅游学科的学科特性，简单抄袭了其他学科的

教育模式，导致了本科教育理论化的单一特征，致使

“本科学生高不成低不就”。

./0 教育观念滞后

综观目前高校的教学思想，平面型教育处于绝

对的领导地位，甚至眉毛胡子一把抓，出现了不分学

科类别、忽视学科特征，平面型教育一统江山的现

象，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上采用三段式，强调

知识性、系统性，忽视实用性、技能性。“思路决定出

路”，高校的本科教育改革首先应该要端正思想，理

清思绪，秉承实是求事的态度，用科学合理的符合行

业发展要求的指导思想指引改革，只有这样，旅游本

科教育改革才能得到质的飞跃。

基于此，笔者综合国外旅游教育先进模式认为，

旅游本科教育必须走立体化教育模式的道路。

0 立体教育模式探析

0/1 立体化教育模式的内涵

立体化教育模式分析了旅游行业人员素质的构

成要素———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技术和非智力素质。

从旅游学科的性质特征出发，吸取平面型教育模式

的经验教训，在形成旅游本科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

过程中，以基础知识为依托结合模拟实践，以专业知

识和综合见习为重点，以专业实习与理论研究为提

升，构筑学生理论科研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以及非智

力素质的立体化综合素质培养模式。总体思路是以

素质类型为出发点，以教学内容设计为平台，以期达

成“厚基础、宽学科、高素质”的复合型旅游人才的终

极培养目标。其模型如下图所示：

0/. 立体化教育模式的课程设置

本科课程设置时，必须牢牢把握旅游学科的特

点和本科教育功能定位，以“厚基础、宽学科、高素

质”为总目标，形成系统理论、专业技能技术和非智

力素质三足鼎立的素质结构。具体而言，系统理论知

识包含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相关知识，专业理论知

识指完成一定岗位、职位工作应该掌握的知识，而专

业相关知识指有助于完成一定岗位、职位工作的非

旅游学科的知识 2这是由旅游学科的综合性特征所

决定的3；专业技能技术主要指完成某个具体工作的

方法和动手操作的能力以及对专业技能改革创新的

潜能，主要通过模拟实践、综合见习、专业实习三个

图 1 立体化教育模式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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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来实现；非智力素质是关于人的意向活动范畴

的素质，是学生成长成才不可缺少的因素，主要指情

感素质和思想素质，包括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独立

能力、意志力、心理素质、社交能力和兴趣爱好等内

容。本着这三方面的素质体系，我们对大学本科课程

进行了精心设计，本文以旅游饭店本科教育为例，具

体如下表：

饭店本科立体化教育模式内容高度表

素质类型

教学

教学平台

与培养方式

内容 系统理论素质 专业技能素质 非智力素质

基础教育

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 论 与 三 个 代 表 、 哲 学 原 理

!马"、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大

学语文

思想道德修养、心理学基础、大

学体育、劳动教育、军训等

计算机基础、计算机语言、大学

英语、汽车驾驶

培养方式

课堂教学、课 堂 讨 论 为 主 ，讲

座、参观为辅

课堂教学、讨论、案例分析、校

园文化建设、专业文化建设、实

践锻炼、课外活动、学生社团建

设、德育量化管理等并举

课堂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专业基础

与

实践模拟

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基础、会计

学基础、旅游学、旅游资 源 学 、

旅游文化学、旅游市场营销学、

旅游法学、旅游美学、世界旅游

市场综述、食品营养与卫生、专

业导向

公共关系学、礼仪与形象修养秘书学与办公现代化、策划学

与 广 告 设 计 、#$%&%% 质 量 标 准

与国家饭店星级评定标准

培养方式

课堂教学、课堂讨论、模拟实验

教学、参观为主，讲座、第 二 课

堂为辅

同上

旅游管理学、饭店管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饭店筹建

与 筹 备 管 理 、饭 店 运 营 管 理 、前 厅 服 务 与 管 理 、客 房 服 务 与 管

理、餐厅服务与管理、美食文化与厨房管理、康乐服务与管理、

饭店财务管理、饭店人力资源管理、饭店工程设备管理、饭店治

安消防管理、饭店专业英语

专业知识

与

综合见习

职业道德修养

教研饭店现场教学、现场实践、现场讨论、综合见习、参观、专题

研讨（论文）
培养方式

同上

专业实习

与

理论探索

专业理论综合修养课程、短期

前沿专题课程、实习论文、毕业

论文

专证辅导、管理实习 就业指导

培养方式
同上研究式教学、课堂教学、自学

课堂教学、讨论、实践操作、参

观等

课堂教学、自学、管理实践与专

业素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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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化教育模式与平面型教育模式的差

异比较

!"!"# 模式背景差异 其一、平面型教育模式

是在办学模式、教学手段与方式相对单一的时代背

景下产生的，而立体化模式是在办学主体出现多元

化，教育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条件下提出的；其二、平

面型模式是在旅游业发展之初，旅游学科从无到有

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办学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充

