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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背景下
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

范晓庆
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近年来，智慧旅游的迅速崛起，为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详细阐述：人
才培养目标设定、课程体系设置、教师知识更新以及实践教学资源建设。希望通过此次深入探讨与分析，能够为应用型本科旅游
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并为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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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emergence of smart tourism has presented nove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ourism professionals. This research elaborates in detail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e renewal of teachers' knowledge,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ssessment system for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rough this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beneficial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can be offer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ourism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nd a powerful impetus can be infused to facilitate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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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智慧旅游发展，产业基础是根基，创
新是核心驱动力，人才则是这一切得以实现的
坚实保障。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孕育人才的
重要基地，面临着如何培养出能够顺应智慧旅
游时代行业发展需求的新型人才的紧迫课题。

一、智慧旅游发展对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在传统旅游时代，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
业专注于为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酒店、旅
游行政单位等相关领域培育适应力卓越的一般
“技能型”人才。然而，随着智慧旅游的迅猛
崛起，新兴旅游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已发生显著
变化。如今，那些拥有扎实专业知识、卓越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及创新思维的专业“技术型”
人才，正逐渐成为行业的青睐之选。这一趋势
迫使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策略
上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

（一）强化旅游管理专业知识体系构建
无论是在传统旅游时代还是智慧旅游时代，

专业人才均需要具备扎实的旅游专业知识。在

智慧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对旅游人才的知识要
求至少应涵盖旅游经济运行、旅游数字营销、
旅游产品设计与策划、旅游景区规划、旅游服
务技能、旅游信息系统管理等多个方面。唯有
掌握了这些核心知识，才能适应旅游行业发展
需求，向旅游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且独具特
色的高品质旅游服务。因此，在智慧旅游的浪
潮下，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亟需强化对学
生旅游管理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以期为他们
将来更好地契合行业需求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
践基石。

（二）增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
智慧旅游是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过

程中迅速发展壮大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以及 3R 技术（包括 VR、AR、MR）等
在旅游业中的广泛使用，催生了众多全新的旅
游业态和场景，极大地提升了旅游者的旅游体
验质量。旅游行业需要的人才应该具备这些新
技术的应用能力，并能够将技术与旅游业务相
结合，从而推动旅游行业的智慧化转型和发展。
因此，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在强化旅游专
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应紧密贴合专业发展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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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积极创造条件，以加强学生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的培养。

（三）加大创新能力培育力度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旅游领域的新业态、
新场景不断涌现，智慧旅游应运而生。智慧旅
游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扎实的旅游专业知
识，更需要他们具备创新思维、技术应用和跨
界融合的能力，以应对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和
技术变革。鉴于此，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旅游
管理本科专业应当加大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
力度，致力于培养出能够迅速适应新形势、新
要求、新变化的高质量专业化人才。

二、当前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之不足剖析

当前，我国旅游管理本科教育领域仍沿袭
着“宽口径，厚基础”的传统人才培育模式，
这在智慧旅游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与高度专业
化的市场需求间产生了显著的矛盾。为切实缓
解旅游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
亟需对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全面的剖析与
审视。

（一）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

养上，其核心定位应紧扣“应用型”这一关键
要素，致力于向旅游行业输送高素质的专业人
才。然而，通过深入的调研与分析，发现旅游
管理专业因其显著的实践应用性和广泛的专业
覆盖性，使得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设定人才
培养目标时出现了偏差。具体而言，一方面，
部分院校存在向“学术型”高校靠拢的倾向，
过分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实践应用
能力的培养，从而背离了“应用型”的初衷；
另一方面，也有院校试图与高职院校兼容并蓄，
将人才培养的重心过度倾斜于实践操作技能的
锻炼，却忽略了理论素养的提升，进而偏离了
“高素质”的目标。这两类偏差，无论是“学
术偏离型”还是“技能偏离型”，都未能充分
考虑院校自身的办学条件和优势，导致人才培
养方案缺乏个性化和差异化，进而使得毕业生
在人才市场中缺乏核心竞争力，难以适应旅游
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二）课程体系设置缺乏行业导向性
应用型人才培养旨在为行业输送高素质人

才，因此，课程体系的规划必须紧密契合行业
需求。然而，通过深入调研多所应用型本科院
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并与相关专
业负责人进行细致交流，我们发现了一个普遍
存在的问题：众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追求“大
而全”，基础理论课程比重过大，行业实践课
程开设不足。具体表现为，在部分高校旅游管
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学科基础课程占据了过
多的学分比重，而那些涉及行业前沿动态、新
兴技术应用及专业技能提升的课程，要么比重

不足，要么被置于“专业任选”模块，形同虚设。
这种课程体系的设计，尽管能为学生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但在面对实际工作挑战时，学生
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难以迅速适应行业的快速
发展与变化。此外，很多高校还存在课程内容
滞后的现象，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以及 3R 技术相关的课程内容补充不及时。

（三）实践教学资源匮乏
旅游管理专业，作为一门高度应用性和实

践性的学科，其教学始终贯穿着认识实习、专
业技能训练及毕业实习等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活
动。然而，通过深入调研，不难发现，当前旅
游管理本科教育中的实践教学资源普遍较为匮
乏，特别是在与新兴旅游业态相关的实践教学
领域，更是显得捉襟见肘。具体而言，认识实
习往往依赖于院校所在地的旅游行业资源来完
成，这虽然为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机会，但
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其深度和广度。而专业技
能训练则多在校内的实训室进行，然而“僧多
粥少”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学生的练习机会
不足，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毕业实习，
尽管其时长达到 6 至 12 个月，学生有机会深入
企业内部，亲身体验服务技能和管理流程，但
由于旅游行业的用工需求规模有限，旅游景区、
旅行社、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智慧旅游企业
在吸纳实习人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旅游酒
店的一线岗位便成了实习人员的主要聚集地。

