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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为导向，整合高职高专课程体系 

——以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教改试点为例 

李 庆
1
 

(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系，重庆南岸 400067) 

【摘 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构建高职特色的课程体系，是高职高专教改的关键之代也是教改的当务

之急。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几年来在教改试点过程中，通过对课程改革观念、课程体系结构、课程教学内

容、课程教学方法、课程教学环节和课程评价机制六大方面整合对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

社会认可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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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高职高专课程体系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尚存在系统性偏差，这一偏差集中表现在人才培养的效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异和距离，

导致这一偏差最直接原因是课程建设滞后。因此，探索以就业为导向，整合高职高专课程体系，应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当

务之急![1]。 

重庆教育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教师教育的高校。为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先后开办了旅游管理、旅游英

语、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14 个高职专业。2001 年，旅游管理专业通过重庆市高职高专教改试点专业的申报评估，2002 年 3 月，

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教改试点专业。2006年 5月，被重庆市教委授予示范专业称号。 

2001年旅游管理专业申报教改立项之时，就明确了教改目标: 

转变高职人才培养的教育观念:不断深化对高职教学改革的认识，逐步树立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观、质量观、

教学观。 

更新高职人才培养的模式:逐步形成贴近行业岗位群技能需求为主的人才质量目标体系;构建以“行业基本素质+职业岗位技

能”为主线的高职课程体系;实行“双证书”制，实现学习、实习和就业无缝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高职人才培养的途径:通过产学研结合培养适应行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1收稿日期：2006-9-12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 2002 年软科学资助项目(20021502)。 

作者简介：李庆(l959-)，男，重庆市人，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系，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旅游经济教学与研究。 



 

2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改革教学内容、整合课程体系是教改的关键环节。 

二、高职高专课程体系整合的六个方面 

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把课程建设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次(观念，指导思想);管理层次(专业方向、课程计划、教

学大纲);操作层次(课程内容、教案、课表、教学方法)。根据以上整合思路，具体作好六方面整合。 

(一)整合课程改革观念-转变教育观念 

1.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质量观、教学观 

观念决定行动，更新转变教育观念是高职教改的先导。由普通历史和地理的专科教育，转向以职业技能为主线的高职教育，

首先必需转变观念。为此，院系从申报教改立项之时就开展了一系列高职教育思想学习与讨论，对高职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观

念形成了共识:改变学科型的人才观，树立以行业为先导、满足用人单位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观;改变以全面掌握理论知识为本位

的质量观，树立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岗位技能为核心的质量观;改变以课堂为中心、教师为主体的教学观，树立以课堂与职场

相结合、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 

2.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为主动适应重庆旅游业发展需要，准确把握旅游行业人才需求的趋势，根据高职教育特征和教改要求，明确了: 

人才培养模式-以就业为导向、产学研结合为途径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主线-以“行业基本素质+职业岗位能力”为人才培养主线。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职业道德良好、理论知识足够、职业技能熟练、综合能力较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饭店、旅行社

主要岗位服务与管理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二)整合课程体系结构—定位专业方向 

打破传统的重理论、轻技能、理论与实践分离的以学科为本位的课程体系，构建以职业技能为本位、以“行业基本素质+职

业岗位技能”为主线的高职课程体系。 

1.明确新课程构建原则 

人才培养目标确定后，以什么样的课程体系来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这是确保教改成功的关键。我们遵照《教育部关于

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制订了《重庆教育学院关于制订高职高专教育专业培养方案的原则性意见》，

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作为教改的重点，提出了构建新课程的原则:淡化专业基础与专业课的界线;淡化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的界线;强调职业岗位技能，构建职业岗位课程板块;理论以必须、够用为度。 

2.以“一个专业、二个方向”构建新课程体系 

在要求每年对重庆旅游行业人才需求和职业岗位群能力进行市场调查，持续追踪岗位群技能变化基础上，制定出了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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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几个主要岗位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将专业细分为饭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两个方向，并结合双证书制的推行。 

