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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uan Liu / Myoung-Hee Kwon / Sang-Yup Le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how does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transmits excellent tour service and management 

talents for tourism grasp the opportunity, quicken the pace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which focuses on school and 

subjects to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o as to foster excellent skilled talents 

for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the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who work on the tourism education i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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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旅游业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
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为从事旅游教育教学的人增强了信心，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产生了

巨大的压力，如何抓住旅游业大发展的良机，促进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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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加快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由传统以学校和课程为中心

向产学结合、校企合作转变，为旅游业培养输送优质服务型、技能型人才，是摆在从事中

等职业旅游教育教学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所在中职校‐‐黑龙江省商务学校在中职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大

胆的尝试与探索：

Ⅰ. 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指导，根据旅游业需求确定中职旅游教育培

养目标

旅游业对中职旅游教育层次培养的人才要求是：职业技能强，动手能力强，上岗就能胜
任的服务型、技能型人才，为此，学校进行了大胆改革。

1. 根据培养目标修订教学计划，突出“技能”

改变传统重书本理论、轻实践操作的教学方式，将教学计划进行大胆调整，由原来三年

学制中2.5+0.5，即二年半理论学习加半年实践改为2+1，即二年理论加一年实训，另外

在二年的理论学习中再于每学期抽出一个月，做认识实习实训，实际上达到理论与实训接

近1：1，校内的实训尝试以下四级模式，为校企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级——第一课堂基础实训：在保证理论课正常教学前提下，结合旅游企业业务进行

实践性教学。针对不同课程进行随堂训练，如《导游口才》课上强化学生口语讲解的能

力；《导游业务》课上训练学生带团服务技能；《旅游市场营销》课上训练学生旅游产品

设计推销技巧等等。

第二级——“以赛代训”，通过第二课堂及校园技能节、艺术节开展的各项旅游技能大赛
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各类导游技能大赛，如开展校园“导游之星”大赛、“旅游知识”抢
答赛、“才艺表演”大赛 “旅游行程设计”大赛、“旅游产品营销”大赛，参加哈尔滨市“龙塔

杯”导游大赛、黑龙江省旅游职业技能大赛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职业竞争意

识和业务素质，以互动性、参与性的比赛形式推进技能训练。

第三级——校内模拟实训室实训：学校内建有一间旅行社门市部实训室、一间导游模拟
实训室，在这里学生进行旅行社业务模拟实训，教师（都是具备旅行社工作经历的双师型

教师）模拟指导学生做各种旅行社业务、做导游，使学生初步掌握旅行社工作业务范围、

内容，培养旅游行业职业意识、职业兴趣。

第四级——“体验式”实训：联手旅游企业——旅行社去景区景点体验专业技能、技巧。

例如，在哈尔滨市内各大旅游景区，如太阳岛、东北虎林园、极地馆等地请当地景点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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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正式示范表演，然后再由学生轮班模拟导游，再由景区景点导游和带队老师点评，一一

过筛子，达到人人受训、人人受益。在黑龙江省外实习，例如去北京，与北京地接社世纪
华光旅行社联系，在北京的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雍和宫等著名景观胜地，由北京

地接社专门负责培训的两位老师与全程陪同教师对学生的景点讲解做一一点评、指导，收

效颇佳，既让学生体验做导游应具备的文化功底，同时又让学生亲眼目睹学习北京地接社

导游的带团组织技能，学生的眼界大开，带团技能技巧大长。

通过这几个层次的实训，中职旅游教育在理论教学的同时，保证了学生能得到充足的大

量的实训实练的机会，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动手、动口、动脑的能力，调动了学生的职
业兴趣，夯实了学生职业技能。实践证明，经过训练的毕业生职业综合素质高，深受旅游

企业欢迎

2. 订单式培养

订单式培养具有培养目标明确、就业有保证等优势，而且更加规范了责任双方。以我校

为例，旅游专业与哈尔滨市六十多家旅行社签订实习基地协议后，经过沟通协调，明确了

企业（旅行社）用人的规格、数量要求，对课程设置、教学计划进行合理调整，突出企业
（旅行社）要求的专业技能，同时，使理论课与实训课比例安排上达到1：1，即专业学生

有一半时间学习理论、一半时间在校内岗前模拟实训和去旅行社实战，把学生培养成企业
急需的既懂专业技能又会管理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经过旅行社实习，学生在毕业后就将在实习的旅行社工作，这样的“订单”式培养人才模

