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伴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人们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旅游业蓬勃快速发展起来。旅游行

业属于综合性产业，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

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 55.39亿人次，比上年同

期增长10.8%；入出境旅游总人数2.91亿人次，同比

增长 7.8%；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5.97万亿元，同比

增长10.5%。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94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 11.04%。旅游直接就业

2 826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 991万人，占全国

就业总人口的 10.29%[1]。从上述数据可见，我国的

旅游行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占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地位。如何为如此大体量的一个行业做

好人才培养工作，值得研究。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

数据，2017年全国开设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主要

包括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和会展经济与管理等 3个

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608所，共招生5.9万人[2]。如

此大的一个招生规模，如何做好学生在校期间的专

业培养工作，为旅游行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生力

军，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教育工作者做出不

断的探索和努力。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互联

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发展模式不断涌现，传

统产业与之融合是势不可挡的趋势。近年来，“互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吹响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号角，带来了经济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深

刻变革，也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革与机遇。

旅游行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升级，已经

成为新的时代潮流。原国家旅游局曾发布《关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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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通知》[3]并提出了“515

战略”，都强调：将旅游作为互联网深入融合的重要

领域，将互联网作为旅游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加

快形成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旅游+互联网”运行模

式。到2020年，旅游业各领域与互联网达到全面融

合，互联网成为我国旅游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和

重要支撑，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国家智慧旅游公

平服务平台基本形成；在线旅游消费支出占国民旅

游消费支出的 20%。建立全国旅游的大数据集成

及应用平台，加强自媒体智能终端的App开发及推

广等多种措施,主动融入信息化变革、积极运用信息

化手段,全面革新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面对此种经济新常态，在复合型旅游人才出现

很大缺口的形势下，旅游人才的计算机能力培养也

成为当务之急。如何改变目前人才培养中计算机

课程设置“大文、大理”同质化严重、专业针对性弱

和实用性不强的情况，在旅游人才计算机能力培养

过程中探索相关课程设置创新与培养模式改革之

路，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我们的高等教育

应当积极思考如何帮助未来的旅游从业者掌握运

用互联网工具和大数据分析的计算机业务能力，以

便其更好地助推旅游行业发展。

1 需求分析与可行性

面对旅游+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旅游人才队伍

建设需要深化供给侧改革，以破解旅游人才队伍建

设中的不足与短板。只有面向市场和用人单位需

求的培养目标才是合理的，我们要有效解决目前

旅游人才培养过程中计算机能力不足的问题，就

需要明确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制定行之有效的改

革方案，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和社会

满意。

1.1 旅游人才计算机能力需求

针对旅游行业对从业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需

求，马卫等[4]通过对旅游市场投放问卷的形式开展

了调研，通过对结果的统计与分析，认为：用人单位

通常倾向于选择计算机动手能力强、可塑性强的复

合型毕业生。96.52％的管理人员认为计算机技能

在所从事岗位中的需求为重要以上，在招聘过程中

大多数人都会考虑应聘人员的计算机能力。秦兆

祥[5]通过调查分析与实证研究，指出：外语与计算机

能力是旅游管理本科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构成因

子。可见计算机应用能力已成为旅游从业人员的

必备素质，这已在各个层面形成共识。是否具备良

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直接影响旅游类专业学生的

就业与职业生涯。

用人单位的需求是我们教育教学内容的方向，

目前调研反映出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计算机能力

要求主要集中在办公软件使用、行业软件使用、计

算机简单维护、网络使用与管理、数据库管理与分

析应用等方面，具体技能需求如图 1 所示。自“旅

游+互联网”计划和“515战略”提出后，业界对从业

人员旅游+互联网的运用技能以及对大数据的搜

集、处理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图1 旅游从业人员计算机技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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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旅游人才计算机能力培养现状

马卫等[4]的调查分析认为：旅游行业用人单位

对学校给予学生的计算机能力培养不甚满意。据

统计，从业人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仅 38.06％来自

学校所学，43.28％来自自学。对学校计算机教学

仅有 16.67％选择满意，而 50％认为一般。由此可

见，学校在人才培养中还有很大的改进与提升空

间。

目前而言，学校计算机教育的问题表现在:专业

针对性不够，在相关课程设置中缺少针对专业的优

化调整；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结合不紧密，容易孤

立地讲知识点；教学方法相对比较单调，主要仍是

传统的讲授、演示为主，学生主体作用不突出[6-8]。

这带来的结果是：学生学无所用，不能利用计算机

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不能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平台

搜集和分析出有效的信息。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专业教学计划制定时大而化之，因为不是

专业课而只是提出设置计算机课程，未做出针对专

业应用的优化；受课时限制而强调专业课，计算机

类课程课时较少，教学流于形式，学生学习时“蜻蜓

点水”，不能真正达到活学活用的效果；教师缺少行

业知识与体验，教学方法和内容差异化不明显，教

学过程中过分强调知识点，反而忽视了专业与应用

场景的个性化。

1.3 对比分析与努力方向

从旅游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与学校培养的

现状，可以看到目前存在较大的脱节，进一步明确

未来一个时期内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信息技能需

求，及时调整、修正培养方案，调整教学内容，改进

教学方法，以便真正提高未来旅游从业人员的计算

机应用能力。

2 教学改革实施方案构思与实践

针对现有的旅游人才计算机能力培养中需求

与现状脱节的情况，通过分析原因和基于 CBE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教学模式，分别从课

