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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ris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hina’s rural resident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f farmers,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but als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villagers desire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get rich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stronger.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tourism practitioners in minority areas, and 
helps villagers in the region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ir tourism service level and opera-
t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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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到旅游开发行

列之中。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而且能够推动农

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村民希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的愿望愈

加强烈，本文提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质量提升的对策，希望帮助该地区村民全面提高

旅游服务水平和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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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概述 

本文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特指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较为密集的乡村地区，该地区不仅有优美的自然环

境，而且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乡村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其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经济发展水

平较为落后。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是指在乡村地域，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并为游客提供所需服务的人员。少

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是指，在少数民族区域内进行的，对其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开展的旅游

相关培训工作。 

2.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现状及问题 

通常来说一个较为完整的培训体系，包括：培训的前期准备、培训的实施过程以及培训后期的效果反

馈等方面的内容。培训需求调查体系、培训课程体系、培训讲师管理制度、培训效果评估、培训管理体系、

培训保障体系等各方面都需要高度协调及配合才能完成一次成功的培训工作，并且达到培训预期的效果。 

2.1. 培训工作前期调查研究不足，缺乏针对性 

当前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多数未进行培训前期的调查研究，培训组织单位并没有对培训地从

业人员的需求进行系统的调查和了解。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较多的差异性，不管是旅游自然资

源的不同，还有诸多民俗文化的不同及旅游发展的不同程度，其培训需求也随之改变，但当前组织单位

多数以偏概全，以同一种培训方案在不同培训地进行旅游培训工作，旅游培训工作整体缺乏针对性[1]。 

2.2. 旅游培训内容及方法存在滞后，缺乏创新性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旅游培训工作，在内容的选择上较为单一，整体主要以餐饮的基本服

务及客房的铺床等技巧的讲授为主，内容上存在滞后性，缺少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电子商务，旅游

市场营销及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培训。培训方法以讲座为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从业人员多数受

教育程度不高，纯讲座形式很难集中精力，培训效果往往不尽人意，整体缺乏新颖，无法带动当地从业

人员的积极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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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旅游培训多数流于形式，缺乏专业性 

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师，主要以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或企业工作人员，

并没有请专门的专家学者来进行培训，缺乏规范性，培训工作多流于形式。同时，培训结束后，后期没

有进行追踪调查，对培训效果没有进行整体分析，导致无法获取培训效果，对之后进行的培训工作无法

提供切实可用的数据，缺乏专业性。 

3.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质量提升对策 

较为完整的培训体系，应包括：培训的前期准备、培训的实施过程以及培训后期的效果反馈等方面的

内容。培训需求调查体系、培训课程体系、培训讲师管理制度、培训效果评估、培训管理体系、培训保障

体系等各方面都需要高度协调及配合才能完成一次成功的培训工作，并且达到培训预期的效果(见图 1)。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因风俗习惯、语言障碍等方面的因素，只有协调好各个方面的资源，因地制宜，

才能最终实现培训效果的最大预期目标。 
 

 
Figure 1. Training overall structure 
图 1. 培训总体思路 

3.1. 加强培训需求调查 

随着乡村旅游的成熟，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日益受到政府、企业机构、专家学者的重视，而培

训需求分析正是开展所有培训工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有限，

加之对培训的认识不够，对贸然进行的培训工作不会感兴趣。培训工作通过前期的需求调查，不仅能够

使村民开始接触旅游培训，对旅游相关培训工作有一定的认识，还能够培养村民的培训意识[3]。最重要

的是，进行培训需求的调查能够确定当地乡村旅游从业员是否需要开展旅游相关培训，如有必要其培训

内容有哪些，以何种培训方式开展，培训的时间、地点如何安排，以及怎样实施培训工作等进行全面的

了解，对下一步培训计划的实施打好基础。针对无法提供多媒体教学用具的村寨，必须自带笔记本电脑、

投影仪等教学设施，并且要考虑进入辖下的村民小组进行培训工作，方便面、火腿肠等应急物资也都准

备齐全。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培训工作，其需求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对培训的内

容、培训的方式等进行了解，还可以充分掌握该村的整体情况，以便采取应对措施。 
需求调查是培训工作中最基础的环节，只有做好需求的调查与分析工作，才能够制定出最适合当地

