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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文旅融合热度高涨，国家、省、地方政府及高校，都在积极尝试文旅融合的可行性方法。武夷山

作为世界双遗产地，在文旅融合中有着重要的发展价值。本文从兴趣培养、特色接触、技能掌握、面向

实践等方面，给出了武夷山世界遗产与旅游管理专业融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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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opular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national, provincial, local governments and universities are actively trying the feasible metho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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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Mount Wuyi has important development 
value 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ntegra-
tion of Mount Wuyi World Heritage and tourism manage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est cultiva-
tion, characteristic contact, skill mastery and practic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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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旅融合是从整体视角看待文化和旅游的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从而达到文化和旅游相互融

合、协同发展的目的[1]。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分别在 2015 年、2018 年、2019 年开展“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立、文化部和旅游局的相关职责有效整合以及“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

公布等工作，旨在推动文旅融合、旅游扶贫等工作，促进旅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福建省、武夷山市也

相继在 2021 年、2022 年颁布促进文旅发展政策，积极开展文旅融合相关工作。推动武夷山(上海)文旅茶

会暨 2023 年武夷山春游季推广活动和“武夷山文旅经济研究院”的顺利实施，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而随着文旅融合趋势的来临，在学校开设“世界遗产课程”，普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知识，启动相应

的教育机制是认识和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途径[2]。 

2. 武夷山世界遗产价值 

武夷山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武夷山(Mount Wuyi)于 199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

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目前全球仅有 39 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中国仅有泰山(Mount Tai)、黄山

(Mount Huang)、峨眉山–乐山大佛(Mount Emei-Leshan Giant Buddha)、武夷山(Mount Wuyi)四项世界文

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 

3. 武夷山世界遗产教育的意义 

对武夷山世界遗产教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广泛，在武夷山世界遗产认知、文化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

武夷山世界遗产传承和创新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影响。 

3.1. 增进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尊重 

武夷山世界遗产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增进对与武夷山世界遗产的了解，增进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

尊重。通过丰富多彩的世界遗产教育，可以对于武夷山独具特色的世界遗产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学生

能够通过课程，切实体验武夷山世界遗产带来的美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更好理解文

化多样性带来的精神价值。 

3.2. 增进武夷山世界遗产传承 

武夷山世界遗产教育的开展有助于武夷山双遗产地的传承(表 1)。通过武夷山世界遗产教育，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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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世界一场，使得学生不但能感受自然遗产带来的优美的风景，还能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难

忘体验。在学生们了解文化、感受生活的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其更加积极参与到武夷山世

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Table 1. Brief Introduction of Wuyi Mountain World Heritage Site 
表 1. 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简介 

整体价值 
Overall Value 

武夷山脉是中国东南部最负盛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也是大量古代孑遗植物的避难所，其

中许多生物为中国所特有。该地区为唐宋理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自 11
世纪以来，理教对东亚地区文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公元 1 世纪时，汉朝统治者在程村

附近建立了一处较大的行政首府，极具考古价值 

遴选标准 
Selection Criteria 

符合世界遗产第(iii) (vi) (vii) (x)项遴选标准：独具特色、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生物多样

性 

自然价值 
Natural Value 

武夷山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亚热带森林之一。它是中国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完整森林，涵盖了

中国亚热带森林和华南雨林的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很高。它是大量古老的、遗存的植物物种

的避难所，其中许多是中国特有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很少见。它也有一个突出的动物多样性，

特别是在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昆虫物种方面 

文化价值 
Cultural Value 

九曲溪为新儒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环境，新儒学是一种政治哲学，自 11 世纪以来对东亚

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北宋至清朝(公元 10 世纪至 19 世纪)期间，有不少于 35 所

古代儒家学院。此外，该地区还包括可以追溯到商代(公元前 2 世纪)的墓葬、碑文和带有木

船棺材的岩石庇护所，以及 60 多座道教寺庙和修道院的遗迹 

生物多样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遗产是许多古代遗存植物物种的避难所，其中许

多是中国特有的，并且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动植物，包括大量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昆虫物

种 

保护和发展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武夷山具有较高的生态和景观完整性，以及作为保护区管理的悠久历史。自 1979 年以来，

它一直处于严格的保护地位，在此之前，省级和中央政府对该地区发布了 1000 多年的保护

法令。这是一个巨大的财产，所有必要的元素来表达其价值，包括在指定区域的边界内，并

有一个有效的缓冲区 

相关数据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网 http://whc.unesco.org/整理。 

3.3. 有助于武夷山世界遗产的创新 

武夷山世界遗产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培养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学生通过课程的参与，在对于武夷山世

