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1-05-03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教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第一批）项目（川教会[2007]33号），课题“高职高专旅游专业办学的

品牌化道路探索”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许 霞（1961- ），女，四川西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教育及应用数学研究。

1 前言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教育需求的多样化，

高等职业教育在21世纪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高

职院校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也使得各高校之间的竞

争逐渐形成。由于旅游专业具有学科性质不明确

及多学科背景的特点，许多高校的旅游专业都是依

靠其它相关优势学科而开设的，虽然人才的培养方

向存在差别，但从业人员之间在市场上却形成了明

显的竞争和比较。这就给旅游专业学科的建设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在激烈竞争中不被淘汰，

让学校在林立的职业院校中持续发展，为市场培育

更多适合的从业人员，走品牌化道路成了必然的趋

势。

由于我国高校的设立与专业的设置受到更多

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

彩，各个学校的专业类型、专业名称、专业数量等都

受到一定的限制，缺少独立化、个性化发展的空

间。特别是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设置的重复化比较严重，进入门槛较低的旅游

专业更是在各职业院校中普遍开设。在此背景下，

通过专业的品牌化建设突出自身特色成为一种必

要。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刚刚发展的教育类型，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操作性非常

强的旅游服务教学还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学

历，轻在职培训等问题。伴随着国际化的步伐，中

国教育市场与世界教育市场接轨，迅速树立自己的

品牌、抢占教育市场份额及培养一批“忠诚的顾客”

就显得尤为迫切。

由于每个学校都兼具大量的专业，因此目前针

对学校本身进行品牌化建设的研究较多，并且这种

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层面，对于学校整体和各个专

业发展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同时却缺乏对于某

一具体专业的实践指导，无法解决学校和专业在具

体实施品牌化战略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因此，需要

找到一种既符合当前教育形势的需要，又能针对这

一专业的品牌化道路探索提供借鉴的方法。

2 柔性战略内涵解析
2.1 柔性战略产生的理论背景

“柔性”一词引用管理中最早出自于“柔性制造

系统”的概念柔性制造系统（Flexible Manufacture

System）首创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是指一种具有

“应付变化环境和环境带来的不稳定的能力”的生

产系统。柔性战略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国外1950年

的管理文献中，并在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和营销学

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柔性战略思想的出现，源于

传统战略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也

即，传统管理理论在指导企业实际的过程中，逐渐

暴露了对于竞争环境复杂性、不可确定性特征把握

不足、无力应对的问题。柔性战略以“柔性”来增加

战略的适应性，增强企业的竞争力[1]。虽然有部分

教育者借鉴“柔性理论”以文化和情感为基础，运用

尊重、激励、引导、启迪等方法对高职高专院校内部

的管理进行了研究，并将“柔性管理”中的核心思想

“人本主义”应用在学生工作、师资管理、教学科研

等方面。但目前将“柔性战略”用于指导高校专业

建设方面的系统研究仍较缺乏。

2.2 柔性战略的内涵

2.2.1 应变化而产生的战略理论

柔性战略常作为企业的战略理论。是基于企

业所处市场环境的变化或面临不确定因素，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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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变化，适应变化、利用

变化甚至能制造变化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2.2.2 是一个动态学习的创新过程

战略主体在应对变化的市场环境作出反应时，

不仅仅应时而变，在柔性战略中包含有战略主体在

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种创新精神，对发展趋势具有

前瞻性的预测。超强竞争中，现有的优势会因竞争

对手的模仿或者学习遭到侵蚀，因此，要求战略主

体有足够的柔性去适应，有足够的创造性去创新，

要具有敏感的反应能力去学习，不断建立和发挥形

成远见、迅速行动和改变规则的能力。

2.2.3 目的是提高主体的竞争力

实施柔性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主体

的竞争力。现代竞争条件下环境变化的混沌性和

不可预见性要求竞争主体采取更为主动的方案，以

我为主，主动制造变化，并从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

势。这一点正是柔性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

3 高职高专旅游专业品牌化道路建设的柔性
战略分析
3.1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树立教师品牌化

专业建设的成败与其师资队伍建设的水平高

低密不可分。鉴于旅游专业的学科特点及旅游市

场对人才的要求，旅游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需要根

据学科与行业的发展不断调整其内部结构，做到有

目标、有侧重地培养知名教师和行业知名人才，树

立专业品牌。首先，可通过引进、培养并举的方式

来建设合理的内部结构。其次，培养双师双语型专

业教师，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再次，

建立激励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

高老师们的工作能力和自觉性。最后，可通过请进

来走出去的办法，聘请行业专家开办讲座、指导工

作，同时做好专任教师出国访问、行业锻炼、其他高

校和研究部门进修等工作，促进教师们的持续发

展。通过以上途径打造品牌化的教师队伍以树立

品牌专业，是柔性战略思想指导下通过分析环境，

利用环境及时采取措施以提升主体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

3.2 立足市场需求，结合专业特点，前瞻性定位人才

培养目标

在柔性战略理念指导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

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为旅游业输送人才的高职院校

需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定位专业培养目标。这种

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顺应市场需求，而是具有一定

前瞻性，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专业目

标定位。为缓解当前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矛盾，曾有

一些高职高专以就业为导向，将培养“高技能人才”