一个专业，即旅游管理专业。市场调研表明，旅游管理人才适应面广，就业面宽，持续发展可能性大。以旅游行业必需的

基本素质要求设置“行业基本素质”课程。 

二个方向，即把专业细分为饭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两个方向。按照不同岗位的能力要求，设置“职业岗位技能”课程。 

3.按需设课，构建课程模块 

按照上述原则三次调整了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后的为 06 年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由三大模块组成: 

基本素质课程(包括基础素质课 7门;行业基本素质课 12门);职业岗位技能课程(限选:饭店方向与旅行社方向)各 6门;行业

素质拓展课程(任选)10门。 

4.按照“前期平台、后期分流”安排课程流程 

前期搭建平台，在第一学年完成行业基本素质的培养;后期根据岗位实施分流，在第二、三学年用职业岗位技能课程充分保

证技能的培养;在此基础上，以行业素质拓展课程拓展学生综合素质。 

针对重庆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实际设置了《重庆历史与文化》、《重庆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2门地方特色课程。 

根据行业特殊需要，强化外语听说训练，一年级开设《旅游英语》，二年级根据不同方向分别开设《饭店英语》、《导游英语》、

《英语听说训练》，三年级开设《基础日语》，三年外语学习不间断。 

5.注重人文修养，加强素质拓展 

为了提高学生人文修养，拓展综合素质，加强学生对口就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设置了 10门行业素质拓展课程模块。

包括《中国历史与文化》、《旅游会展服务》、《旅游应用文写作》、《推销与商务谈判》、《旅游美学基础》、《食品营养与卫生》等，

要求每位学生至少选修 7门课程。 

(三)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充分利用课程资源 

高职教育课程目标的实现，最终有赖于教材特别是专业教材改革的进程和质量作保障。近几年来，根据需要，对现有教材

进行整合，同时，自编了适应旅游业、饭店、旅行社要求的部分地方性和实践训练教材。 

1.突出应用，整合课程门类 

根据“淡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界线”的原则对课程门类进行整合重组，减少理论性内容，增加实践教学内容。如:将“旅

游公共关系”与“公关礼仪”整合为“旅游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旅游企业会计”与“旅游经济管理”整合为“旅游企业财

务管理”;“旅游规划与开发”与“重庆旅游资源”整为“重庆旅游资源与开发利用”;“饭店康乐经营与管理”与“饭店酒吧

经营与管理”整合为“康乐酒吧经营与管理”。 

2.抓好结合，增强课程功能 



 

4 

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应知”内容纳入相关主干课程，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应

会”技能纳入相关实作训练课程，增强了课程承载职业考试的功能。如:将导游证书考试涉及的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政策

法规与职业道德、景点导游解说等知识和技能分别纳入《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与技》、《旅游法规与案例分析》、《普通话》、

《职业道德修养》等课程中。 

3.紧扣需要，实现教材整合 

突出应用、主辅整合、与时俱进，完善教材体系。具体做法是: 

(l)必修课以选用高职类统编教材为主，不断更新，并辅以自编教材。行业基本素质课和职业岗位技能课程使用公开出版的

高职高专教材占总教材的 91%，自编教材占 9%。 

(2)通过购买，自编拍摄，加强技能培训声像教材的建设。第一，购买旅游声像教材;第二，摄制了重庆部分旅游景点声像

资料，如《江津四面山风景区》、《大足石刻》、《三峡黄金旅游风景区》等。第三，自编拍摄了服务技能操作技术声像教学录像

片，如《餐饮教学》、《客房教学》、《形体训练》等声像教学片。 

(3)编写地方性教材。为了让学生了解重庆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编写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教材:

《重庆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重庆历史与文化》、《旅游项目策划理论与方法》。 

(四)整合课程教学方法-发挥学生主体 

1.教师实现了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四个转向 

围绕课程整合，引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3]，结合高职特征，教师实现了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四个转向:第一，以教师单纯

知识传授转向案例教学、情景教学、模拟教学;第二，以教师单纯口授转向大量采用多媒体教学;第三，以学生只会操作转向既

会操作也懂管理;第四，以学生被动学习知识转向教、学、做一体。 

2.努力形成教与学互动的局面 

行业基本素质课教学重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设计，大量运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职业岗位技能课程的教学突出动手能力训练，即在训练场所，采用教师讲解与示范-学生观

