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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拟在创新创业背景下，以民办高校“国一流”电子商务专业建设点的旅游电子商务课程作为教改

对象，从制定培养方案，重构教学内容，数据驱动精准教学，优化考核评价四个维度构建旅游电子商务

以数据驱动的全过程教学课程改革。具体研究基于电子商务专业的行业特性，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的差异，精准分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精准设计教学目标，精准选取教学内容，实施学生

画像精准教学，开展增值性评价，探索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路径。此次教学改革是新时代背景下课

程改革的有益尝试，是高质量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的积极促进有意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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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intends to take the tourism e-com- 
merce course of the “national first-class” e-commerc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point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s the object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build a data-driven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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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reform of tourism e-commerce from the formulation of training programs, the recon-
stru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and optimization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The specific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f e-commerce major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
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the accurate classific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the accurate 
desig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accurate sele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curate teaching of student portraits,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added evaluation, and the explo-
r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training paths. This teach-
ing reform is a useful attempt to reform the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nd 
a meaningful exploration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with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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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践行创新创业发展战略的有

效路径。本科高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战场，创新创业背景下的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逐渐成

为国家推行创新驱动战略落地、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各个行业的创新创

业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发展蓬勃的电子商务领域，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培养大量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为

实现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是亟需探讨的问题，因此加强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改

革势在必行。 
新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及新媒体通讯技术的革新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及基础。

目前电子商务领域初创要求低、创业切入点多、启动资金灵活的特点下，吸引了在校及毕业的大学生不

断尝试网店，直播等电子商务创业，然而由于头部电商平台市场占有率高，电商模式不断更新，各类运

营模式层出不穷，直播，社交，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发展良莠不齐。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应该结合当前的后疫情时代特点，改变传统的人才教

育培养模式，深化专创融合，培养创新创业型电商人才，为电子商务领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高素质

的应用型人才[1]。 
本研究拟在创新创业背景下，以民办高校电子商务国一流专业课程地图中《旅游电子商务》课程为

切入点，从制定培养方案，重构教学内容，数据驱动精准教学，优化考核评价四个维度构建旅游电子商

务课程改革与实践路径，此次教学改革是新时代背景下教学模式变革的有益尝试，是高质量实现一流学

科建设的积极促进有意义探索。 

2. 教学现状分析 

2.1. 旅游电子商务行业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定义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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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旅游业囊括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综合性行业。当把电子商务与旅游业结合，形

成了旅游电子商务。旅游电子商务的定义集合了信息通信技术和旅游商务活动，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进

行旅游产品，目的地形象，旅游资源的电子化信息发布，数字营销，电子支付，游客服务等一系列的商

务交易和旅游活动。 
中国旅游电子商务主要覆盖以下几个部分：旅游业网络营销不限于在线旅行社平台(OTA)，典型代

表为携程，飞猪，美团等；饭店电子商务；旅行社电子商务；景区电子商务；旅游目的地电子商务；旅

游交通电子商务；旅游企业电子商务等。旅游业已经人工服务转向为信息技术驱动的新型电子商务服务。

旅游电商不仅可以实现旅游相关参与者与客户直接的高效沟通渠道，比如：携程 OTA 平台的预订服务，

智能景区的门票购买服务等，也帮助旅游供应链的上中下游企业实现信息及数据交换，比如景区和旅行

社，酒店和 OTA 平台，旅游电子商务促进旅游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增长，推动社会科技的进步。 
公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在线旅游业交易规模总额达 8635 亿元，较 2020 年上升显著，虽仍受疫

情影响，但有良好的恢复态势。相比传统电商，国内的旅游电商发展速度较为滞后，专业人员的稀缺阻

碍了旅游与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进程。随着科技赋能旅游业变革创新，如携程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积极拓展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智慧旅游新生态，行业呼

唤急需数字化旅游电商人才。此外，微博数据显示，2022 年 1~5 月，微博旅游直播的累计观看次数较去

年同期提升 230%，旅游直播类从业者和消费者剧增，满足新业态需求的合格旅游电子商务领域人才市场

缺口越来越大。 
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发展更新速度快和市场同质化及竞争激励，而旅游业的特性需要考虑旅游产品

的无形性和服务的差异性，因此高校对于旅游电子商务专业学生进行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思索当前的

后疫情形势及旅游和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方向，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中心的专业教学理念，才能够

