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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目标与承办院校简介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四川省旅游学校承办的 

2019 年全国中职学校旅游类骨干师资培训班，旨在利用承办校在旅

游教育上的专业特长、师资团队以及广泛的行业企业资源，让全国中

职旅游类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和把握旅游教育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

宽旅游教育视野，提升骨干教师科研能力、教学能力、产业服务能力。 

培训内容将涉及全球旅游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中国旅游职

业教育的现状与发展，以及旅游职教师资能力标准及提升途径、职业

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提升、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在旅游专业教育的应用、

旅游类专业实践教学内容设计、旅游专业教学能力提升、双师型教师

实践能力提升等多个课程议题，内容涵盖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与教学

组织、校企合作育人新模式、旅游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培训

方式为专家讲座、分组讨论、现场教学相结合。 

四川省旅游学校是全国最早建立的旅游专业院校之一，同时也是

四川省旅游业岗位培训中心和四川省旅游职业技能鉴定所。学校位于

成都市，是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的事业单位。学校是全国旅游扶

贫培训基地、全国旅游饭店部门经理定点培训基地、中央财政支持的

旅游专业实训基地，教育部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旅游服务与管理专

业的专业标准制定单位。学校毗邻成都著名的4A景区黄龙溪古镇，环

境宜人，教学设施完善，配套保障齐备。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下设教学机构4系2院1部，包括酒店与航空

旅游系、旅游管理系、旅游建筑系、旅游艺术系、美食学院、巴蜀武

术养生学院等。学校科研实力强大，建有中国夏布画研究院、四川省

旅游标准化促进中心、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四川省彝区旅游发展研

究中心、藏区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川菜研究开发中心、四川研学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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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海峡两岸乡村旅游与民宿发展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承担国家

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学校科研机构健全，专家学者云集，办学

历史悠久，具有强大的产业服务能力和丰富的网络资源平台，已为四

川及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近6万旅游产业各级各类管理人才。 

近年来，四川省旅游学校先后承接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厅、各市州文旅系统、县级文旅部门以及相关旅游企业的

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培训，每年直接培训各类学员上万人天次。培训内

容涉及旅游扶贫、旅游管理、饭店管理、旅游民宿、康养旅游、研学

旅行、乡村旅游、导游及景区讲解员素质提升等。学校整合旅游行业、

企业资源，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和专业化、规范化的培训管理，受到

培训学员的一致好评。 

本次全国中职学校旅游类骨干师资培训班期待通过丰富、务实、

高效的培训活动，探讨旅游教育体系、教育方式与方法的改革途径，

推动国内旅游教育的创新发展，搭建旅游师资交流平台，为全面提升

旅游学科地位和旅游职业教育水平做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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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守则 

为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确保所有学员能学有所得，特制定如下

管理要求，请各位学员自觉遵守。 

1、敬请严格遵守培训日程安排，严禁迟到早退； 

2、请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上课地点； 

3、学校为无烟校园，禁止吸烟； 

4、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严禁在座位上接听电话； 

5、请勿在课堂上随意议论、喧哗走动、随意进出； 

6、不得无故缺课，如确因特殊情况需请假，应提前向总负责人

申请； 

7、上课时穿着应整洁、得体，严禁穿拖鞋、背心和其他不雅服

饰，严禁在上课期间吃零食； 

8、主题讲座和专题讨论期间注意文明礼貌，言辞有分寸，严禁

人身攻击； 

9、本次培训所用课件、资料等，若有需要请课后与班主任联系

，切勿当面索讨； 

10.请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请全体学员务必严格遵守以上要求，违反规定者将给予警告直至

取消培训资格，并将相应情况反馈至学员所在单位。 

  



