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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ombining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iations existing on tourism education. It suggests the

constitution hierarchy about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course system of tourism

management(undergraduate course) by scanning and teasing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ver again. And last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major problems

which should have strengthened tourism managem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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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旅游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趋势，特别是以国
际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进一步加快了旅游业国际化的进程。据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本世纪内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旅游收人将占世界旅游收入的一半，世界旅

游中心将向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转移，中国将是世界旅游市场竞争最富活力、最为激烈的

地区之一。然而，面对全球旅游业一体化的强大趋势，我国旅游产业人才供求脱节的形势
却日益严峻，人才素质与产业国际化的矛盾愈加凸显。突出地表现在高等旅游教育（本

科）的人才培养机制严重滞后，缺乏国际旅游教育的氛围和理念，旅游专业人才缺乏国际
经营管理的竞争力。而其直接因缘则在于我国高等旅游教育（本科）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缺乏国际化的市场定位。我国加入WTO的事实表明，我国高等旅游业不可能再按自身的

单方要求去发展，而必须依照国际准则，适应世界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趋势，而肩负着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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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培养高素质人才重任的高等旅游教育亦应走在国际化的前沿。

Ⅰ. 当前我国部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育存在的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等诸多方面，业已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我们不能不清楚地看

到，目前我国高等旅游教育仍存在许多偏差。

1. 旅游学科体系的认知简单化

在旅游学科体系的认知上，仍偏于简单化、笼统化，从而造成旅游学科体系上的逻辑偏

差。在我国，由于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的时间较短，学科建设不成熟，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

学科体系，仍在不断探索当中。不可否认，旅游学科是新兴的边缘学科，其学科属性涉及

众多相关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具有很大的综合性。恰恰是该学
科的这一特点，使得当前我国部分高等旅游教育步入了将旅游学偏于简单化的轨道误区，

将旅游学科片面看成了一个各种学科的综合体，形成了“一揽子”工程，而没有从根本上把

握该学科的属性。由于对旅游学科认知上的偏差，使得很多高校所“开设的各课程与旅游管

理业务的需要未必有很强的逻辑联系”，亦或“在各课程的开设时间上违反了先修课和后继
课的逻辑顺序”，其结果是“不仅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也使教学体系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科

学性、合理性”1)。

2、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

不断增加的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和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市场的需求简单等同。改革开放

以来，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强大市场需求，旅游人才曾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现
象。为此，高等旅游教育纷纷上马，规模不断扩大，不仅一些综合性院校大多设置了旅游

专业，同时一些单体旅游院校，包括一些私立旅游专科院校不断涌现，全国旅游教育规模

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全国旅游院校增长情况如下2)：

1) 杜面向21世纪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培养目标的调整与课程体系的变革[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旅游学科建设与旅游教育专刊，1999.10.

2)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9，2000，2001，2002年、中国旅游网全国旅游教育统计情资料

（2003，2004，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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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8‐‐‐‐2006年全国旅游院校及在校人数统计一览表

年度

旅游院校数 在校人数 总数
高等院校 中等院校 高等院校 中等院校 旅游院校 在校人数

1998 187 187 32,737 201,060 909 233,797

1999 209 978 54,041 222,388 1187 276,429

2000 252 943 73,586 254,352 1195 329,738

2001 311 841 102,245 240,548 1152 342,793

2002 407 706 157,409 259,613 1113 417,022

2003 494 713 199,682 259,322 1207 459,004

2004 574 739 274,701 303,921 1313 578,622

2005 693 643 308,408 258,085 1336 566,493

2006 762 941 361,129 373,725 1703 734,854

根据以上统计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旅游院校数总体呈现出高等与中等逐渐平行发展

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高等旅游院校始终呈现出了稳步增长的势头，而中等旅游教育出现
了由增长到下降再到增长的趋势，这与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总体政策有关。截止到

2005年年底，高等旅游院校数的增长速度，与中等职业院校的下降数几乎达到了平衡程

度，而2006年年底，中等旅游教育院校数再次超过高等旅游教育院校数。这一方面反映了

市场对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多层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和中等旅游教育发展

的潜力。两者的协调发展即能为我国旅游业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又能为旅游行业的

健康发展培养合格的高层次管理创新人才。

但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高等旅游教育的不断增长，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由于

基础薄，学科体系不健全，规模的扩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教学资源的匮乏与不足，如师
资力量、教学设备、科研水平、教学水平以及学科建设等等。以至于众多高等旅游院校的

专业教师，不得不从其他学科转嫁而来，走半路出嫁的应急措施。由于师资结构的单一

性、不专业性，缺乏旅游学科所必须的知识体系，如管理学、经济学、市场学，特别是旅

游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因此，在教学内容、学科建设等方面，片面简单化的倾向较
为普遍，最终导致的是旅游学科理论滞后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专业结构配置大大阻碍