更好地迎合数字经济，智慧旅游及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2]。 

2.2. 当前旅游电子商务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 学情分析不到位，开展分类教学力度不够 
电子商务的运营，旅游业的特征都决定了需要应用型复合人才。传统理论教学无法解决旅游电子商

务的实际应用问题，旅游电子商务既属于电子商务学科范畴，又属于旅游管理学科范畴，对于集技术，

管理，服务的交叉学科。传统理论知识的讲解无法拓展在对实践性及服务型的旅游管理业务中，传统的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也难以适应电子商务与旅游管理交叉学科发展。数据驱动的学情分析不到位，

难以为分层分类教学提供支撑，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难以保障。 
2) 课程内容创新创业融合不深入，时代性与前沿性不强 
创新创业类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脱节。根据 2018 版大学教育质量标准要求，各本科院校均开设通识

类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意旨在于解决创新创业事物根本问题的理论及方法论，培养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

初步探索创新创业的路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能综合内外部环境因素，论证创新创业案例，尝试自

发的创新或创业项目[3]。学会撰写创业计划书，并整合资源进行适当的路演及融资。学生对创新创业持

有不同态度，传统的认为考研，考公业务员不需要创业，特别是创新创业类的课程一般都是在大学四年

级开设，学生没有将创新创业与所学专业相联系，为没有融入自己的人生规划。 
3) 课堂教学策略待优化，精准教学效果不佳 
教学方法缺乏数据驱动。学生数快速增长与现有双师双能型教师和旅游教学资源的不匹配，以及传

统教学组织形式难以适应后疫情时代学生学习时间分散等新问题，疫情对旅游业的打击，导致无法从事

课外实践活动。需要根据不同学情的个体通过数据画像，增强个体学生培养的针对性、个性化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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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电子商务理论知识的教学在以往的人才培养中占比很大，这导致学生在就业过程中，

只是具备基础的理论知识而缺少相应的技能及实践操作技巧，所以只理论与实践占比分布不均衡阻碍学

生创新创业的有效发挥[2]。 
4) 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足 
缺乏电子商务创业的创新实践辅导。电子商务创业区别于实体创业，互联网具有信息透明化、无时

间空间限制、优化资源配置、服务高效的特点，如何帮助学生培养电子商务的创新创业模式及思维，从

传统创业转向电子商务创业是解决学生就业创业痛点的根本所在。已经举办了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十二届的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意”等比赛都承载着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的有效途径及平台。因此旅游电商的人才培养，对于学生的评价应引入多种维度，比如具体创新创

业学习成果与学分转换的标准与方法，实现创新创业实践与课程学分之间的转换与认定。 

2.3. 立论总结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数据存储及分析手段在教学领域的普及水平不断提高，在高校教学过程中，

通过大数据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对于课前课中课后，进行竞逐的量化表征和科学的多维度的评价已成

为可行性方案。教师如何运用数据驱动教学过程，高效的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教学留痕，过程记录和精

准教育，满足差异化学生的个体学习需求，成为改进教学质量的重点难点问题。 
本研究的中心主旨是探索以数据驱动，教师如何对学生进行“专业 + 创新创业”的课程教学，实现

旅游电子商务课程教改。研究基于旅游电子商务专业的领域特点，科技革新，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差异，

分类精确通过数据驱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精准设计教学内容，采取有效地教学策略，实施用户画像精

准教学，开展基于数据的教学评价，探索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路径。 

3. 旅游电子商务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思政引领人才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指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用科技手段赋能思想政治工作，思政元素融入的方式具有创新灵活性。

育人模式首先突出要“思政”的引领作用，将思政元素的爱国情怀，大国自信，职业道德融入教学内容，

用思政引领教学改革内容，改革的内容紧扣交叉学科的融合点，即电子商务与旅游管理交叉领域[4]。突

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及创业能力，以创新创业为抓手，凸显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将学生思政教育及双

创实践训练有机地融入整个电商教学环节和模块内容中，为社会培养既有过硬的旅游电商运营技能，又

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创业精神的应用型人才。具体路径如下： 

3.1. 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学情，精准划分学生类别，个性化制定培养方案 

通过数据精准识别学生的个体学情，将个体学习目的与课程教学重点进行匹配组合。总体将学生分

为三大类别：科研学术型，创业实践型，应用技能型。在课程每个章节中的“素质目标”、“知识链接”、

“经典案例”、“创新创业”以及每个小节的“拓展阅读”部分增加职业规范、法律法规、红色精神、

工匠精神、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情趣等与从事旅游电子商务、数字营销推广等工作相关的课程政内容，

