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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ecently increasing development in tourism, smart tourism, as a product of touris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has become the hotspot of tourism these years. 
Our higher institutions boost a galaxy of talents and technologies and take the key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on of tourism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tourism. On the one hand, it brings challenges for tourism growth in our higher institu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offers driving force on reform for cultivation of tourism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smart touris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of tourism industry, study the demand of tourism talents and adjust the traditional talents training 
metho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sequently, the tourism profession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smart tourism are fo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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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时代高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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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智慧旅游作为旅游业与信息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成为近年来旅游业备受瞩目

的热点。我国高校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承担着培养旅游专业人才的重大社会责任，智慧旅游的发展离不开高

校智慧型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这不仅为我国高校旅游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为我国高校旅游专业培养智慧型旅游人

才提供了改革的动力。智慧旅游时代高校要时刻关注旅游业的变化，研究旅游业对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调整传统的高校

人才培养方式，从而培养出符合智慧旅游时代需要的高校旅游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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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年来旅游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融合，游客数量与日俱增，游客对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也不断

增加，随时随地拥有大量的旅途信息成为了提升游客旅游质量的重要保证。随着旅游业这些新趋势、新

形态的不断变化，“智慧旅游”理念在中国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目前智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一

次重大并且深刻的变革，影响着担负重大社会责任、不断为社会输送高品位、高质量人才的高校,不仅给

高校旅游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为高校旅游专业的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09 年，在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指明要以信息技术为为主要手段，提升旅

游业的服务质量；我国将“智慧旅游”写入了《中国旅游业“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并对“智慧旅游

城市”试点工作进行了规划，确立江苏镇江为“国家智慧旅游服务中心”；从 2001 年开始,南京、扬

州、苏州、温州、北京等城市也相继宣布了建设“智慧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一些具备优秀旅游资源

的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014 年我国大力宣传名为“美丽中国之旅—2014 年智慧

旅游年”这一旅游主题；2015 年 1 月，我国旅游局在《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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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慧旅游，加强智慧旅游人才的培养，这一指导意见的发布为智慧旅游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

障。 

这些国家出台的政策以及区域智慧旅游的研究都推动了智慧旅游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

应用，这也必然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契合新的旅游发展趋势，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合格的、符合市

场需求的拥有智慧旅游专业素养的人才[2]。 

1 我国大部分高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 

目前根据我国典型的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各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都根据自身的

专业优势与特色对课程进行了调整和拓宽，但是也在以下方面存在着需要改进的不足。 

第一，课程的设置缺乏对高校旅游专业学生的科技素养的培养，不够贴合现代智慧旅游下人才的培

养目标。如，在导游实训课上，只注重培养学生的导游讲解能力，导游服务能力以及协调组织能力等实

际操作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掌握。随着云计算技术、物联网、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不断

加入到旅游业中，高校旅游专业的课程与电子商务等不断融合，虽然各高校也在智慧旅游时代的背景下

做出了课程设置的调整，但是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还是普遍缺乏科技素养，科技视野不够广阔，尚

且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旅游业对于旅游综合性人才的需求[3]。 

 

图 1 吉林省部分旅游高等院校课程设置性质与类型的比较 

 

从各校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及专业课的比例来看，课程设置在课程类型上重基础，轻专

业。各旅游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平均占总学时的 40%以上，学科基础课平均占总学时的 30%左右，而专业

主干课平均总学时不到总学时 30%的。从学时比来看，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平均比值为 4.2:5.8，这说明旅

游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有四成以上的时间是用于大学语文、大学英语、大学

体育及思想政治类课程等公共必修课的学习，而用于专业理论学习及实践的时间相对有限。在有限的这

段时间内，又有一半的时间用于学科基础课的学习。从课程选择的自由度方面来看，这五所院校中，专

业选修课的课时比重分别为 10.9%、13.5%、25.6%、7.2%、7.4%，在部分院校所设置的选修课中，可供选

择的余地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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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校提供的实践机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普遍缺乏实践。旅游管理专业对比于其他专