界遗产有了更加深入学习后。鼓励其结合相关比赛、活动挖掘相关的高附加值成果，鼓励其与个人就业

相结合。有助于激发其创新意识和创造力，推动世界遗产创新发展。 

4. 现有问题分析 

在探索文旅融合的道路上，还存在很多的不足。文章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探索教育教学中可能存

在需要优化的地方，并且针对性的给出建议： 

4.1. 兴趣激发不足 

学生的兴趣在之后的学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兴趣激发不但有助于学生对于该事物有

了解的冲动，还有助于后续持久的学习。但是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往往侧重于知识点

的传授，学生兴趣的激发和培养显得有些不足。具体表现在学习完课程之后：对于什么是文旅融合？如

何推动文旅融合？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下能够做什么？等问题表示模糊。这将不利于后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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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特色接触较少 

特色资源在课外的实际接触相对较少，并且往往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

具体表现在：学生实际资源接触的机会较少、对文旅融合的感受停留在书本、没有很好切实体验文旅融

合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等。甚至在毕业之后，对于武夷山特色的茶文化、朱子文化等还停留在“听过”，

更别说文旅融合了。 

4.3. 注重传统授课，缺乏职业导向 

仅掌握文旅融合的理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具备实际的实用技能并进行合理引导。这将有助于改善

“学旅游管理专业就是做导游”、“学酒店管理就是做服务生”[3]等想法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文旅落到

实处。但根据目前课程的设置来看，学生一来不知道学了这门课对于之后找工作有什么帮助，二来不知

道如何运用到文旅融合中来。这就导致即使学习到了技能，但由于缺乏最后一公里的引导，缺乏目标导

向和长久规划，也会在短期内忘记从而削弱课程价值。 

4.4. 注重传统授课，缺乏职业导向 

文旅融合的概念不应仅停留在思维认识中，还应当注重实践落实。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性较强，甚至

在培养过程中：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院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企业需要学生具备哪些工作技能，

学院就针对性培养哪些工作技能[4]。但目前的实践机会较少，学院有限的项目实践机会未能满足更多学

生对于文旅融合的学习和深入了解，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深入了解。反观现在文旅融合的快速发展，

目前的培养模式是否能赶得上时代下一个风口，其实也是另人值得思考的。 

5. 建议提出 

开发世界遗产教育资源应利用保护和展示文化与自然遗产所涉及的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科学和技

术进步方面的成果。世界遗产不仅可以带动地区旅游、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效益的改善，更是科研

和教育的基地，是探究人类智慧、文明轨迹和自然奥秘的知识源泉[5]。 
文章基于深度学习理论开展教学体系设计。深度学习作为一个学习的概念和理念，与表面学习和策

略性学习对比鲜明。深度学习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忆和理解，而是积极地探究、分析、批判和反思学习的

内容，形成内在的理解和深刻的洞察[6]。深度学习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深入接触学习内容、整合总结学习资源、结合实际创新学习感受。深度学习注重多样课程资源的融合，

多样课程方式的开展，并且注重实际价值的产生。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建议： 

5.1. 课程设计融入文旅 

文旅融合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单独开设文旅类课程是不够的，应当在各类课程设计中，也有所

体现。通过多种知识点、多种场景、多种形式、多种角度的不断印证，或许能够更加有助于学生激发对

于文旅融合的兴趣，便于其后续深入了解。 
通过在不同课程中文旅内容的体现，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于文旅的兴趣，还有助于让学生感受到课程

与文旅融合联系，切实推动文旅融合落地。 

5.2. 特色资源走进学生 

武夷山有着众多特色资源，但是在日常学习中，学生很难全方位切身体会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时

间精力，课程设计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学习和了解的机会不足，对于特色资源的了解深度不够。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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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针对性的增加学习频率、建立体系化的传播方式或许有助于特色资源的更好吸收(表 2 和表 3)。 
 

Table 2. Example of integrating tourism management courses into cultural tourism 
表 2.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融入文旅范例表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融入内容 
Incorporating Content 