的培训计划及培训体系，才能将培训工作发挥最大效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其普通话普及情况，

接受能力方面，需进行准确并细致的培训需求调查，这一过程不仅能够发现当地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对旅

游培训的具体要求还能够从中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2. 针对需求制定、调整培训内容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广阔，且各地区社会经济条件不尽相同，民俗文化更是千差万别，即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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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同一地域范围内或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范围内仍存在不同；如云南多民族的聚居地，其各民族文

化各不相同，如内蒙古自治区分布的蒙古族因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差异较为明显。并且，各地区乡

村旅游的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根据旅游发展的不同程度调整培训内容，帮助村民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市

场环境，正确引导并鼓励当地村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旅游行业当中。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

旅游，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当地独有的民俗风情旅游资源。所以，传授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组织策划具有

民族特色的活动，如何实现资源最大化等的内容必须纳入到培训内容当中，使村民更好地服务游客的同

时还能传承及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4]。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培训工作不仅要根据需求调查的结果，

选择合理的培训内容，还要根据当地情况，加强民族传统知识的培训。 

3.3. 培训方式灵活多变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过程，随着网络和多媒体的普及，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

受到质疑。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要顺应时代的热潮，紧跟市场发展的步伐，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段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教

育水平普遍不高，其培训方式应更要注重“活”的教学方式，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先进器材使课堂教学

生动活泼，以便加深印象，还可以采用播放影像、表演小品等直观形式的培训方式，充分调动当地少数

民族地区参与乡村旅游培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直接传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情景模拟法、案例分析

法、操作示范法，这些方法更注重受训者的参与性，并且能够充分调动受训者的积极性，使培训内容变

得简单易懂，培训效果明显[5]。参观考察法与以上方法相比较更为直观，但此方法受益人数有限，所以

在挑选村民代表时要格外谨慎，所选代表不仅要涉及不同的岗位还要选择不同的职位，方便代表返回村

寨组织展开分享心得。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培训工作时，其培训方式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只有

采用正确的培训方式，受训者才能更好的消化所授内容，从而达到培训的预期目标。 

3.4. 选择最佳培训时间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数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只作为其辅助产业而发展。在开展培训工作时，

考虑到多数村民在繁忙时很少有精力参与到培训工作，所以，要根据当地从业人员的需求，必须避开农

业、牧业、畜业繁忙的时间。如每年 5、6 月农忙时期；3、4 月牧业繁忙时期等，此时定无暇顾及旅游

培训；培训时长的选择上最好遵循不得少于 3 天，多于 7 天的原则，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培训方式安排不

同的培训时长，如外出参观考察的培训方式，因距离及考察目的地的数量等因素可能存在延长培训时间

的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旅游培训工作时，需根据前期的调查因地制宜，选择最佳的培训时间，培

训时间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从业人员的参与度及培训工作的最终成效。 

3.5. 重视培训的评估及反馈机制 

保证质量是培训产生效益的根本，不断加强质量控制和管理，才能使培训不流于形式，而落在实处。

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一次较为完整的培训工作，因场地、规模、距离等问题难度上较大，为确保民族

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的质量，从培训前期的准备工作、培训的过程组织以及培训之后结果

的反馈与评估等必须相互协调，使旅游从业人员真正从培训中获益，并将培训结果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会受语言障碍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多，所以，必须注重效果评估及反馈机制，

只有进行评估工作才能了解其效果，进而才能改进并完善培训体系。培训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要做好

培训效果的评估及反馈工作，仔细梳理并分析培训产生的得与失，既为之后培训工作提供方便，也能保

证培训工作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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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建立健全保障措施 

开展一次有序的旅游培训工作，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及协调。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诸多如地

理位置、交通便利性、语言障碍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培训费用的增加、培训师资的短缺等情况，所以，

必须建立健全开展培训工作的保障措施。政府必须加强监督管理职能，并且要积极引导各级单位、企业，

加大投资力度，确保培训资金的运转；加强当地职业院校的合作，不仅能够聘请专业的学者，还能减少

因语言及风俗习惯产生的差异，确保培训师资得到保障；成立民族文化协会，不仅培养对于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保护的意识，还能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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