5 
 

三、日程安排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人 
负责人/ 

主持人 
地点 

21日 全天 学员报到/入住  谭宏鹰 全国-成都 

22日 09:00-09:30 开班式 保继刚 赵晓鸿 学术报告厅 

22 

日 
09:30-12:00 

视野板块： 

全球旅游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保继刚 赵晓鸿 学术报告厅 

22 

日 
14:30-17:00 

能力板块1： 

旅游职教师资能力标准及提升途径 
王昆欣 赵晓鸿 学术报告厅 

23日 09:00-11:30 
能力板块2： 

职业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提升 
马勇 赵晓鸿 学术报告厅 

23 

日 
13:30-18:00 

实践教学板块1： 

旅游类专业实践教学内容设计 
符继红 祝红文 黄龙溪古镇 

24日 09:00-11:30 
能力板块3： 

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在旅游专业教育的应用 
周雄俊 祝红文 学术报告厅 

24 

日 
14:30-17:00 

能力板块4： 

旅游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 
朱承强 祝红文 学术报告厅 

25日 09:00-17:00 

实践教学板块2： 

1.实训与实习教学能力提升——都江堰、青

城山现场教学 

2.实训与实习教学能力提升——武侯祠、杜

甫草堂、宽窄巷子 

赵晓鸿 

李小波 
祝红文 

1、都江堰、青城山 

2、武侯祠、杜甫草

堂、宽窄巷子 

26日 09:00-11:30 

实践教学板块3： 

双师型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 

（以天府乡愁为例） 

赵晓鸿 祝红文 天府乡愁 

26 

日 
14:00-16:00 

讨论与分享 

（酒店类、景区类、导游类、旅游服务类、

旅游外语类，分组讨论） 

刘莉莉 
各分组讨论

负责人 

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第五会议室 

26 

日 
16:30-17:00 结业典礼 刘莉莉 赵晓鸿 学术报告厅 

27日  学员返程  谭宏鹰 成都-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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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资团队 

保继刚，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莉莉，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 

王昆欣，原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 

马  勇，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符继红，云南旅游职业学院副院长，教授 

朱承强，国家教育部旅游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原上海

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教授，硕导 

李小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 

赵晓鸿，四川省旅游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教授，硕导 

周雄俊，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导 

五、专家简介 

⚫ 保继刚，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助理、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管委会主任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

组地理学组成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6项，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 刘莉莉，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原国家旅游局

监督管理司标准化处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筹建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担任第二

届、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至今。长期从事旅游目的地创建、旅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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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和旅游标准化工作，以及协会组织运作与管理。 

⚫ 王昆欣，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二级教授。长期从事旅游教育与

旅游科学研究。曾担任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现为中

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副会长、浙江省高职高专旅

游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

部、国家旅游局、浙江省社科重大招标课题等10余项，先后在《旅

游学刊》、《旅游管理》、《人文地理》、《中国高教研究》等核

心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乡村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等专著。曾被评为浙江省高校青年学科带头人，国家级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获得者。 

⚫ 马勇，中组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支计划”领军人才，中组

部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现任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

，兼任教育部旅游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授予的《旅

游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创新创业试验区、国家级本科综

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级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总负责人兼首席教授；

教育部财政部授予的《旅游规划与开发》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

教学科研团队总负责人兼首席教授；担任《旅游科学》、《人文地

理》等六大CSSCI专业杂志编委；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等

五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并已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十多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出版全国统编旅游规划系

列教材五大系列100余部，公开发表旅游学术论文近百篇。 

⚫ 符继红，云南旅游职业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

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8 
 

会休闲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期致力于旅游产业政策与法治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旅游“零负团”治理研究》、国家旅游

局科研项目《散客旅游监管政策体系研究》《全国旅游执法质监队

伍建设研究》及省级基金项目、委托项目十余项；在《管理世界》

《Advances in Education Research》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

编、副主编《旅游法概论》《旅游政策与法规》等专著、教材10余

部；获2016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曾参与国家

旅游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起草工作，是现行《云南省旅游

条例》（地方法规）及旅行社、导游、旅游购物等地方标准主要起

草人。 

⚫ 朱承强，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教育部

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国家级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员，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酒店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杉达大学万豪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院长，

全国应用型大学联盟酒店管理专业协作会副理事长。 

⚫ 李小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主

持和参与国际合作、国家社科基金以及省市项目60余项，出版专著

4部，在《北大学报》、《城市规划》、《旅游学刊》、《孔孟学

刊》（台湾）、《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

篇，《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旅游报》特约撰稿人。四川省旅游

局A级景区和度假区评定专家，四川省旅游地学会、成都古都学会

副理事长。应邀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国图宾根大学进行学术

交流。 

⚫ 赵晓鸿，四川省旅游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教授，硕士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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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旅游规划、区域旅游发展专家。出

版专著、教材5部，主持主研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改项目、省社

科规划项目、省软科学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18项，主持政府委托

课题39项。现为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全国旅游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旅游服务与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旅游

协会副会长。 

⚫ 周雄俊，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全国第二届“教育硕士优秀教师”，教育部考试中心特聘专家，

全国信息技术教师资格考核组核心成员，苹果（APPLE）公司RCT认

证讲师，一师一优课活动评委。 

六、 课程简介 

⚫ 《全球旅游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保继刚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教育日益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基石，本课程通过对全球旅游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引导大家