业而言，学生的社会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我国目前各大旅游院校都进行了实践的教学，但是各大院

校因为资金有限，校内的实训基地大多设施、设备简陋，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及时跟上旅游业的发

展水平，毕业后就业时发现通常没有达到旅游企业需要的人才标准。各高校在校内进行实训时也在带领

学生不断地进行校外的实践活动，但是往往出于对安全方面的考虑，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对于学生的社会

实践都是十分谨慎，致使一些实践活动仅仅局限于参观的层面,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十分有限。 

第三，人才培养缺乏特色，专业性不强。目前高校旅游管理相关培训课程开设的比较宽泛，例如旅

游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旅游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一系列学科，学生在学习这些学科时往

往只明白大体意思而没有对某一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使得学生在旅游领域缺乏自身特色，在旅游

知识和能力的掌握上都不够专业，所以总是在工作岗位中难以实现自身价值。 

第四,高校旅游专业培养人才的目标不够明确，培养出来的旅游专业的人才层次参差不齐，导致本科

毕业生与旅游企业的用人标准相差悬殊。高等旅游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诚然要与实践相结合，培养行业紧

缺的高素质人才，但事实上，旅游教育产品的输出过程始终存在着滞后性，如果旅游教育长时间地落后

于旅游业的发展，就会使得旅游人才在行业的适应度上“慢半拍”。使高校旅游专业与旅游企业之间缺

乏长效的沟通机制以及渠道，导致旅游业的人才缺口大，就业率低、离职率高。 

2 智慧旅游时代对高校旅游专业人才的新要求 

智慧旅游的兴起，使旅游行业改变了传统的运营模式，旅游业更重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发

展，所以在旅游业深刻变革的今天，旅游业对于高校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1 需要可以操作新媒体设施、设备的旅游专业人才 

智慧旅游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移动通信技术与旅游业相融合和发展的产物，目前

智慧旅游的转化，在生活中的应用都需要依托新媒体的设施、设备，简单地说就是智慧旅游的发展必须

要具有能携带信息技术的载体来完成，比如说手机媒体、社交网络、微博、移动电视、数字电视等,这些

新媒体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把智能化的用户群体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旅游服务质量，增强了旅游企

业的竞争力，创新了旅游者的体验方式，也成为扩大旅游客源市场的重要途径，推动了智慧旅游的发

展。所以作为高校旅游专业的人才掌握数字化新媒体的相关知识，可以操作新媒体设施、设备是当前智

慧旅游时代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当前高校培养旅游专业人才的重要任务[4]。 

2.2 需要具有现代营销技能的旅游专业人才 

在旅游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旅游者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无论是从旅游信息的获取渠道、旅游产

品的价格、旅游产品质量等都是充分了解后才能进行最后的购买决定，已经不单单是货比三家。现在用

手机或者电脑，随意打开一个关于旅游出行的相关网站都会有大量的旅游信息扑面而来，让人看过以后

眼花缭乱，从价格到商品的质量，不同等级层次的都有而且价格也是越来越划算，那么在智慧旅游信息

高速发展的时代之下，如何让你的旅游企业脱颖而出成为旅游者首选之地呢！这就需要旅游专业人才具

备现代的营销技能，通过现代的智慧旅游平台传播旅游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增加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挖

掘游客的兴趣点，充分利用现代的网络销售渠道，时刻保持与旅游市场的紧密联系，不断向游客传递旅

游商品的信息，催生游客的购买欲并且牢牢抓住游客的购买机会，有效的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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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需要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旅游专业人才 

随着智慧化旅游的兴盛，大多数游客开始选择散客游、自由行等出行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旅

游的散客占到游客总数的 91%；2015 年,国内游客中，独自出游比重为 39.4%；2-3 人出游的占 46.1%，4

人及以上仅占 1.45%。随着旅游者出游方式的改变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未来旅游市场散客的份额将