强化意识形态属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 
科研学术型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及分析能力。在逻辑思维方面，注重高阶性及创新性的培养，

具体可以根据课程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凝练科研问题培养科研思维。分析能力方面，注重对于研究方法

的补充讲解，培养定性及定量等研究方法的基础运用。 
创业实践型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特点，将旅游电子商务课程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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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定义为以生为本，即德智体美劳为核心、以旅游经济为导向、具有突出创造特性的复合能力。在旅游

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结合我国在线旅游、智慧旅游的发展形势，将创新思维、服务管理，科技创新，

创业实践的课程有机融合到教学中，形成旅游，电子商务，创新创业交叉领域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的落地[5]。旅游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创业能力是学生未来开办在线旅行社、旅游网站、

民宿、网红打卡点等旅游线上 + 实体的能力基础。而创新能力体现在对于旅游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把握，

将人工智能，元宇宙，虚拟人等新概念新思想融入旅游领域，焕发出智慧旅游，数字经济的新特征。比

如依托广州从化地区优势产业，夏季售卖荔枝农产品形成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冬季，凸显旅游温泉

资源，实现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 IP 的打造。 
应用技能型重点突出校企对接，培养以具体岗位技能为导向，实现精准育人。民办高校联合企业成

立旅游产业学院，旅游产业学院为旅游电子商务实训课程专门针对院校开发了一套电商运营虚拟系统，

让学生可以边学理论边实践，承接在线旅游企业的真实工作任务。这一举措能帮助学校培养出更贴近市

场需求的实操型人才。 

3.2. 重构创新创业的教学内容，紧贴旅游 + 电子商务发展热点 

对教学内容重构时，通过将各种创新创业大赛实践项目与教学课程相融合的方式，使学生有更多机

会接触、参与到创新创业当中。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参与课外创新社团的方式来丰富教学内容，有效

增加学生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引导学生自发组成的创新创业团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体验，将理论

学习与实践教学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自主实践探索，这样的教学结合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通过亲自动手有效提升了实践能力，为学生今后就

业、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电子商务视角下，整合校内外资源进行创新创业培育，从而为孵化企业的发

展创造更多条件。 
1) 创新创业信息刺激，唤醒创新创业意愿。通过校园创新创业环境的浸染，唤醒学生创业意识和创

业激情。在创业课程设置的过程中，重视学生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敏锐的嗅到商机。

面对我国数字经济，后疫情虚拟旅游，科技助力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学生应具备在信息筛选能力和大

数据识别能力，以构建与自身创业所匹配的创新创业的能力。 
2) 通过众创空间，孵化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广州南方学院构建了市级众创空间，为学生提供企业

入住，项目落地，创新创业交流的平台与场景，实现了共享经济中资源，空间，社交，网络等内外部资

源的共享创新。同时支持并鼓励有共同创业意向学生自愿组成创业团队，积累创业经验。同时配备创业

指导校内导师及企业导师，使其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指导[5]。 
3) 创业模拟，提升学生旅游电子商务运营能力。基于在线旅游社，景区，航空运输业，酒店业在电

子商务领域的应用。引导学生进行旅游电子商务具体实践，包括线上旅游目的地营销，旅游产品推荐，

旅游策划，旅游售后服务等具体的实践环节。通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进行旅游产品资源销售，旅游资

源宣传等。引导学生创业者有意识地接触酒店业，景区，交通运输业，旅行社，餐饮等机构，扩大创新

创也维度。 
4) 民族品牌及红色旅游案例的融入。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消费与爱国热潮再次被推向高潮。鸿星

尔克等国产品牌的崛起，各类电商平台的国货品牌数量，销量快速增值，助推国民经济的增长，加速我

国走向全球化。民族案例的融入既有着教育意义，同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爱国之心。学生

及教师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爱国情怀越浓，红色旅游热就越热。红色旅游与一般的旅游不完全一

样，传统旅游是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而红色旅游是去进行心灵的体验与传承。红色旅游的“旅游”