对我国旅游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旅游教育发展的机遇进行

探讨，对旅游学科建设、旅游人才培养、旅游教育体系结构等进行

阐释，并提出展望，以期为旅游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展开

提供借鉴和参考。 

⚫ 《旅游职教师资能力标准及提升途径》王昆欣 

——通过对我国旅游职业教育师资现状的分析，结合职业教育发达

国家对职业教育师资的要求，提出旅游职业教育对师资的标准要求

，并进一步对“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提升途径进行深入阐释，分享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在旅游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水平、能力提升方面的

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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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提升》马勇 

——本课程针对职业院校教师科研及学术能力偏弱的现状，特别是

在应用型研究及相关学术提升方面的需求，提出职业院校教师的学

术能力提升途径:健全激励机制、组建科研团队、搭建学术平台、参

与校企合作。同时对科研项目选题、填写申报书、项目答辩、撰写

论文、科研成果应用等方面进行指导，提升学员学术水平，提高教

学科研质量，推进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 《旅游类专业实践教学内容设计》符继红 

——随着文旅融合大发展，旅游业的突破需要大量实践能力强、高素

质的应用型人才，为提高旅游类专业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本课程对

旅游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内容设计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旅游企业岗位所

需能力需求为核心，以专业认知实践、服务技能实践、管理能力实践

及创新能力训练为基本框架，以景区服务与管理、导游服务等重点专

业为例，提升旅游专业教师实践教学的应用理论及实践教学组织实施

能力。 

⚫ 《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在旅游专业的应用》周维俊 

——课程分为三大模块，首先介绍现代教育教学技术的工具性应用：

然后对信息资源支持下的教与学活动进行分析，尤其是现代教育教学

技术在旅游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深入分析信息技术带来的思想变革，

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教学活动的结构化变革的形式及学校推进策略进

行研究，以帮助旅游专业教师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提升个人能力，提升

信息化教学水平。 

⚫ 《旅游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朱承强 

——本课程从旅游职业院校专业教师的能力结构着手，帮助旅游专业

教师明确理论教学能力提升的方向：教育活动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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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施以协同育人为导向，教育内容以知识应用为导向。 

⚫ 《实训与实习教学能力提升》赵晓鸿 李小波 

——青城山—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武侯祠、杜甫草堂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宽窄巷子是古典建筑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的开放式景点，

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有“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之

称。通过现场教学，参观与体验，让学员在旅游专业实训与实习基地

的选择、景区运营与管理、标准体系共建、教学设施共用、社会服务

共推等方面有更直接的能力收获。 

⚫ 《双师型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赵晓鸿 

——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

本课程分析了中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提升面临的现实困

境，通过现场教学的方式，提出了完善制度设计、建立激励机制、健

全培养培训体系、加强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等对策，并以天府乡愁郊野

公园的建设为例，从旅游全产业链的角度对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提升

专业实践能力提出建设性意见与措施。 

七、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会议期间联络人 谭宏鹰 13658085130 

师资班班主任 王洲兰 1898080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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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温馨提示 

（一）住宿安排 

参加培训的学员培训期间（7月21日—7月27日，共6晚）统一入

住四川省旅游学校培训中心（地址：成都市双流黄龙溪镇黄龙大道四

段2681号），房间类型为标准间，如需提前入住、提前退房或延期退

房，请及时告知会务组。 

（二）用餐安排 

日期 餐别 地点 时间 备注 

7月21日 晚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美食学院 18:00——20:00  

7月22日－26日 

早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美食学院 7:30——8:30 凭学员证用餐 

午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美食学院 12:00——13:00 凭学员证用餐 

晚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美食学院 17:30——18:30 凭学员证用餐 

7月27日 早餐 早餐后返程 7:30——9:00  

（三）交通安排（请各位学员在7月16日前将抵达和离开成都的

交通方式和时间安排发送到培训班专用邮箱scslyxx@126.com，便于

校方安排接送站服务。） 

1、报到时间：7月21日14:00——20:00。 

2、培训期间交通安排 

交通安排：培训期间，学校安排校区至校外实训实习基地现场教

学之间的往返交通。具体安排如下： 

日期 时间 集中地点 交通安排 

7月23日 13:30 学校大门口 乘车前往黄龙溪古镇现场教学 

7月25日 8:30 学校大门口 乘车前往都江堰现场教学 

7月26日 10:30 学校大门口 乘车前往天府乡愁现场教学 

3、返程时间：7月27日早餐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