会不断地扩大，散客要求更加放松，便利的旅游体验，所以想要抓住需求各异的散客群体，旅游专业的

人才必须具备可以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能力，这便要求在智慧旅游时代下，旅游高校对于旅游专业

人才的培养，要根据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与旅游者提供的相关信息，把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分

析和归类，制定出能满足旅游者个性化需求的方案，从而提升旅游者的满意度[5]。 

2.4 需要具有创新和智慧服务素质的人才 

智慧旅游时代，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所以当旅游

从业人员为旅游者提供这种媒体上无形的服务的时候，就需要旅游从业人员具备创新和智慧的服务理

念，除了熟练的掌握基本的操作流程，对于旅游者需要的个性化服务也要进行智慧的分析，不断地为旅

游者提供新奇好玩的旅游策划方案。这里所提到的创新服务，就是在智慧旅游时代这一大背景下，旅游

从业人员要不断的接触新鲜事物，变更以往的传统旅游观念，在合理的情况之下，用创新的理念去为游

客提供服务。而智慧服务就是能使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人员在信息时代趋利避害，运用智慧的分析，不

断总结旅游者的个性化需要从而制定计划，使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与游客进行畅快的沟通[6]。这就

要求高校在培训方式、教学内容等多方面进行教学创新，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

创新服务意识和智慧服务意识，提高旅游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竞争力。 

2.5 需要掌握综合知识的旅游专业人才 

随着智慧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旅游企业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智慧旅游时代背景下的旅游者也是较传统只是简单地观光的旅游者有很大的差异，旅游不再是简单地观

光而是对于知识的深入探索以及文化方面的完全融入，这对于旅游从业人员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不仅需要准确的掌握相关的导游讲解服务的知识、旅游地的文化知识，还需要涉猎其他多方面的相关知

识，这样才能贴合现代旅游者的思想观念。所以这也要求高校在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时，设置的课程要及

时顺应智慧旅游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新潮流，打开旅游专业人才的眼界，使旅游技术人才能充分的融

入到智慧旅游时代当中。 

3 智慧旅游时代对高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 

智慧旅游时代已经对高校旅游专业人才的素养提出了许多新的标准，高等院校在这些新要求之下如

何进行旅游专业的人才培养是值得去思考和实践的问题，高校旅游专业培养出高质量的旅游人才，有利

于提高我国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能加快推动智慧旅游的发展，所以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力军

一定要重视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研究，以下对智慧旅游时代高校如何进行旅游人才的培养研究提出了些

许建议： 

3.1 高校要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转变人才管理理念 

高校培养旅游专业人才的探索之路还很长，目前我国大多数旅游高校对于人才的培养目标都锁定在

培养具有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具备商务、公关等业务的旅游专业人才。但是对于现在高速发展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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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样的培养目标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旅游企业的要求，所以高校目前一定要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积

极主动地分析智慧旅游时代的需求，着眼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使培养出来的人才把理论知

识与实践相融合，提升整个旅游行业的就业率[7]。 

明确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后，高校也需要对于现在传统的人才管理理念进行转变，目前高校对

于旅游专业人才的管理主要是进行理论的教学以及一些简单地校内实践活动，出于安全考虑，一些外出

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些酒店,和传统的去旅游景点参观，这样对于人才的管理理念已经满

足不了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高校在这种大环境下，必须树立起培养智慧型旅游人才的理念，

不断地分析目前的旅游市场，并且转变培养旅游专业人才的方式，为整个旅游行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

量人才。 

3.2 高校要拓宽旅游专业的课程体系，提升学生的信息素质 

目前，高校旅游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划分为公共必修课程、通识选修课程、学科专业必修课程以及

