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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ubject curriculum model is de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depth research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Speci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typical 

tasks-driven of tourism industry professional post-group and specific career scene for the module, 

the dynamic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development model driven by the typical is set up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research, technology route model and the dynamic 

knowledge modular models initially. It will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Tourism 

Specialty and other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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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深入调研旅游产业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学科式课程模式的进行解构，以旅游行业职

业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具体的职业情景为依托，通过对课程开发模型研发理论模

型、技术路线模型和动态模块构建模型的建开发，开发出以旅游服务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的

动态模块式课程开发模式，为高职旅游专业课程改革和建设和提供技术性支持，并为其他文

科类专业课程的建设和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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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自主培养的旅游类毕业生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主要原因是毕

业生对口就业率低。近年来最突出的问题在人才培养的效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距离大,最直接

原因是旅游类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着诸多问题。总体来说，当前的课程体系还基本延续了学科

体系的课程模式,普遍存在着课程目标定位不准；课程体系设置与具体岗位需要联系性不强；

课程设置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死板，缺乏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性；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普遍

学习积极性不高，极大的制约了高职旅游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社会对高职旅游类专业

人才的认可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Science (ICEMC 2016)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1126

mailto:Lyq521125@126.com
mailto:Lyq521125@126.com


 

2. 高职旅游专业任务驱动课程体系研究现状 

工作任务及过程系统化课程也叫学习领域课程方案[1 ]，是在德国职业教育学家劳耐尔提出

的以“设计导向”的指导思想下，逐步形成的课程开发模式，是德国“双元制”[2]职业教育

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目前国际国内十分著名的以工作过程为驱动的课程模式如德国

的“双元制”，国际劳工组织 MES，澳大利亚的 TAFE等[3 ] [4 ]，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国际

课程体系开发的最前沿水平，也是上个世纪 70年代以来国际职业教育大发展的三个代表时段。

在国内，基于工作课程的课程体系引进的时间相对较晚，主要以姜大源为代表的教育研究团

队在借鉴德国的“双元制”课程模式，再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而开发的新的课

程模式。纵观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从中国的职业教育启蒙人黄元培到现在的姜大源、刘育

锋和卢双盈等当代职教专家，从课程模式到职教师资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无不走着借鉴和模

仿的道路，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之路，尤其是课程体系开发和人才培养

的理念，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体系也是沿用了党政管理体系，常常是上级要求严苛，下级拼

死努力实现上级的意图，整个职业教育界真实的情况是比较紊乱，辛苦的广大职教领域的老

师和学生。到 2008年，一场由行业专家和职业教育研究者发起的全国性的职业教育教育教学

改革论坛上，经过激烈的讨论，达成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内的两个内容的共识：一是解构原有

的学科型课程体系，按照职业行动领域，重构新的具有职教特色的课程体系。二是确定以实

际工作领域的需求为准则，以构成职业行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线，重新构建各种知识和

能力模块。三是重新组织和设计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内容，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5] [7]。

本次论坛，从理论到实践都肯定了以工作任务为驱动的，工作过程为基础的系统化高职课程

模式的重要性。 

工作任务及过程驱动的课程模式是吸收了项目一体化、基于工作过程等课程模式的特长，将

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职业能力与个性与典型工作任务、典型工作任务充分联系在一起，并

以满足产业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前提下，重视个人在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大目标下个人职业

生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职业教育本质属性、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是我国职业

教育中具有颠覆性的理念，把职业教育和个人成长紧密结合起了，还原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和

人文服务性。几年的时间,高职院校在借鉴这种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解构与

重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大多是仅限工科专业。相比之下,旅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还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主要存在诸如课程标准模糊不清，课程结构体系老化、与市场基本脱节，

培养目标不准确等等致命的技术问题。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需在旅游类专业课程体系

的建设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3.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体系开发研究 

3.1. 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 

3.1.1 高职院校自主开发课程的意识不强、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不高 

高职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开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是院校自主开发专业课程的

意识不强，缺乏长效的课程建设和开发的保障机制。作为院校课程开发的主体的高职院校教

师，参加课改、课程开发和建设的积极性却不高。一方面是国家对学院、学院对教师还都没

有形成一系列激励课程开发以及进行新课程评价。另一方面而很多学校领导则认为重新构建

课程体系既有技术上的难度，又有教学条件和资金投入方面的制约。 

3.1.2 课程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旅游职业教育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当前，高职学院的课程体系大多是承袭传统基础理论教育，已经远远滞后于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旅游院校如何充分利用旅游市场

发展为契机，不断地探索、调整、改进、完善，推动新的适应旅游经济发展形势的课程建设

和开发，培养出更为实用高职旅游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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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高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课程很难体现高职特色 

数据显示，大多数高职学生对自己的个人定位是模糊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本科院校同名专业

培养目标没有区别。这种培养目标定位的不准确，直接导致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缺少对学生

面向岗位群的分析，缺少面向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的分析，与实践的联系不紧密，因此

无法让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体验未来的工作环境。在设置课程的时候，一味追求全面，以为

这就是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其实看似“全才”的课程体系，却导

致了课程内容的杂乱，宽而不深，缺少应有的高职特色。 

3.1.4 课程内容还主要依托于教材，课程评价方式单一，实施方法落后 

过度依赖教材，限制了老师的课程教学的创造性，单一滞后的评价体系，让老师很难放手去

钻研或者自主重组教学内容。加上市场上的旅游教材良莠不齐，缺乏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特色

教师授课时侧重教材上理论的知识传授，缺少对学生职业素养方面的养成教育，很难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3.1.5 课程开发与旅游行业和企业的深度融合不够，工学结合特色不突出 