分研究旅游专业本身的特性和职业特征，而立体化

模式是在旅游业经历了 $% 多年的大发展，旅游教育

与行业需求矛盾不断升级的条件下提出的；其三、立

体化教育模式是在研究了当前旅游行业职业群特征

后提出的，而平面型模式则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 内容体系差异 平面型教育模式沿袭了

其他原始学科，如数学、哲学、语言文学等的教育模

式———“教室中心式”，而立体化模式是在批判地继

承了平面型模式优势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学科本身

特征及心理学、成功学和当代职业群对人才素质需

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具体而言，其内容从单一理论知

识发展成为系统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技术、非智力素

质三大体系。

!"!"! 有机统一体与相对单一的结构体系差异

立体化的办学模式是在最高目标下构筑子目标体

系，以子目标乃至更细致的分目标为基点，讲求各目

标之间的功能定位和整体协调，以形成一个有机的

系统。而传统的平面型旅游教育模式则缺少内部的

相互协调，从功能上是较为孤立的单元，内部衔接不

是循序渐进的过渡，而更多的表现为人为力量的撮

合。

!"& 立体化教育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 旅游行业人才需求旺盛的支持 目前旅

游行业人力’才(资源现状是：人力资源供过于求，人

才资源供不应求，其中较为紧缺的有三种，一是旅游

经营管理需要的常规人才，如高层管理者，从事人力

资源管理与开发、市场营销、旅游娱乐管理、旅游规

划、物业管理等人才；二是旅游业发展需要的新型专

业人才，如会展旅游、电子商务等；三是未来社会需

要的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此外行业内部人

员素质要求大量新的高素质人才来支撑，如从 $%%%
年统计看，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中中专、高中及以下

学历者占 )#"*+，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仅占 ,"$+；而

饭店中高层管理者中大专及以上占 &-"$,+，中专

’高中(占 &$"&$+，初中及以下占 *"!#+〔$〕。$%%& 年 *

月 !% 日，在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酒店管理专业毕

业典礼上，瑞士贝尔酒店总裁盖文福对应届的 !!
名毕业生说：“如果你需要一份工作，请给我打电话，

我和我的酒店十分需要你们。”当天，这些毕业生受

到与会的十多家国际酒店集团人力资源经理的追

捧。

!"&"$ 新教学方法、手段和 $% 多年旅游教育成

果的支持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教

育教学手段的变革，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化

教学工具的成熟，使得模拟实践、虚拟教学、平台互

控等成为可能；其次，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行业地位

的提高、旅游研究的深入和开放的交流平台使得模

式创新具有理论指引、控制、再发展的能力。再次，中

国旅游教育经过 $% 多年的实践，经过了几代旅游教

育工作者的努力，旅游教育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成

果，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有价值的教训。

!"&"! 新兴办学模式的支持 随着旅游教育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

化。目前集团式旅游办学模式风靡世界，所谓集团式

办学，其特点是采取几个教育机构形成教育联合体

的方式进行运作〔!〕。这种形式的高等旅游教育能够

组合各教育机构的优势，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

状态，其教育机构泛指学校、教育管理机构、教育协

调机构、企事业单位等。

!"&"& 国外成功经验的支持 真正意义的现代

旅游教育始于上个世纪 )% 年代，但旅游教育可追溯

到十九世纪中叶旅馆学校，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旅

游教育在国外旅游、饭店等休闲业高度发达的国家，

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如在实践方面，瑞典的教育部

提出应该强调旅游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灵活性，

强调从知识教育转化为以能力为主的教育，在他们

确定的三年或四年的学科中，专业技能课占 !%+.
&%+〔&〕；再如瑞士的洛桑学院强调实践教学，边教边

做，学时各占一半；再如澳大利亚国际旅游学校则更

注重实践，大学期间学生必须经历校内见习’/01234
5067 861296:;5<(和校外实习’=>1296:;5<(，而校外实习

又包括经营性实习’?<29@1506@3 =>1296:;5<(和管理性

实习’A@6@72B261 =>1296:;5<(，其中校内实习学生必

须完成 !-% 个小时的专业实践，经营性实习和管理

性实习至少要完成 )$% 个小时的专业实践〔)〕；此外

办学模式上走“教·学·研·产”一体化道路等，并获得

世界范围的认可和推广因此，广泛借鉴国外先进旅

游教育模式而提出的立体化教育模式是一种高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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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的开放型模式，有着强大的成功模式为背景。

! 结语

旅游大业，以人为本，人才问题是旅游业发展的

根本问题，是困扰我国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

颈。旅游本科教育是未来旅游高级人才的摇篮，本科

教育的功能定位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我国旅游业

的发展前景、发展步伐。确保旅游本科毕业生在行业

中的大有作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旅游本科办学模

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和智力保障是旅游本科人才培养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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