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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迅速崛起，

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结构升级、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

关键动力。作为连接农业与旅游业的桥梁，乡村旅

游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对休闲生活的需求，也为农

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要实现乡村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高素质旅游人才成为关键。高职

院校作为旅游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专业建设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到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

近年来，随着《“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出

台，国家明确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

指引。[1]全国各省市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并结合本

地特色，密集推出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系列措施，

也制定了相应政策，有力推动了乡村旅游的蓬勃发

展。然而，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在旅游专业建设方

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在

旅游专业课程设置上仍然以传统旅游业为主，缺乏

对乡村旅游特色和需求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导致培

养出的旅游人才难以满足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2]

而部分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的实践教学仍然局限于

针对旅游景区和酒店的传统内容，缺乏对乡村旅游

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利用，导致学生难以获得真实的

乡村旅游实践经验和技能。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高职院校

旅游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分析高职院校旅游教育现状，探讨其

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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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职院校旅游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也可以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 高职院校旅游教育服务乡村旅游发展存

在的问题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高精尖人

才的匮乏是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所在。高职

院校旅游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端旅游人才的职能，其

如何有效服务乡村旅游发展是突破乡村旅游发展

瓶颈的关键。[3]目前，高职院校旅游教育服务乡村

旅 游 发 展 仍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具 体 体 现 在 以 下 几

方面：

2.1 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相对滞后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其课

程设置、教学内容本应紧跟时代步伐，紧密贴合社

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在乡村旅游这一充满活力和

潜力的领域，其与乡村旅游市场的实际需求之间存

在较严重的脱节现象。

当前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大多还

停留在传统的旅游管理框架内，侧重旅行社管理与

服务、酒店管理与服务等传统领域。这种课程设置

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传统旅游市场的需

求，却未能及时适应乡村旅游市场的新变化和新需

求。乡村旅游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新兴旅游形

式，其在管理模式、服务方式及市场需求等方面与

传统旅游有着显著的区别。然而，高职院校在乡村

旅游相关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上相对滞后，导致旅

游专业学生在毕业后难以满足乡村旅游市场的需

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由

于缺乏专业的乡村旅游人才支持，且传统的乡村旅

游发展理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乡村旅游的发展思

路和模式难以得到创新。乡村旅游扶贫效应作为

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也因此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了遏制。

2.2 人才培养针对性不强

发展乡村旅游，开展旅游扶贫，必须从乡村生

态、环境、乡风、文化等多方面整合乡村资源，在深

入了解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精准分析乡村旅游

市场需求，从而打造出别具一格的乡村旅游产品，

推动乡村旅游的特色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为乡

村旅游发展培养高端人才显得尤为重要。素质较

高的旅游规划与管理人才能够更好地发掘乡村的

地域特色，有效地整合乡村资源，最终推动乡村旅

游实现高品质、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高职院校

的旅游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结合不够紧密，缺乏针

对性，更谈不上为乡村旅游发展培养高端人才。同

时，在现有的高职院校旅游专业教材中，与乡村旅

游相关的内容相对较少且专业化程度不足。此外，

在高职院校的旅游人才培养计划中，乡村旅游特色

不突出，区域特色几乎没有呈现出来。

2.3 对学生职业认同的教育引导不够

据调研分析，旅游专业毕业生大多向往大城市

的生活。以河源地区为例，当地的旅游专业毕业生

许多都选择前往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旅游公司发

展，而留在本地的毕业生相对较少，即使留在本地，

也以本地的大型旅游公司或大规模的著名景区作

为就业首选，极少有人选择前往偏僻的乡村景点或

乡村民宿就业。

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却不能获得有效供给，严重

影响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

原因在于学生缺乏职业认同。然而，高职院校旅游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缺乏引导学生参与乡村建设

的学习任务，导致对其职业观与就业观的引导缺

失。此外，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的知

识链、资源链、产业链、市场链无法高效连接，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从事乡村旅游业的部分中小企业一

直处在缓慢成长阶段。

2.4 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工作不到位

高职院校一般都会定期对当地乡村旅游从业

人员进行培训，通常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

合、理论知识和实操训练相结合的短期培训方式，

依托学校师资，开展分类分层培训。这种方式的培

训内容不够多元化。[4]而且培训时间短暂也导致培

训的方式和内容流于形式，使得学员对培训内容的

掌握不够牢固，无法将培训期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充分应用于日常旅游服务工作。虽然现有的人才

培训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前乡村旅游发

展对人才的需求，但其显然不能满足高精尖人才和

战略规划人才培养需要。因此，高职院校须进一步

增强乡村旅游人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满足

乡村旅游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

3 高职院校旅游教育服务乡村旅游发展的

对策

高职院校旅游教育强调实践能力培养，同时秉

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这与乡村旅游业

的发展需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乡村旅游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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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瓶颈，实际上也能通过发展旅游教育来突

破，这正是高职院校旅游教育服务乡村旅游发展的

核心所在。针对现阶段高职院校旅游教育服务乡

村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3.1 围绕乡村旅游发展需要，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与