了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难以适应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最终导致了高等旅游教育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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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与火暴的旅游市场需求不吻合的矛盾。

3、培养目标与指导大纲存在偏差

根据1998年教育部调整并颁布的高等学校新的专业目录，旅游管理本科教育划归到了

管理类范畴，隶属于工商管理下的二级学科。从国际旅游专业教育看，该专业在课程体系

和教学内容上，基本上包括三类，一是公共类课程，二是工商管理类课程，三是旅游专业
核心类课程。这一专业的定制表明，高等旅游本科教育属于工商管理类，且体现了宽口

径、厚基础的特点，不仅适应国内旅游业的需要，更能体现旅游国际化的趋势，我国高等

旅游教育专业的调整自然借鉴了这一标准。其培养目标定位在了为旅游业培养高层次的旅

游管理类人才，这与职业旅游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有明显的不同。显然，旅游管理本科专业
的培养目标，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学科层次的构架。这就要求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置与
之相匹配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但从笔者调查结果分析，目前，我国众多高等院校的旅

游本科专业，培养目标与教育部颁布的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指导大纲存在偏差。突出表现
在课程设置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给笔者的感受是，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核心不明确。其

中在专业基础课上，各院校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尽管有的院校从教学计划中，体现了高层
次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大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而调整的结
果是：专业基础课缺乏较为系统的管理类知识，专业核心课程亦缺乏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

连贯性，而提高课程明显表现出了原来依托专业的影子，其转型、转嫁的痕迹十分明显。

如英语专业、地理专业、历史专业、环境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等。显然，这种教学内容和

体系，难以实现该专业应有的知识体系，势必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建立，难以实现教育部

专业目录设置的培养规格的要求，也难以适应旅游业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Ⅱ. 对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再认识

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修订
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中明确规定：“制订整体优化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首先要

处理好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各层次

间知识的衔接。其次，要整合课程设置，根据培养目标构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联
系的课程体系”，这是指导本科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基本原则。新调整后的旅游管理

本科专业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明确了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旅游管理专业知识，

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从这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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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不难看出，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在新的专业目录中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既不是仅仅
培养经济研究人才，也不是培养文化人才，而是要培养管理人才，这就要求旅游高等院校

（系）必须要按照管理学科的培养目标去设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鉴于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与界定，那么对于该专业的业务培养必须符合总
体目标的实现，达到“国家对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同时又要体现“统一性与多样
性相结合的原则”，“体现在各高校制订的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反映各学校的

办学特色”。因此，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在具体的培养要求上，应符合专业目录中业务培养的

要求，即：1、掌握旅游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2、掌握有关旅游管理问题研究

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3、具有运用旅游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4、

熟悉我国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规；5、了解旅游业的发展动态；6、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明确的培养目标和具体的专业要求，为该专业的教学计划的制订奠定

了基础。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既要“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又要体现专业自身的特点和办学
特色….但不能将专业方向办成专业”。显然，旅游管理必须立足管理类范畴，培养出的学
生应具有较为扎实的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用所学知识对旅游业的经营管

理，包括运营管理、组织管理、技术管理、目标管理等进行科学的分析决策和组织实施。

同时，该专业要以厚基础、宽口径为前提，使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紧密结合，

构建适合现代旅游业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懂管理、懂市场的复合型

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

Ⅲ. 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层次的构思

1、9+X模式的变迁

根据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旅游管理专业应以经济学、工商管

理为主干学科为依托，提出了9+X模式，9即为管理类主体课程，主要包括“管理学、微观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经济法”，

X既为专业核心课，即“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饭店管理原理和旅游资源与开发”3)

2001年2月教育部高教司、国家旅游局人教司、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旅游小组
和高等教育出版社曾在南海大学召开 “新世纪高等学校旅游管理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年颁布）[

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1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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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教育部高教司杨志坚处长指出了“近年来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存在

的培养目标不够明确、课程结构不尽合理”的现象，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旅游高校培养的

旅游管理人才知识结构不合理、素质和能力相对匮乏等问题”4)。“其培养行为的结果很可

能使学生成为某一个具体方面的工作者而非能适应旅游发展要求的管理者”5)。我国加入

WTO后，随着我国旅游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这一问题越来越成为旅游界专家学者关注

的问题。因此，构建适应国际旅游业发展态势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成

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

面对21世纪国际化的挑战，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使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更加合理，教
育部曾规划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项目。为此，旅

游界的专家学者在吸取和借鉴旅游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了旅游学的研究，问
世了一大批颇有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同时，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特别是教学内
容和课程体系，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01年在海南大学召开的“新世纪高等学校旅游管