摩学习-学生现场实做-教师剖析纠错-学生强化训练-教师考核验收的教学流程，将教、学、做紧密结合。 

3.重视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效率 

“旅游系实作实训基地’，面积逾 1000m2，能满足导游、中餐、西餐、调酒、客房、前厅、茶道、公关礼仪等职业技能训练，

建有多媒体教室 8 间、英语语音训练室 2 间、导游技能实训教室 2 间，专业实作室均配有多媒体设备。院系对专业教师使用多

媒体教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开展教师运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培训，组织课件制作比赛，鼓励制作高质量的教学课件。 

4.鼓励申报学院、市、国家三级“精品课程” 

院系高度重视精品课程建设，保证人、财、物投入。《旅游学概论》被评为院级精品课程。《饭店管理概论》被评为 2006年

院级、市级精品课程，被推荐参加国家级精品课程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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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课程教学环节-加强实践环节 

以“行业基本素质+职业岗位能力”为主线，围绕高技能人才应该具备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建立相对独立、与培养目标

相适应、与理论教学密切配合、校内外紧密结合、具有旅游高职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要求做到: 

1.目标清晰，结构合理 

实践教学体系以职业岗位能力、行业基本素质培养和职业资格证书获取为目的形成了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并与理论教学体

系、职业素质教育体系相互配合，相互渗透。在课程设置上以职业岗位能力课程(限选板块)为实践课程主体，辅之以行业基本

素质课程中的实践部分，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技能与能力训练。 

2内容完整，重点突出 

形成以行业基本素质为基础，职业岗位技能为重点，基本技能、职业技能和综合能力训练一体化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基

本技能实践包括公共基础实作课，如计算机操作、普通话训练和专业基础课程的认知实习与社会调查。职业技能分为饭店职业

技能与旅行社职业技能;饭店职业技能包括餐饮、客房、前厅、康乐酒吧等实习实训;旅行社职业技能包括旅行社业务、导游业

务、景点导游等见习与实习。综合能力训练包括课程设计、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社会实践等。 

3.形式多样，环环紧扣 

采取“三段渐进式”训练形式，即课内基础阶段、课外强化阶段、校外深化阶段。课内基础阶段包括课堂演示、课堂实作，

此阶段学生主要在课堂和校内实作基地进行。课外强化阶段包括课余自行练习、技能培训和素质拓展等，此阶段主要在校内实

作基地和实习基地进行。校外深化阶段包括日常外派服务、校外技能培训、假期社会实践和综合实习，主要在校企合作基地进

行。“三段渐进式”的实践环节紧密，形式多样，有利于学生技能与能力的逐步提高。 

4.统筹兼顾，注重实效 

将实践教学内容与职业鉴定考核内容紧密结合，统筹兼顾，提高教学实效性。根据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在教学中，对操作

性强的课程，如前厅客房服务与管理、导游业务、公关礼仪、菜点酒水等课程中的实训部分进行整合，制定一套适应教学的行

之有效的实践实训考核办法及评分标准。在实践教学中既注重与国家职业技能考核的衔接，又兼顾行业现行操作方法和规范。

全体学生在专业技能课程训练结束后，能通过职业资格考试，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经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批准，建立了“重庆教育学院职业技能鉴定所”。鉴定工种包括“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

员”、“前厅服务员”、“营养配餐员”、“调酒师”、“茶艺师”、“公关员”等。本专业教师已有 9 人次取得相关工种的“考评员”

资格。 

(六)整合课程评价机制-改革考核方法 

1.以能力考核为重点，改革考试方法 

确立以考核行业基本素质和职业岗位技能为重点的考试指导思想。明确考核的内容、方式、时间等原则，既体现人才培养

目标和课程目标要求，又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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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三结合”考核形式 

“三结合”考核形式，即“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课程考核与职业资格考核

相结合”的“三结合”考核形式。 

我们以教改为契机，以就业为导向，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很抓课程建设，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效，培养了较高质量的

学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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