程设置、课程内容调整和教学方法方面进行改革。

2.1 课程设置的模块化

针对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课程开设缺乏针对性，

学生缺少选择权，未做到因专业设课、因学生施教

的问题，考虑调整相应的课程设置，设置不同方向

的课程模块，供学生根据自身的专业需要及基础进

行选择。根据上文对旅游行业对从业人员计算机

能力需求的调研与分析，可以按照如图 2所示进行

设置。

旅游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

来从事岗位的需要，在上述课程模块中进行选择和

进行相应的课程学习。这样带着兴趣学，让学生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生才有学习的动力，才能够

投入学习。

2.2 课程内容的专业针对性调整

目前的计算机基础类课程内容设置“大文、大

理”化，缺少专业针对性调整[7]，很容易让学生产生

计算机知识与专业脱节的感觉。这就要求我们提

高课程教学内容的专业辨识度，在课程教学内容选

择上，引入专业背景知识，适应专业与行业用人单

位的需要，进行差异化教学，真正达到学以致用，学

有所用的目标。

以Access数据库应用课程为例，传统教学多基

于学生更熟悉学校有关事务考虑，不区分专业选用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作为综合实例，循规蹈矩地讲授

有关知识点，缺少针对旅游专业的针对性调整。出

于专业适应性考虑，应该将该课程的有关内容做相

应的调整，有效结合专业应用的内容。例如选用酒

店客房管理信息系统、旅行社管理信息系统等综合

实例，在教学过程中，既穿插讲授数据库知识，又体

现专业内容，既能极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还能很

好地结合实际，让学生提前介入将来就业的场景，

提前掌握工具软件的使用。在相应知识点的讲解

中，可以结合酒店客房管理信息系统引入和展开分

析，按照如表1的方法分配有关内容。

按照如表 1所示，结合专业配置有关课程的教

学内容，达到学科交叉融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当然这对任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

教师具备交叉学科的知识。这就需要对任课教师

开展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培训，还可以考虑不定期

派出部分教师到有关企业实地调研，了解行业知

识，以便更好地针对专业与企业开展计算机教学。

图2 计算机能力课程模块图

Access应用/
VFP数据库应用

Office高级应用

Python程序设计/
VB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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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方法的角色化实践项目

眼见为实，通过对计算机任课教师的旅游专业

知识培训与真实企业环境体验，能够增强计算机任

课教师对旅游行业的认识，产生相关信息系统与行

业软件使用的直观感受，进一步促进其对旅游业对

计算机能力需求的把握。回归课堂的教师可以根

据实践总结，构建简化的相关教学项目、案例[8-10]，布

置给学生进行实践，同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讲解，

使实践项目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而学生则可以结

合实践体会来学习和理解，此类教学方法可有效摆

脱目前曲高和寡的问题。

以酒店管理专业的 Access 数据库应用课程教

学为例，可以结合酒店管理信息系统设置实践项

目，进行指导与讲解。可按图 3所示将酒店管理信

息系统分解为若干简化的功能模块，按照软件工程

的要求，将学生分为若干项目小组，各小组在老师

的指导下自主确定角色分工，合作完成对应功能模

块的分析与实现。

在案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引导学生以“横向

按照业务功能分解模块化，纵向按照实施逐步展开

细化”的思路来认识、分析、理解、实现问题。整个

过程与工程教育中所提倡的构思—设计—实现—

运 作 (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

CDIO)教育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既增强了专

业知识的认知与掌握，又面向应用地学习了计算机

知识，解决了以往的专业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两张

皮的困境，实现了有机结合，使得专业知识与计算

机能力互相促进。

3 结语

面对“互联网+旅游大数据”的新形势，旅游行

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旅游人才的计算机能力成为必

备技能。教学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命题，需要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地结合专业与学生的情况进行分

析，因专业改革，因材施教。未来要针对不同的专

业，不断思考新的与所教专业关联的教学内容和适

应对应专业学生的教学方法，才能达到培养目标要

求的培养效果，使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满意。

章

基础知识

窗体

报表

模块

表1 旅游类专业Access课程内容配置表

知识点

数据与数据处理、

数据模型、关系数

据库、数据库设计

字段：类型、码、有

效性规则；

记录：排序、筛选、

查找；

完整性约束、表间

关系

概念、选择查询、参

数查询、交叉表查

询、操作查询、SQL

查询

窗体设计、控件使

用

报表设计、子报表

概念、编辑与运行、

事件驱动

VBA 语法、程序结

构、模块、参数、对

象事件

结合专业的内容设置与讲解

假定以人工方式处理客房信

息，对比引入有关发展

以人工管理客房、住户信息

为例，引出相关信息要素与

管理功能。分析其中易错与

不足，引入完整性约束、表间

关系等概念

类比人工管理客房、住户时

的功能，引出系统功能，分析

关系运算的概念、操作结果

与本质

类比人工台帐的概念，引出

客房管理需要的界面要素，

分析窗体设计要点

类比周期性报表，引出报表

从客房管理的便捷需求，引

出宏

从比宏更高的自动化需求，

引出 VBA 程序设计的相关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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