理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从事旅游教学和研究的与会专家，结合我国旅游业
面临的国际化趋势，提出了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新构架，即将9+X模

式中的X进行了专业核心定位，确定了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为7门课程，即：旅游

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心理学、旅游规划与开发、旅行社管理、饭店

管理，并确定编写与主干课程相配套的教材。这一新构架，进一步强化了X的专业知识体

系，有利于旅游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的拓展。

2、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构建层次

综合我国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发展历程，面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世界

旅游业的挑战，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构架，要求我们在专业目录规定的

范围内，按管理类学科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去设置教学和内容和课程体系。因此，旅游管

理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构建应符合以下要求。

1）宽口径，厚基础
所谓的宽口径，必须依托工商管理类，并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干，强化管理科学的知

识体系的构建；厚基础，应体现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体现深厚的专业基础，包括公共理论
课、专业基础、专业核心课以及专业提高课，体现出该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科学

4) 李冬梅 张俐整合旅游教育　 夯实人才工程———“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
略研讨会”述要[J]，旅游学刊，2001.3.

5) 杜面向21世纪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培养目标的调整与课程体系的变革[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旅游学科建设与旅游教育专刊，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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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理性。

2）合理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应符合以下层次

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中心环节。

因此，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应体现以下层次：

                  图1：高等旅游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层次

Fig.1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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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层次的构建，达到旅游人才的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基础，根据市场的需求（包

括用户信息、政府信息、市场趋势预测等）来设置专业，确立培养目标、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并以深化专业发展方向，不断加强学科建设，深化教学改革，

最终以培养市场需要的合格人才为核心。

3）学生应该达到的知识体系

通过以上层次的设置，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注重强化培养学生以下方面的知识体

系：

基础理论的构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概论、当代世界

政治经济、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课程）→→→→管理专业知识的构架（主要包括：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基础、统计学、国际税
收、国际金融、成本控制、资产评估、质量管理、国际贸易等课程）→→→→专业主干知

识的构架（包括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心理学、旅游规划与开
发、旅行社管理、饭店管理）→→→→专业非主干知识（包括旅游法、旅游管理信息系

统、专业英语、前台与客房管理、餐饮管理、旅游行政管理、导游业务）→→→→专业技

能和素质知识的构架（包括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形体训练、现代社交礼仪、模拟
训练、商务谈判等课程）→→→→专业方向知识（如旅游企业管理、旅游规划与开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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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旅游管理、饭店管理、景点景区管理等）。(1) 

这一知识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高等旅游教育知识体系的结构
Fig.2  The framework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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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知识体系的构架，使专业培养始终建立在以管理学为基础，以旅游业的实际需

求为方向，以达到培养国际化人才需要的知识体系和素质要求。

Ⅳ.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旅游管理专业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设置完备合理的条件下，明确专业学科建设的方

向，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无疑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旅游业的现状和面临
的国际旅游业的竞争态势，在加强专业建设上应明确以下几点。

1、注重专业的文化内涵

从世界旅游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旅游业归属于文化产业；从旅游产品和旅游主体与客

体的角度看，旅游业就是生产文化产品的产业，主要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精神文化方面的需

求。因此，为我国旅游业培养专门人才的旅游院校，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课程设置，均

应在学科建设的内涵上，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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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调信息及学科优势的重要性

首先，高等旅游教育必须依托信息量大、学科配备齐全、师资力量强、教学科研水平高

的综合性大学。信息来源既有学界信息、又有业界的信息，更有政府管理信息，三者对高

等旅游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学科门
类齐全，也是其发展的重要依托，其依托的主要学科应包括管理学、经济学 法学、历史

学、社会学等学科，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恰恰适合旅游学的特点。因此，旅游管理专业建

设必须具备强大信息源和齐全的学科优势。

3. 注重与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合作

按国际惯例,高等旅游教育必须与业界建立稳定的合作与联系，不论是学生实践，还是

专业师资，强调教学与科研并举、理论与实践兼备。因此若对旅游行业有深刻的体会和认
识，必须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工作，以便随时检验和发展教学和学科的

理论知识体系。同时加强与业界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既能改变单一的政府投资办学为政

府与社会共同出资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又能改变高校单一的教学职能为“产、学、研”多种
职能,强化内部培养机制。

4. 浓厚的国际化氛围

随着旅游业发展的国际化，国际化也成为当前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趋势。因此，高等旅

游教育在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科研促教学的前提下，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学术水

准，应时刻跟上国际化的步伐。比如教学内容上，应大力实行双语教学，引进原版外文教
材，掌握国际最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学术动态。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外

籍教师来我方任教、研讨。同时，大量选派教师赴旅游发达国家高等院校进修访问和交

流。通过建立稳定的国际间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广泛交流，扩大海内外教师的沟通渠道，

提高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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