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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me of “Innov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ltural and Tourism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path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ultural and tourism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ng the moder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guided by the important issue of talent train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two ski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low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supply and industry demand, and the concept of “narrow employment” in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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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现代文旅产业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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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职业教育文旅人才培养创新”为研究主题，在深入落实“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从服务现代
文旅业视角，以旅游职业教育发展中人才培养的重要问题为导向，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两张皮”，人才培
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旅游职业教育“窄就业”观念等现实问题，探索职业教育文旅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路
径，进而推动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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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从事旅游管理、旅游规划、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1 引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教育部等其他相关部门于 2023 年 6 月印发实施《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要求拓展产教融合培养内容；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的意见》提出，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中亦提到，促进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实施创新型旅游人才培养计划。

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对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人才

培养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将职业教育与行业进

步、产业转型、区域发展联系在一起，创新良性互动机制，

破解职业教育滞后于快速发展的文旅产业、人才培养供给侧

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等问题。职业教育需要顺应新时代

文旅产业变革的需求，明晰高质量文旅人才培养的目标定

位，创新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高质量发展所

需的核心素养。

2 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综述

2.1 现代文旅产业体系综述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完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相对于公

益性文化事业等传统形态文化产业，以及提供食、住、行、游、

购、娱等基础服务的传统旅游产业而言，现代文旅产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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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科技性、创意性、引领性、低消耗、可持续等特点的现

代文化产业，新技术赋能的传统旅游产业和旅游新要素、新

业态，以及二者的深度融合。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是文化和旅

游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形成的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是现代生

产要素协同且价值显著的产业集成，是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产品、标准体系、行业管理等全方位优化提升的产业系统。

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具备现代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协同化

供给、跨界融合形成新的旅游文化产业链条、多维度的协调

联动和融合共建、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与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等主要特征 [1]。现代文旅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现代互联网经济特征，与其他产业关联度高 [2]。

因此，推动面向市场的产业创新、引导多形态的产业

集聚、扩大多维度的产业开放 [3]，以及推动产业要素现代化、

产品现代化、管理体系现代化等构成了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

系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已有国内外研究发现，现代文旅

产业发展注重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赋能下的文旅创新，推动

文旅业从“门票经济”“观光经济”向综合消费的“体验经济”

转变。

2.2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综述
国内研究方面，有学者从技能型社会建设角度，厘清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确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路径。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需要应对国家治理要求、职业教育办学多元

化、产业需求和人民期盼高层次职业教育等各种挑战。还有

学者提出从弹性课程体系设置、创新教学团队组建、实践教

学生态重构等方面研究“大数据 +X”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建议建立职业教育供给同步体系、培养适应时代的学生数字

化素养、智慧升级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打造职业教育数字治

理闭环。

国外研究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后期的

欧洲。公元 10 世纪和 11 世纪，随着欧洲手工业和商业的繁

荣和发展，大学逐渐形成，其主要任务是职业训练，培养专

业性应用型人才；在双元教育领域，为应对全球的数字化、

气候变化等巨大挑战，劳动者需要掌握“未来技能”，包括

传统素养、变革素养、数字关键素养以及技术素养；欧洲已

消除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彼此隔离的传统壁垒，探索出纵

向贯通与横向结合的职业教育模式，对中国实现职普融通的

类似发展目标具有参考价值；以德国、英国、日本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正通过“双元制”课程、学位学徒制、发展技术

科学大学等途径，积极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旅游职业教育方面，2021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同年 9 月，教育部发布新版

《职业教育专业简介》，对推动旅游职业教育专业升级与数

字化改造具有重要指引价值和意义。要求旅游职业教育针对

性人才培养精准预判产业发展趋势，适度超前增设新专业，

适应旅游市场发展和游客消费需求新特征。产业转型升级背

景下，提出旅游类跨界融合型人才培养要突出“四融”，即

融合文旅、融汇德技、融通校企、融入国际。

总体看，关于从哪个层面界定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改

革和创新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

点。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理

性认识与创新实践。基于此，现代文旅产业视域下的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体系仍有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的空间：亟须加强跨

学科视角，有必要从学理上深入探究现代文旅产业与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才培养创新路径，为高

质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

3 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如何提高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为现代

文旅产业发展服务是每一个开展旅游职业教育的院校和工

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经过问卷调查，访企拓岗，专家

访谈等方式对旅游企业、行业协会、高职院校开展了较为充

分的调研。经调研发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出现

“两张皮”的问题比较明显。具体表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忽

视了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专业建设、课程体系仅从院校角度

出发，停留在传统的课程体系架构上；数字化、智能化在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中体现不多，院校对文旅产业新要

素、新业态的内涵和特征理解不足；教学模式重讲授，轻实

践，学生动手实操的机会有限；院校和教师不了解企业的用

工时间需求和技能需求，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企业很难在短

时间内胜任岗位；校企合作流于表面，不能深入开展等等。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健康稳定持续