中国旅游客源国概论 不同国家对于文旅的研究进展 

旅游政策与法规 文旅融合趋势认识 

旅游学概论 文旅融合在旅游中的切入点，武夷山世界遗产简介 

旅游资源学 针对武夷山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探讨文旅融合的建议方法 

旅行社经营管理 文旅融合趋势下旅行社作为旅游中介体起到的作用，武夷山旅行社特点 

旅游市场营销 针对武夷山不同的文旅产品，有哪些不同你的营销要点 

旅游心理学 如何抓住不同的游客对于文旅融合的需求 

会展策划与管理 会展业在文旅融合中可以有哪些大放异彩的地方 

旅游景区管理 如何将武夷山世界遗产中文化资源融入景区管理中，使景区更有文旅气息 

旅游项目策划 项目策划如何突出文旅主题，如何突出武夷山世界遗产元素 

户外休闲与游憩管理 文旅融合在日常大众休闲中的体现，武夷山当地居民对武夷山世界遗产认知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如何更加贴切游客文旅习惯 

旅游规划学 旅游规划中如何融入武夷山世界遗产，如何避免文旅类设计同质化 

福建历史文化与旅游 如何突出福建及武夷山世界文旅特色，如何更好保护和管理武夷山世界遗产 

 
Table 3. Example of Mount Wuyi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communication mode in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表 3. 武夷山特色资源在旅游管理专业中的传播方式范例表 

传播方式 
Mode Of Transmission 

方式介绍 
Method Introduction 

课堂讲授 将武夷山特色资源融入课程中，以知识点的形式展现给学生 

讲座会议 通过对于通过主题的设置，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解 

研学旅行 结合武夷山特色资源，以文旅融合为主题开展研学旅行 

文旅设计 在日常中开展的文旅产品设计，可得到校内校外老师的指导 

志愿活动 面向非志愿者组织不间断提供部分特色资源志愿服务机会 

 
针对特色资源学生涉及现状及传播方式范例的梳理，旨在发现目前文旅融合中关键一环的不足。倘

若对于最基本的特色资源接触和了解不足，那何谈文旅融合。单单仅针对部分学生开展的学习机会培训，

不足以适应目前文旅融合的大趋势。还是应当给予跟多学生学习的机会，同时在此之前，应当让更多学

生自己明确自己对于文旅融合方向的需求。因为很多学生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否应该学习文旅内容，也就

对文旅融合提不起兴趣。 

5.3. 专岗培训针对文旅 

市场为了适应文旅融合，会根据实际情况产生很多具有新时代要求的岗位。有的岗位是在原本岗位

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工作要求，有的岗位是原来没有现在新增的。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岗位，都要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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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当具备文旅融合的技能(表 4)。 
 

Table 4. Examples of posi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表 4. 文旅融合背景下岗位范例表 

岗位名称 
Job 
Name 

岗位职责 
Job Responsibility 

岗位技能 
Job Skills 

学院培养方式 
School Training 
Methods 

学院培养内容 
Training Content 
Of The School 

文旅策划 负责策划各类活动、比赛等 协调统筹、沟通交流能力等 活动、比赛 给定主题，开展相关

策划类活动、比赛 

导游 负责景区/路线等的讲解 有着丰富的景区/路线相关

的文化背景，具备导游基本

素质 

文化知识学习 +
实操讲解 

对于所应当具备的

内容深入学习之后，

现场模拟讲解 

文旅产品

设计 
负责文创类、文旅类纪念品

等设计 
有文旅融合思维，擅长相关

软件使用 
课程嵌入 + 专
门培训 + 活动、

比赛/实操考核 

在学习完思路、要

点、软件、使用方法

等内容后，用活动、

比赛的方式强化记

忆。 

文旅规划 负责文旅类景区的规划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旅游规

划流程，熟悉文旅融合背景

下如何与景区特色相关联，

熟悉常见的旅游规划软件 

研学旅行

产品设计 
负责收集整理相关资料进

行研学旅行课程产品的设

计、编写、开发 

有专业的文旅设计知识、在

课程设计、产品研发、文案

编辑等方面有自己的思路 

文旅招商 负责招商引入、产品推广、

运营策略制定等 
熟悉文旅综合项目招商及

运营规划及策略、较好的公

关能力等 

情景模拟 给定主题/场景，模拟

现场可能遇到的困

难，并进行解决 

文旅运营 负责园区/项目的维护和 
管理 

有整体项目的运营统筹能

力、善于资源整合等 

相关内容参考部分学术期刊[7] [8] [9] [10]、Boss 直聘(https://www.zhipin.com/?sid=sem_pz_bdpc_dasou_title)整理。 
 

纵使岗位不断变化，但是最关键的文旅知识应当具备。一方面是原有的历史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是