式将坚持下去，通过回访学生，2003届、2004届毕业生现在在各实习基地旅行社工作都

非常受欢迎，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培养目标。

Ⅱ. 与旅游企业联手，坚持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

1. 请旅游企业介入专业改革，成立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

请旅游业专家、专业人士对旅游专业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规格、培养模式、教学计
划、课程实训及实习安排做专业上的指导。例如，03级旅游专业毕业实习时间为四个月，

后经旅行社专家建议，04级开始，我们结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冬季滑雪节、冰雪节旅游的

时间特点，我们将毕业实习时间由原来的4个月改为7个月，将滑雪节、冰雪节全部纳入实
习中，使学生不仅得到技能训练，而且能在旅行社参加滑雪节、冰雪节实战训练，实现产
学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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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动与企业联合，共建专业实习基地

校企双方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广泛地合作，给学生提供广阔“实战”空间，强化了专业技

能，实现了校企双赢。

以我校为例，旅游专业主动与哈尔滨市铁道国际旅行社、天马国际旅行社等六十多家旅

行社签订实习基地协议，每学期定期在旅行社旺季、人才紧缺时将学生送到旅行社参加实
践，学生在企业（旅行社）里通过“实战”检验自己学过的理论，同时继续学习，参与实
践，能力得到迅速提升，为就业开辟了很好的渠道；同时企业也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选
拔人才、吸纳人才，不仅缩短了招聘期限，提前储备了人才，同时也保证了人才质量，可

谓一箭双雕，互惠双赢。据2003届毕业生反映，经过旅行社实战训练，他们感觉不仅学有

所用，而且与社会上招聘的同事相比，自身的动手能力更强，更具竞争优势。

Ⅲ. “技能”、“资格”两手抓，持证上岗

在注重强化专业“技能”的同时，中职旅游教育还要兼顾旅游业的行业特点——“持证上

岗”，因而要同时兼顾“准入证”——旅游行业从业资格证的取得。

以我校为例，为使学生顺利拿到从事旅游业工作的“敲门砖”-—导游资格证，使学生与企

业之间达到最佳“对接”状态，旅游专业一方面在日常教学计划中安排考证的四门课程的教
学任务，另一方面主动与黑龙江省旅游培训中心的专家联手合作，把专家请进学校，开办
“导游资格培训班”，为学生指明方向，同时还利用晚间自习的时间，由专业教师对这四门
课程进行强化培训，使得学生在注重技能同时兼顾资格证的取得，为学生顺利进入旅游企

业从业做了充分的准备。

Ⅳ. 培养“双师型”教师，让教师成为行家里手，走出去，请进来，通过校

企合作培养合格人才

让教师成为行家里手，不仅拥有渊博的理论知识，更要具备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以便

能胜任指导学生，为此鼓励教师参加旅游行业资格证书培训与考核，有计划选送教师到旅

行社进行挂职顶岗锻炼。

以我校为例，专业的几位教师都已参加了全国导游资格培训，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获
得了导游资格证书；并参加了酒店经理资格培训，获得了酒店经理资格证，同时在每年的

寒暑假、“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每位教师都联系实习基地旅行社去挂职顶岗，参与
旅行社带团及业务工作，其中一位青年教师还考取了海外领队证，经常利用假期带海外团



                                             中职旅游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探索    133

队。

教师通过旅行社实践完善了自己的教学理论，丰富了实践经验，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

有的成为导游考试、竞赛的评委，回过头来再指导自己的学生，更是轻车熟路，轻松驾
驭，得心应手。

与此同时，还引进旅行社的高级管理人才来校任客座教授，对学生进行旅行业务技能培

训。如旅游专业曾聘请哈市三大龙头旅行社——哈尔滨天马国际旅游公司、哈尔滨铁道国
际旅行社、康辉国旅的总经理到学校为学生进行技能培训，讲授如何做好导游，如何做好

计调，如何做好旅游市场营销等课程。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使教师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理论水平、较强的教学教研能力，

而且具备了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为指导学生提高专业技能、顺利实现产学结合打下坚实
基础。

经过几年实践，我们初步摸索了中职旅游教育培养人才的模式，即：第一，根据旅游市

场需求确立中职旅游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通过第一课堂实践性教学与第二课堂技能强化

训练相结合、校内模拟实训与校外体验实训相结合的方式，突出培养学生的从业能力，使

学生成为动手能力强、上岗就会操作的技能型职业人才。、

第二，坚持校企合作，发挥旅游企业的人才及资源优势，产学结合，在为旅游企业定单
式培养人才的同时实现校企双赢。

第三，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学生实现“持证上岗”，教师实现“双师”，旅游专家指导，

共同打造旅游人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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