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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实践
卢　进

（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课程思政建设是帮助高职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的有

效途径。本文针对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改革中课程内容选取、教学方法策略和绩效评价模式等方面的问题，将“智慧思政”作

为有效工具，探索形成普适于高职旅游类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法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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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旅游类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

本遵循，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学校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但是长

期以来，课程的育人功能被普遍误解、窄化为“专业课程之外的‘专

人专课’之责”，事实上造成了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孤岛化”问题。

2017 年以来，教育部连续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等系列文件指导实施课程思政建设，推动课程育人本位的回归和

教育本源的重塑。

（一）满足旅游职业教育供给侧价值观塑造之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各类思想文化交锋频繁，

各种思潮交互激荡。旅游的专业特征决定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不

同文化，更加需要培养学生具备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的能力和讲

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这种专业背景下，

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和基本单元——专业课程，其隐性思政

教育元素是否被充分挖掘、其价值塑造功能是否被有效利用直接

关系到旅游人才培养质量。

（二）满足旅游业人才需求侧职业观塑造之需

旅游是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但现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面临

着产业要素生产率低，服务满意率低和人才流失率高的“两低一高”

现实挑战。旅游企业迫切需要吸纳素养高、奉献意识强、创新意

识强的“一高两强”的高技能人才推动升级发展。高职学生的职

业成长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阳光雨露”，多跨协同的课程思

政比孤军奋战的思政课程在价值引领上更加符合“Z 世代”大学

生的心理需求和学习需要。

二、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2021 年，教育部立项首批高职类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00 门，

其中旅游类专业课程 7 门。虽然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

领示范作用，但在旅游类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仍普遍存在

以下问题：

（一）课程思政内容供给：“脱嵌”而非“统合”

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均以“示范课程”建设为起点，

期望实现“由点及面”的带动效果。这种缺乏统筹的“散点式”

建设思路，会造成教学改革对学习者价值塑造总体目标“失焦”，

难以避免不同课程间思政内容选择重复、遗漏甚至偏离，无法形

成凸显专业特色的思政教育主线。

（二）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控制”而非“创生”

高职教育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课堂教学组织实施

强调“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学生本位特色。如，在旅游类专

业教学中，学生通过酒店运营沙盘或餐厅运营实训“创生性”习

得专业技能。遗憾的是，这些“活元素、活方法”在课程思政教

学环节却出现了缺位。一些理应在教学互动和思想碰撞中“润物

无声”达成的课程价值目标没有从“控制传递”式的传统教学模

式中脱离。

三、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实践路径

（一）服从“目标统合”原则，重构课程思政教学新内容

1. 基于需求侧大数据，确定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依据“人岗相适”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本逻辑，使用爬虫

程序，采集招聘网站中面向高职旅游类毕业生的招聘信息，通过

执行“数据采集－数据清洗－编码分析－专家论证”的科学研究

流程，确定高职旅游类专业 31 个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见表 1），

可以归纳总结为“四个维度、八个方面”。

表 1. 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目标大数据分析结果

四个维度 八个方面 三十一个思政目标“概念”

国家维度

政治意识 政治认同、爱国情怀

时代精神
文化自信、奉献精神、坚韧勇敢、民族精神、

主人翁意识

个人维度
自尊意识 拒低级趣味、拒利益诱惑、自律、自尊自爱

逐梦精神 乐游乐业、博学乐研、以业报国

职业维度
服务意识

游客至上、服务情怀、礼仪得体、敏于观察、

善于沟通、诚信待客

创新精神 数字思维、守正创新、信息技术、国际视野

社会维度

生态意识 低碳旅游理念、尊重自然、环保意识

公共精神
尊重地域文化、坚守旅游法规、守序有礼、契

约精神

2. 优化设计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内容

首先，建立“目标－课程”关系矩阵，落实课程思政目标。

高职旅游类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应深入分析不同专业课程的类型

特点，在专业思政育人主线和总目标的指引下，绘制“目标－课程”

关系矩阵（见表 2），科学规划每门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定位，

实现“总目标”的整体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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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职旅游类专业思政“目标－课程”关系矩阵

    思政目标       

专业课程

国家维度 个人维度 职业维度 社会维度

政

治

意

识

时

代

精

神

自

尊

意

识

逐

梦

精

神

服

务

意

识

创

新

精

神

生

态

意

识

公

共

精

神

平

台

课

专业导论 √ √

旅游礼仪 √ √ √

旅游地理 √ √

旅游数据分析 √ √ √

旅游文化 √ √

旅游数字化营销 √ √

管理学基础 √ √

必

修

课

旅游政策与法规 √ √

旅行管家服务 √ √ √

导游讲解 √ √ √

旅游英语 √ √

旅游活动策划 √ √ √ √

旅游经济学 √ √ √

旅游企业财务会计 √ √ √

旅游人力资源管理 √ √

旅游消费心理 √ √ √

选

修

课

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 √ √

世界遗产赏析 √ √

非遗文化赏析 √ √

旅游才艺表演 √ √ √

旅游政策与法规 √ √

数字文旅前沿 √ √

创新思维与创业 √ √ √ √ √

乡村旅游经营与管

理 √ √ √ √ √ √

咖啡厅经营与管理 √ √ √ √ √ √

旅游直播与短视频

制作 √ √ √ √

实

践

课

暑期专业实践 √ √ √ √

导游技能实训 √ √ √ √

岗位实习 √ √ √ √

其次，设计“知识—思政”连接图谱，挖掘课程思政资源。

紧扣“四维”培养目标和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定位，逐项梳理分析

旅游类专业课程大纲，通过对课程知识点的分类、甄别、分析、

归纳，挖掘思政点和知识点之间的关联点和契合处，建立旅游专

业特色鲜明、融合自然的思政教育点图谱。

最后，基于“智慧思政平台”，建强师资团队。以课程为单

位构建富集思政育人元素的课程标准、教案、课件、数字文本、音频、

图像、动画、视频、案例等教学资源的课程思政资源库，丰富旅

游类课程思政适切性资源供给。通过搭建“智慧思政平台”，开

展思政教研活动，促进专业教师交流、学习，增强教师的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育人实施水平。

（二）落实“价值创生”理念，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新方法

一是情景浸润式：通过情景营造与学生产生共鸣。利用“虚

拟仿真实训室”等，在教学中实施情景浸润式教学。寓思政教学

于具象的情节中，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获得态度体验和意义构建。

如通过“旅游急救”虚拟仿真任务，让学生真切感受“游客安全

是旅游服务的生命线”，在专业教学中“创生”旅游安全服务意识。

二是问题对话式：通过严密逻辑与学生产生共振。利用学习

平台的头脑风暴研讨功能，通过创设问题和对话的形式，让学生

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稳定、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发挥“引路人”

的角色，在“研讨室”内把教学内容设置成层层推进、严密完整

的问题链，遵循学生知识形成和思维能力培养的规律，在师生、

生生互动中解决问题，让学生在平等交流和思维的碰撞中“创生”

价值的认同。

三是比较反思式：通过案例比较与学生达成共识。利用“旅

游大数据系统”“旅游口碑平台”等大数据资源，在教学中实施

对比反思教学。如通过“数览中国”学习任务，纵向对比改革开

放 40 年来“酒店数量”“旅游人次”“旅游收入”“民航客运量”

等大数据，让学生真切感受中国旅游发展的惊人速度，在专业教

学中“创生”自豪的共识。

四、结语

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

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通过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优化课程

教学设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等措施，

可以有效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今后的教

学实践中，我们应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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