文旅融合实操中的理论知识。学院应当关注到随着时代变化对于学生未来就业的新要求，并尽可能的利

用现有资源创造良好的培养条件。 

5.4. 文旅实践创造条件 

良好的实践条件是文旅融合闭环的关键一步。针对目前文旅类实践集中在小部分项目的现状，可以

考虑跨专业比赛交流、提高实习可选性、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等方法来改善。 

5.4.1. 跨专业比赛交流 
文旅融合单独依靠旅游管理专业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专业的加入，才能够更好发挥文旅价值。 
通过举办多样化的跨专业活动，可以更好通过课堂与实践相互结合，不断提高文旅的融合程度(表 5)。 

5.4.2. 实习可选性提高 
为了提高专业型，目前的实习都是针对专业设置的。就比如旅游管理专业去景区、旅行社，酒店管

理专业去酒店，文化产业管理由于文创类公司较少，也会和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两个专业分实习地。这

就导致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学生即使在学校内学习了文旅知识，但是缺乏文旅相关实习单位进行实际

落实。同时，由于设置了专业壁垒，即使有文创类公司，也会优先文化产业管理的同学，但是在文旅融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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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进程中，旅游管理专业也会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所以，增加文创类实习公司数量和跨专业选择实习

基地或许可以促进文旅融合下旅游管理专业更好发展。 
 

Table 5. Examples of cross profess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 competitions 
表 5. 跨专业文旅类比赛范例表 

比赛名称 
Competition Name 

比赛内容 
Game Contents 

主要涉及专业 
Mainly involving majors 

文旅线路设计大赛 侧重专门的文旅线路设计 旅游类专业：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旅

游服务与管理、旅游规划与策划、导游、

休闲服务与管理等 
其他类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汉语言

文学、广告学等 

文创产品设计大赛 侧重文创类产品设计 

文旅规划大赛 侧重景区整体设计 

文旅短视频拍摄大赛 侧重文旅类创意短视频拍摄，可以结合 
短视频平台宣传 

文旅摄影大赛 侧重文旅类照片拍摄 

文旅导游词设计大赛 侧重文旅类导游词设计和优化 

文旅创业大赛 侧重针对文旅类创业项目的培养和扶持 

世界遗产保护大赛 侧重武夷山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5.5. 学生层面做好规划 

提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有助于在文旅融合环境下提前感知未来发展方向，及时准备并做好调整(表
6)。 

 
Table 6. Pred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different tourism related pos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表 6. 文旅融合背景下不同旅游相关岗位发展前景预测表 

岗位名称 
Job Name 

岗位前景 
Job Prospects 

发展瓶颈 
Development Bottleneck 

文旅策划 对于资源协调、现场指挥、沟通协调等能力的提升有很大

帮助，在策划类岗位可以纵向发展；结合文旅，可走专业

路线并涉及其他文旅岗位，如文旅招商、文旅运营。也可

后续升至管理层 

随着年龄的增加： 
个人经验和对文旅融合的理解会加深，

但是在创新性方面可能不足后人 
倘若没有达到管理层水平，再去一线做

设计，会感觉身体和精力不足。此时发

展空间受限 
文旅策划、文旅规划等岗位需要实地考

察，在兼顾出差、家庭、身体等方面挑

战较大 

文旅产品

设计 
掌握基本的产品设计思路和软件，可胜任其他产品设计岗

位；倘若掌握旅游规划、文案撰写技能，后续可往旅游规

划方向发展，并且会在规划方案设计方面更胜一筹 

文旅规划 掌握旅游规划知识，后续可做其他类旅游规划项目；有能

力、有资源者可单独承接旅游规划或者景区建设项目 

研学旅行

产品设计 
侧重于具体的研学类旅游产品(路线)的设计，可深挖研学行

业，提高专业度 
研学旅行产品设计岗位掌握技能相对

单一，可以学习文旅产品设计大类知

识。同时也可以向文旅策划、文旅规划

方面延伸。否则专业瓶颈明显 

导游 可评优秀导游，若掌握外语未来职业可选性较多 瓶颈明显，评级受多方因素影响。转岗

多以讲解为核心的岗位展开，可积极学

习其他类知识 

文旅招商 在沟通表达、为人处世、整体协调方面的能力提升较多。

可承担其他项目的招商和运营 
受平台赋能较多，可积极利用平台资源

强化自身 
文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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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类岗位受到文旅融合加持，在很多方面其所需要的核心素质相类似，可以多研究学习，在文旅

行业成为“全才”有助于缓解职业瓶颈。 

6. 结语 

文旅融合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之一，旅游管理专业在文旅融合浪潮中，应当积极融入世界遗产

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武夷山世界遗产教育与学科体系建设之间

的关系。从兴趣培养、特色接触、技能掌握、面向实践等角度出发，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于武夷山世界遗

产的认知程度，进而为促进武夷山世界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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