作为专业教育的目标，在此定位下，在一些高职高

专中“技能训练”受到空前重视，理论知识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被忽略，其结果是技能被无

限放大，学科被完全否定，基础知识被边缘化。因

此，在对市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高

职高专旅游专业应将“高等旅游专业技能应用性专

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将技能训练、知识传授与思

维训练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3.3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依据人才培养目标下的人才

培养过程的标准构造式样和运行方式。根据柔性

战略理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对旅游行业的发

展现状及发展前景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并根据行

业的发展变化，对人才培养内容、手段、制度和及评

价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内容主要

以课程为载体，按柔性战略理论的内涵要求进行课

程改革，需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和岗位一线，并把旅

游专业所涉及到的所有课程视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体系”构建。“通识型基础课程”，要在原有公共基

础课的讲授上，结合专业群特征进行课程增减和内

容筛选，并丰富授课的形式和手段，继续以传统学

科形式保留下来。

在培养高等旅游专业技能应用性专门人才方

面，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都较为滞后，这是高职

高专都亟需重视的问题。由于实践性较强，旅游专

业的教学改革中需不断推进和完善教学方法和手

段的创新，在“项目课程”、“岗位型基础课程”中，应

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等将让学

生在工作岗位情景驱使下，探究完成任务或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在自主和协作的环境中，在讨论和会

话的氛围中进行学习活动。这样学生既能学到了

知识，又培养了动手实践能力，同时还提高了学生

的探索创新精神。同时为适应创新性改革后的人

才培养内容和人才培养手段，旅游专业的人才培养

制及人才培养评价应作相应调整。建立形式多样

的考核和评价方法。这样的改革需要高职高专院

校内行政职能部门对其进行配合，不论是教学管理

部门还是学生管理部门都，应解放思想，将刚性管

理向柔性管理转变，建立适应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制

度和评价方法。

3.4 搭建实践教学平台，为培养专业实用性人才提

供重要保障

运用“柔性战战略”思想指导为旅游业培养一

线实用型人才、打造旅游品牌专业必须重视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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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节。高职高专旅游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包括

“观摹、实训、实习”三个关键环节，因此，校内实训

室及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是做好实践教学的重要

保障。目前，在大多高职高专旅游专业中使用较

多、建设较为成熟的主要是客房操作实训室、餐饮

操作实训室，这种实训室比较容易利用硬件设施形

成一种仿真工作环境，具有较好的效果，但这还远

不能满足实用性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在旅游专

业的实训室建设中还可利用诸如3D四维环幕、微缩

景观等营造仿真的工作环境，并辅以诸如“旅行社

信息管理系统”等教学软件，以丰富和完善学生的

实际操作能力和管理能力。

同时，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也是实践教学的一个

重要平台，让学生在校所学知识和技能与旅游企业

实践有机结合，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旅游企

业还可参与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对专业建设

改革和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同时，教师在与旅游

企业的接触中也改善了知识能力结构，树立市场意

识，并办好校外实训基地，这样可更好培养实用性

人才，还可树立通过企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为旅游

专业建设树立口碑。

3.5 依托优秀毕业生，塑造行业影响力

柔性战略强调提高主体的竞争力，在专业品牌

化建设中最能体现其竞争力其所培养的优秀毕业

生。优秀的毕业生还是专业建设过程中的一项优

势资源。旅游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较为迅速，身处行

业第一线的学生能给师生们带来行业最前沿的信

息，学校不定期地组织交流会，让优秀毕业生与在

校学生进行交流和联系，给在校学生以指引。同

时，利用在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优秀毕业生可塑造专

业的品牌形象。

3.6 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为培养创新人才提供师资

力量

教师的科研能力是一种高级的、来源于教育实

践而又有所超越和升华的创新能力。提高教师的

科研能力是“柔性战略”思想指导下一种创新精神

的体现。学校可以通过举办科研讲座、组织理论学

习来提高教师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制订激励措

施，运用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的杠杆以有效地调动

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专业团

队中的科研气氛激发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

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以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上述六个措施是在“柔性战略”理念指导下，对

高职高专旅游专业品牌化建设进行的初步思考和

探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

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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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anding construction of travel & tourism major is an inexorable tren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course teach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vel & tourism major，applying the theory
of flexible strateg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randing construction of travel & tourism major from the next aspects：the
training of teachers，the forward-looking orientation of objectiv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the analyzing of innov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the build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relying on outstanding graduates，and
establishing this industry’s influence，improving teachers’capac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y way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ravel & tourism major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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