学科专业选修课程等四个模块，作为传统的教学内容对于旅游业出现的新业态关注不够，可以适当拓宽

课程体系,增加新的教学内容[8]。 

在智慧旅游的趋势下，高校应该把旅游专业的课程与电子商务以及信息技术等课程联系到一起，拓

宽旅游专业的课程体系，提升高校旅游专业学生的信息素质，高校可以结合旅游类课程的特点，增加有

关于信息化的课程设置，比如旅游电子商务、酒店电子商务等课程，在课程的教授方式上，充分结合现

代智慧旅游时代旅游业发展的情况，让学生参与到课程的设置与讨论当中，高校可以安排学生对当地的

智慧旅游平台进行调研，提出问题进行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在这种实践当中让学生零距离的与现

代智慧旅游相接触，同时也也保证了高校课程设置的完整性，加强了高校信息化课程的深度，为旅游行

业输送高品质的智慧型人才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3.3 高校要大力打造智慧型的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大责任，在智慧旅游时代高校的教师更要牢牢地抓住

时代的脉搏，走在时代的前沿。 

首先，高校要培养教师掌握智慧旅游相关知识以及信息技术手段，多开展一些校内的关于信息技术

的培训，学校组织教师到一些当地知名的旅游企业进行兼职培训以及学习。其次，教师要不断学习吸取

知识，本身智慧旅游时代就是一个信息量非常大的时代，作为旅游专业的教师要不断地把智慧旅游的相

关理论与信息进行智慧化的编辑和整理，然后通过课堂的智慧旅游案例的导入让学生在积极主动地状态

下学习智慧旅游的相关知识，让教师与学生共同感受智慧旅游时代的脉搏。最后，一些旅游相关的管理

部门，也要不断的鼓励旅游专业的教师，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教师能与智慧旅游充分接轨，把智慧旅

游充分融入到自身的教学当中，所以必须提高高校教师的专业素养[9]。 

3.4 高校要与智慧旅游企业合作办学培养旅游人才 

针对于现在智慧旅游时代旅游专业毕业生工作不对口，流失率大的特点，高校可以与智慧型的旅游

企业进行合作比如智慧酒店、智慧景区等行业，这样不仅可以缓解高校资金匮乏无法为学生提供完善的

实践操作的设施，还可以降低学校教育的成本，重要的是企业可以针对现在智慧旅游的需要针对性的培

养旅游专业的人才，实现旅游企业与高校的无缝对接，比如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就把旅游专业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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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习安排在了像同程、途牛这样的智慧型旅游企业，山东的旅院也从 2010 年与同程网进行合作。高校

与拥有信息技术的旅游企业进行合作不仅能让高校旅游专业的学生通过实际操作不断提升自身的关于智

慧旅游的素养，同时也对智慧旅游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0]。 

3.5 高校旅游专业人才自身要提高智慧旅游专业素养 

身为高校旅游专业的人才，要时刻关注旅游行业的整体变化，结合旅游本科院校根据智慧旅游制定

的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内容及人才培养方式找到自身适合的学习方式以及方法，通

过不断学习和掌握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提升自身的智慧旅游专业素养例如现代旅游软件的使用以及各

大景区智慧旅游相关的建设都应该掌握，这样在以后从事旅游行业时才能脱颖而出，才能在旅游企业工

作时能体现高校旅游专业人才的智慧旅游素养。 

4 结语 

智慧旅游作为目前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也给肩负着培养旅游专业人才

的高校提出了新的人才培养要求，本文通过对智慧旅游时代需要可以操作新媒体设施、设备，具有现代

营销技能，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具有智慧和创新服务素质,掌握综合知识的旅游专业人才的分析，为智

慧旅游时代高校应如何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提出了建议，建议高校要明确自身人才培养的目标，转变人才

管理的理念，通过拓宽课程体系，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打造智慧型的教师队伍，与企业联合办学培养

旅游专业人才。以期改善旅游人才培养的现状，为旅游企业增加更多的人才支撑，促使旅游业更好更快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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