只是一个载体，传承“红色”才是目的。同时，加强红色旅游案例融入，也能更好地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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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能够让新时代的奋斗者尤其是年轻人，找到奋斗的精神坐标，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旅游电子

商务课程中融入红色旅游案例，文化教育等元素，能够更好地感受先烈精神，激励大学生为实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 

3.3. 数据驱动精准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实施精准教学，实现个性化培养与特色化服务[6]。尊重学生在学习基础、学习

能力、学习需求、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差异，依托教学创新团队，“线上 + 线下”同步实施精准教学：精

准分析学情，充分运用电子商务专业教学资源库，开设针对性的在线课程，并依据反馈的行为数据，分

析学习效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开展个性化辅导，提

升学生的知识与技能。 
大数据学情分析。教师通过大数据，不仅可以根据预习作业完成情况，分析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

以学情分析为基础优化教学设计[7]。与此同时，教师还可利用优质备课资源和智能备课工具，设计教学

内容。基于大数据的学情分析，有效发现学生的共性问题及个性问题。反馈的数据和信息对教育进度把

控，教学方法他调整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对个体情况的大数据分析，教师可以因地制宜，一对一施教。

基于学习的多样性数据进行爬取，清洗，分析，构建学生管理的大数据云平台。数据的类型分为结构化

和非结构化数据，对学生标签、学习时长、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数据及留痕等进行记录[8]。 
精准教学，个性化推送。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喜好和兴趣领域等方面进行剖析。采用模块化的

方式拆解教学内容，精选公共理论知识模块，就业实践模块，创新创业模块，岗位技能模块，根据学生

选择的职业发展方向自由组合相应模块进行学习。引入鲜活新颖的案例，通过虚拟主播，元宇宙等亮点

助力个性化教学，根据学生个体用户画像以不同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精准大数据推送学习内容。 

3.4. 开展精准考核评价，拓宽创新创业途径 

学生发展评价最终是给学生“画像”，真正落实必须依靠现代技术支撑的大数据评价，通过大数据

平台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建立模型。建立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服务标

准体系，横向上以德智体美劳全要素发展的标准，纵向上以学生各时间节点的学习进程为标准[9]。改革

旅游电子商务课程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的标准，把创业实践课程纳入考核标准中，课程 + 实践 + 创
新创业分配适当比例，把学生的校外实践、企业实践、自主创业活动等纳入考核体系，完善考评机制[1]。 

建立学生发展评价反馈体系。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教务及行政管理部门以智能终端随时查看学生

学习痕迹，实现数据的智能化、可视化、实时化管理。并对学生发展状况及教育教学提出改进性意见，

根据系统生成的数据报告和政策建议制定教育政策，充分发挥学生发展评价的教育引导价值[9]。 

4. 旅游电子商务课程教学改革反思与总结 

本次教改首先开展文献调研与案例分析，系统梳理数据驱动教学改革内涵实质，对双创背景下旅游

电子商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其次，精准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完成人才培养需求及学生

学情的调研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旅游电子商务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再次在电子商务专业学生中开

展创业创新实践。首先，校企协同分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机制灵活、模式多样的实践教学体系、

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第二，按照“实用为主，够用为度，工学结合”的基本要求，重构课程体系，设

计教学内容；第三，联合合作企业组建教学创新团队，“线上 + 线下”同步实施精准教学，实现个性化

培养与特色化服务；第四，开展“分层”考核等方式实现精准考核评价，制定创新创业成果与学分转换

的标准与方法，实现创新创业比赛，项目落地情况与课程学分之间的转换与认定。最后加强电子商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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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创业教育校内实践平台建设。在“互联网+”背景下，建立实践教学平台，将创新创业实践同电子

商务的实训结合起来,通过平台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与困难。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目前的现状是很多学校教学信

息化手段在教学中实施是停留在表面，仅仅是系统平台的使用，欠缺基于数据的分析应用[10]。教师要注

重完善教学设计。从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创新创业人才定位到旅游电子商务课程培养目标链条式

实现教学目标系统设计，结合教学案例、项目等思考矩阵式设计教学方法，以此更好的让思政元素恰当

融入专业知识点。专业教师也要树立创新创业意识，只有教师具备相应意识，才能培养出创新创业型的

学生，因此教师要跟上技术及行业发展热点及趋势，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才能更好的完成教学

任务获得学生及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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