目前高职院大多数课程目标缺少针对性、目的性，多数课程由学校教师根据毕业生面向岗位

群的知识能力素质设置，属于以职业能力分析为导向进行课程开发，忽视了工作的整体性，

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课程体系缺少了职业特色，基本上是空对空、理论对理论。工学

结合特色不明显，学生的职业素养无法得到基于具体工作情景的提高，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大

量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口就业难，而另一方面旅游行业招不到合适人才的怪异现象。 

3.2.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体系研究目标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动态模块化课程体系，力求突破学科课程体系的束缚，从旅游行业

实际工作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出发，按完成实际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将学习过程、

工作过程与学生的个性能力发展联系起来, 设计出动态教学模块和安排教学活动，该课程模

式显著特征是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紧密相连，融理论模块与动态实践模块于一体,为学生提供

了体验典型工作过程的学习机会，适应高职学生思维特征，能够激发高职学生学习兴趣,有利

于学生构建知识能力体系[8] [9]。课程研究必须实现三个工作目标：一是重构高职旅游类专

业课程体系。即打破传统学科型课程体系，针对旅游业典型工作岗位群中的实际工作任务，

重新构建以一系列旅游大类专业核心课程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并按实际工作过程来开发和重

新设计动态的旅游知识和能力学习模块、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二是重组教学内容：解构传

统的以学科知识逻辑为主线、专业理论知识为主体的教学内容，针对旅游业经营管理的典型

实际工作任务，以职业活动为主线，以培养职业能力为本位，重新组织和设计教学内容。三

是重新设计旅游专业课程教学实施的具体情景和教学方法，使整个课程体系不再局限于学科

体系，而是以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以动态职场实际工作情景为教学模块的课程体系，使高

职旅游类专业课程从理论到实践都形成以工作任务为驱动的动态模块的课程模式。 

3.3.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体系开发模型的构建 

3.3.1 研发理论模型的构建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课程体系研究立足于旅游企业的实际工作岗位群，

依托典型的工作任务而展开的。根据学习领域中的认知理论，构建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

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体系研发理论模型（图 1），形成课程模式开发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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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课程模式开发的研发理论模型 

 

3.3.2 课程体系开发的技术路线模型的开发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必须沿着七个步骤展

开[2][10]，首先艳着眼于社会经济形势，则要有教学目标，行动导向原则的确立。在完成教

学设计与组织、学习情境的设计、教学论和方法论的设计后，进行学习领域的转换，再进行

行动领域的归纳和总结，最后才能完成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图 2）。 

 

 
图 2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体系研究技术路线模型 

 

3.3.3 以导游服务为例的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模型开发 

3.3.3.1 联合企业、行业和职业教育专家，根据旅游产业职业岗位群对人才知识、能力、技

能和素养方面的需求进行调研，对高职旅游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模块和对应的工作过程中的

实际情景进行对接性定位（图 3）。以旅游活动中导游服务工作这份典型工作任务为例，一个

合格的导游员必须具备 8大工作知识和能力模块。任何一个模块都是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连，

教师可以根据具体工作过程需要和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动态的安排和组合学生的教学内容，

设计教学情境，完成教学评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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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旅游服务工作任务：导游服务工作要掌握的八大动态知识能力模块及对应的实际工

作情景模型 

 

3.3.3.2 解构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原有的学科课程体系，研发和重构以导游服务、旅行社管

理与服务及景区服务与经营三大旅游管理典型工作任务为核心，根据它们典型职业情景（如

旅行社经营服务中的计划与调度工作情景）工作过程需要和学生实际学习能力和兴趣而进行

调整的动态知识能力模块群。 

3.3.3.3 开发旅游管理三大典型工作任务所涉及的四大专业核心课程《旅游概论》、《导游实

务》、《旅行社经营管理》和《景区服务与经营》动态知识能力模块课程标准。 

3.3.3.4 构建以三大旅游管理工作任务为核心，以 N 个实际典型职业情景为基础的动态模块

式的三大旅游管理动态课程体系。 

3.3.3.5 进行新课标和新课程教学体系试点实践研究，并开发相应的课程教学实施评价与保

障机制。 

4.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体系研究结果 

4.1.1 通过对以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课程体系的研究，可期待解决新

的旅游产业和市场的市场需求下，根据各种旅游职业岗位群的特点，在解构传统学科课程体

系的前提下如何设置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和工作实际情景的动态知识能力模块群科学合理设

置的问题，科学开发和制定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标准。 

4.1.2 通过对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课程体系的研究，解决如何以工作

任务为驱动，以典型职业情景为基础的高职动态模块群课程体系构建问题。 

3.1.3 能充分利用课堂和实践环节资源，进行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旅游专业动态课程体

系的实证研究和推广实施的建设问题。 

4.1.4 通过研究，打破高职旅游类专业的现有的传统的学课程体系，完成高职旅游专业核心

课程知识的重构，以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动态模块课程体系，完成一系列高职旅游类专业核

心课程的知识、能力模块的开发，在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进行课程教学的实施和评价。 

5. 结语 

通过对旅游产业、市场和行动研究领域的分析，通过对旅游职业各种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

的深入分析，在解构传统学科型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分析出当前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开发和

实施的主要的症结，进行以典型工作任务驱动，对高职旅游专业动态模块式课程体系模式的

研究和探索，建立起以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动态模块课程的构建和开发的三个基础模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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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类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长期以来在开发过程中繁琐、滞后和成本高昂的问题，为后期以典

型工作任务为驱动的旅游类乃至其他类课程的构建、开发和实施提供了富有实践意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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