课程体系

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在产教融合的基础上调整

专业需求侧供给，紧扣市场发展需求，合理运用乡

村旅游资源，特别是红色旅游资源、绿色生态资源，

以及温泉文化、酒文化等特色农业资源，同时围绕

乡村旅游发展需要，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与课程体

系。[5]乡村旅游相关专业课程须具备系统的知识结

构体系，着重培养旅游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同

时，教师应注意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采取多元化

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另一方面，本着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原则，高

职院校在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时，不仅要

考虑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且要以职

业需求为导向，服务当地乡村旅游产业建设。在课

程设置上，高职院校可以与当地乡村旅游扶贫公司

合作，根据从业人员所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来构建

“菜单式”课程体系，供学生自主选择。在教育方式

上，高职院校可采取“平台+模块”或“基础+平台+
模块+方向”的方式进行模块化教育。其中，基础课

程和平台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而

模块课程和方向课程则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业

务能力和职业发展意识。

3.2 提升旅游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高职院校在旅游教育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家

国情怀和职业自豪感，通过引导学生深入探索家乡

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激发他们的家乡情感，培养

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同时，应通过实践教学，让

学生深入了解旅游业的魅力和价值，激发学生对旅

游事业的热爱和追求。强化职业意识，能够促使学

生更加积极地投身乡村旅游发展。在乡村旅游快

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文化成为一种新兴的职

业文化。高职院校在旅游教育中，应注重提高学生

接受这一职业文化的能力，通过开设相关课程、组

织实践活动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乡村旅游文化

的内涵和特点，掌握乡村旅游文化的传播和表达方

式。[6]这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满足乡村旅游市场的

需求，成为具备乡村旅游文化素养的专业人才。为

了吸引更多的旅游专业毕业生返乡就业和创业，投

身乡村旅游事业，相关部门应加大政策引导力度，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比如通过实施税收优惠、创业

支持等优惠政策，激发旅游专业毕业生返乡就业和

创业的动力。建立这种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提升旅

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和创业活力，使他们成为

能用、能留、能干的农村服务技能型人才，还能进一

步推动乡村旅游事业的稳健发展，使旅游专业人才

将 文 化 与 知 识 回 馈 给 乡 村 社 会 ，助 力 乡 村 全 面

振兴。

3.3 创新乡村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高职院校旅游教

育要立足国家旅游扶贫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现

实需求，融合来自旅游业、农村地区等各方的教育

资源，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旅游人才培养体系。与此

同时，高职院校还要结合农村实际需求，不断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高职院校

可通过“培训工作进村”“教育资源进村”“师资指导

进村”等多种形式，实施旅游专业技能培训与乡村

旅游扶贫专项工作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

式也体现了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工作特点。[7]对乡

村旅游发展潜力大、专业需求高的地方，高职院校

应扩大定向招生规模，实行单独招生，并采取“3+
2”、函授等多种形式进行人才培养。

高职院校要以产业标准为依据，充分运用乡村

旅游产业中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标准，形成案例

化、系统性的旅游专业课程资源库；要着力把一线

的成功经验转变为教学资源，以乡村旅游产业中实

际应用的行业标准作为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建立

教材资源库。 [8]在课程安排上，高职院校须贯彻人

性化教育理念，强调实际经验和知识的有机融合。

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应注意调动教师授课的积极

性，推进“三教”改革，探索建立“一人一案”的旅游

人才培养新模式。另外，高职院校还要充分运用当

地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和“职教云”“云课堂”等现代

职业教育平台，积极打造数字化教学资源，为学生

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提供平台。

3.4 完善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工作

在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工作中，高职院校必须克

服乡村职业培训结构不合理和层次单一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发掘乡村旅游的发展潜力，高职院校应

加大力度培训乡村旅游帮扶重点村的村干部、带头

人、管理人员及农村导游等关键人员，帮助他们转

变观念，提高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水平。同时，高

职院校应充分利用乡村资源，建立乡村旅游人才培

训专家库，鼓励设计、技术和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专

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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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深入基层，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提供知识和

技能培训。这样不仅能够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

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更能有效地推动乡村旅游的科

学、健康发展。

高职院校可与当地旅游企业合作，积极提供培

训服务，比如在农村地区进行集中培训或根据实际

情况使用在线课程组织学习和评估，以满足当地旅

游从业人员对旅游职业培训的需求。针对乡村旅

游项目，高职院校可聘请专职教师或相关方面的专

职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包括餐厅管理、住宿服

务、礼仪培训、电子商务、当地民俗文化介绍与技艺

传承等，帮助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进行乡村旅游项目

研究与设计，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进行技术指导。

面向偏远乡村和经济相对滞后地区，应优先选择在

线培训平台，并开发高效的网络教学与服务资源

库。这一举措旨在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城乡旅游教

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推动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向常态

化发展，确保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能够获得持续学习

与专业提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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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tourism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Xiang’e
Abstract: Rural 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lv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Develop⁃
ing rural tourism requires not on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tourism, but also training high-quality talent di⁃
rectly related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talent train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lay a key role in training rural tourism talent.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 key link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by exploring how tourism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more effectively serves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tourism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keep up with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
ment. It should not only be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rural tourism talent, but also train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our⁃
ism tal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tourism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talent training

编辑：顾 杰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