的发展，亟须解决。

4 服务现代文旅产业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
新路径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文旅专业群近几年致力于

深入了解现代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以教育部现代学徒

制和北京市特高智慧文旅工程师学院项目建设为依托，打造

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的新思路和新模式。专业群服务首

都“四个中心”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面向文

化旅游服务业全产业链，覆盖文旅产品设计研发、智慧酒店

管理经营、景区和主题公园智慧管理、研学旅行策划与管理、

旅行社智慧管理、导游与领队服务、文旅产品智慧营销、旅

游运输出行、文旅安全管理、旅游电子商务等，培养文旅产

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助

力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建设。面向职业岗位群主要为文旅产品

开发、智慧酒店管理、旅游运输服务、主题公园管理、旅行

社经营管理、定制旅游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导游讲解服

务、旅游智慧营销等。

4.1 校企共强组织运行和保障机制建设
智慧文旅学院专业群的领导决策机构是由校企联合成

立的协同育人理事会。校企双方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教学计划、开发课程，共同培养智慧文旅高端技术技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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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双方共同为智慧文旅学院提供导师组建教学团队，校企

双向培养、双向服务。融入企业智慧文旅技术、标准和文化，

共建实训基地、云在线教学资源、服务基地。合作企业优先

接受学生实习和毕业生就业。联合开展产品研发、教研科研、

社会服务，开展企业员工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等。

学院还拓展了校企合作领域，与环球影城度假区、携

程国际有限公司、首旅集团公司和亲子猫（北京）国际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优质企业合作，在学生实训、企业导师、

教师企业实践、课题开发、课程开发、教材开发、顶岗实习、

学生就业、技能认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院专业教学指

导机构由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成员包括理事会成员单

位企业专家、高校专家、行业协会专家、研究院所专家，日

常教学运行由校企共同完成。

4.2 校企共建“四双六融合两培养”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深入行业调研，明确现代文旅产业的产业链和岗

位群，形成《专业社会契合度调研报告》，重构《人才培养

方案》和课程体系，探索实践“四双六融合两培养”的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以提升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养和

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依据职业成长轨迹，重构课程体系，

为全面培养适应现代文旅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奠定

基础。

4.2.1 “四双”体系定向“塑造”专业紧缺人才
在校企联合招生的基础上，双方确定了“办学双主体，

学生双身份，育人双导师，教学双任务”的人才培养体系。

明确了智慧文旅专业群学生的“学生与员工”双身份，校企

双方导师共同完成实践、理论的教学双任务的量化指标，定

向塑造专业紧缺人才。

4.2.2 “六融合”机制“孵化”岗位“吃香”人才
“六融合”的机制是指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岗位要

求融合、产教融合应用型课程体系与岗位典型任务融合、

“6421”企业情景实践教学体系与行业岗位融合、实训环境

与真实岗位情境融合、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合和专业文化

与企业文化融合。

“6421”企业情景实践教学体系是专业群人才培养的

一大创新。该体系依据企业运行规律、学生认知规律，本着

“认岗—跟岗—轮岗—顶岗”的主线组织实践教学，根据合

作企业运行情况灵活调整。6 指六个学期；4 指认岗、跟岗、

轮岗、顶岗四个阶段；2 指前五个学期的实践教学时长，分

别为 2 的 1 次、2 次、3 次即 2 周，4 周，4 周，8 周，8 周；

1 指第六学期整个学期为顶岗实习。此外，校内外双导师分

工协作，依托互联网技术，适应“互联网 + 职业教育”需求，

完善“互联网 + 职场化”教学模式。依托校内外多个实训

基地开展情景实践教学，毕业后 90% 的学生进入文旅行业，

在主要岗位发挥职业专长。

4.2.3 “两培养”工作锻造企业“匠士”人才
校企依托双导师与良好的教学环境条件，强化学生专

业能力的培养与人文素养培养，锻造企业“匠士”人才。

组织完成 3 批教育部“1+X”定制旅游管家服务和研学旅行

策划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及考试，学员通过率达

90% 以上；孵化创新创业项目 10 余项，通过多种手段推动

学生的能力拓展。

4.3 校企共享双方优质资源
教学资源同创同用 , 引入企业多个培训包，用于学生学

习、教师培训、员工培养，校企双方共同开发新型数字化立

体化活页教材，建设示范精品课程，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无

缝衔接。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助力企业研发和转型升级，为

企业提供覆盖“食宿行游购娱”全产业链，可供开展文旅产

业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智慧管理训练的校外实训基地和相

关设施设备开展实践教学。依托双方共享的设备设施，依据

智慧文旅产业发展需要，开展文旅新项目、新产品的设计和

研发。

5 结语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

型，必须与不同教育要素开放重组、与各类产业要素和创新

要素互动融合。围绕服务国家文化旅游发展战略，紧密对接

文旅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联合行业骨干企业，加快发

展多学科门类、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兴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

业链、创新链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是破解产教融合、

文旅融合人才培养难题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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