（四）教师知识结构更新滞后
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力量，其知识体

系的不断更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已
成为人才培养的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对本科
院校课堂教学效果的深入调研，发现一个普遍
现象：众多院校的专业课教师往往长期使用同
一份教案，而在教材的选择上，也刻意回避那
些包含大量新兴知识的版本，这直接导致课堂
教学内容显得陈旧且缺乏吸引力。这种现状不
仅严重消磨了学生的学习热忱，还极大地限制
了他们接触和学习行业前沿及新兴技术的及时
性和深度，从而对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产生了
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以当前新媒体营销领域
的迅猛发展为例，众多本科院校的《旅游市场
营销》课程却依然沿用着至少五年前编纂的教
材，课程内容中几乎未曾涉及新媒体营销（如
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等平台）的相关内容。
此外，教师长期远离行业实践，这无疑是导致
其知识结构更新迟缓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智慧旅游背景下应用型旅游管理本科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建议

（一）结合院校特色优势，明确人才培养
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
基石，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旅游管理而言，
这一目标的设定置于首要地位。首先，务必坚
守初心，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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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此过程中，既不应
盲目跟风，随波逐流地追求“学术型”高校所
推崇的“研究型”高端人才培养路径，亦不应
妥协退让，放弃自我，一味迎合“技能型”职
校专注于“专业型”技术人才培养的方向。再者，
始终将人才培养目标视为指引，充分结合生源
特质、自身办学资源以及旅游行业实际需求。
在尊重每位学生个性化和差异性的前提下，明
确究竟是为了满足旅游行业的哪些具体需求，
而致力于培养掌握哪些核心技能的人才。这一
明确的目标，应贯穿于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
学资源配置、师资知识结构持续优化，以及培
养质量考核等各个环节，确保人才培养的精准
与高效。

（二）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优化课程体系
设置

行业需求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的重要导向，在构建课程体系时务必
予以充分考量。随着智慧旅游浪潮的兴起，智
慧景区、大数据营销、智能酒店、云演绎、数
字文创等旅游新兴业态迅速崭露头角，大数据
分析、AIGC 技术应用、数字营销、区块链等
领域的智慧旅游人才需求急剧增加。但是，鉴
于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时间有限，课程设置时也
不能一味追求“大而全”的知识体系构建，应
始终秉持“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培养宗旨，
细化专业方向，打造特色课程矩阵。比如，针
对旅游景区方向的学生，强化智慧景区概述、
大数据营销、数字文创、云展览、3R 技术应
用等特色课程，弱化旅游学概论、旅游资源学、
旅游企业战略管理等基础理论课程，培养“专
而精”的智慧景区经营与服务人才。

（三）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实践教学资源
渠道

为确保课堂所学知识能够真正转化为实践
能力，必须强化实践环节的锻炼。因此，学校
应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积极寻求与智慧旅游
企业的合作，共同构建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基地。
同时，学校还应主动推动学生进入这些实践基
地进行实习，让他们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
技能，提升专业素养。首先，适当延长认识实
习的时间周期，并增加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
通过实施轮岗制度，分批次安排学生进入基地
实习，以此来拓宽认识实习的深度与广度。其
次，将部分专业技能训练场地迁移至实践教学
基地，并聘请行业内的资深导师为学生提供专
业指导。同时，设立为期一周的停课模块实习，
以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后，针对旅游景区
方向的学生，毕业实习可采取集中安排与分散
实习相结合的灵活形式。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周
末、小长假以及寒暑假的时间，深入实践教学
基地进行实习锻炼，以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实践
能力。

（四）积极调动各方资源，全面优化并更
新教师知识结构

教师是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中的核心要素，

其知识结构的不断精进直接关乎人才培养的优
劣与成效，同时也对学校的声誉及专业竞争力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专业教师绝不能长期游离于行业之外，而应
定期派遣他们前往实习基地或其他智慧旅游相
关行业进行轮岗实践，以确保他们能够紧跟行
业发展的步伐，及时洞悉行业需求，并不断更
新自身的知识体系，以适应行业发展的最新趋
势。第二，“实践出真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建议聘请行业内杰出的员工作为校外导师，不
定期地为师生们举办专业知识讲座，旨在拓宽
师生的知识视野，深化其专业理解。第三，务
必保持教材版本的及时更新。针对当前尚缺乏
优质教材的新知识领域，如数字营销、3R 技
术应用、区块链应用等，鼓励教师携手行业内
的专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共同编撰教材或
采编相关教学资源。

四、结语

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应用型本科院
校的旅游管理专业承载着培养高素质智慧旅游
人才的重任。然而，目前这些院校在旅游管理
专业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课程体系设置缺乏行业导向，实践教学资源匮
乏，以及教师知识结构更新滞后等问题。针对
上述问题，本研究建议，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做到：（1）结合院校自身的特色与优势，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2）以行业需求为导向，
优化课程体系设置；（3）深化产教融合，拓展
实践教学资源渠道；（4）积极调动各方资源，
全面优化并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通过本研究
的深入剖析与探讨，期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真正
契合行业需求、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学
生，为智慧旅游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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