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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学概论》作为旅游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在课程教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依托新疆独具特色

的世界遗产资源，结合《旅游学概论》具体课程内容，从学生兴趣、文化自信、职业规划方面入手，力

求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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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Science”, as a core course for basic tourism majors, has played an im-
portant role in course teaching. This article relies on the unique world heritage resources of Xin-
jiang,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ourse content of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Science”, starting 
from students’ interes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areer planning, and striv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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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遗产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科学、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利用世界遗产进行科学考察和传播历

史文化知识是其价值的真正体现。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多元化目标具体体现在科学目标、教育目标、文

化目标和旅游目标[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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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校应发挥学校自身学科和专业优势设置与世界遗产相关

的课程，完善世界遗产学科体系[3]。本文将立足《旅游学概论》，针对现有问题给出课程体系优化建议，

以此希望能够促进新疆世界遗产资源与《旅游学概论》更好融合。 

2. 现有问题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并结合《旅游学概论》实际线上教学经验，总结出以下几个问题： 

2.1. 知识点枯燥，缺乏趣味性 

《旅游学概论》概念性、基础性的知识点较多，这就有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为了应试准备，

仅关注知识点背诵而缺乏对于旅游专业兴趣的培养，不利于对于旅游专业更加全方面认知。 

2.2. 文化感受不深刻，缺乏体验 

常规的《旅游学概论》教学中往往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能够较好满足学生应试的需要，但是缺乏

体验，学生对于具体的旅游要素认知不全面。这就导致学生一方面缺乏后续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另一方

对于课程中遇到的文化元素也难以有更加深入的感受，不利于文化自信的培养。 

2.3. 注重传统授课，缺乏职业导向 

由于《旅游学概论》通常在入学时学习，而这个时候，学生处于认知专业前景的关键时期。因而，

《旅游学概论》除了承担知识传授的作用外，还有着明确职业方向、树立职业目标的作用。 
但是，在日常的授课中，往往由于采用介绍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注重了知识点的讲授，而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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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学生对自己学习该门课程的定位并不明确，教师在讲解中也没有进行学生的职业导向教学。

具体表现在：学完课程对旅游行业未来前景认识较浅、不清楚旅游专业对口的细分行业、不清楚每个行业

基本的工作职责、更对意向岗位没有大致感受[4]。这就导致学生在以后从事旅游职业时不清楚各国的旅

游发展状况，无法就古代和现代的旅游进行有效对比，造成孤陋寡闻，使课程价值没有很好发挥。 

3. 建议提出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为方便清晰认识不同建议之间构成的课程体系，绘制了图 1：新疆

世界遗产教育融入《旅游学概论》课程体系图。 
 

 
Figure 1. Curriculum system diagram of Xinjiang 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into the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Science”  
图 1. 新疆世界遗产教育融入《旅游学概论》课程体系图 

 
该课程体系不是相互割裂的，不同的参考范例之间可以相互结合，更好促进彼此课程目标的实现。

比如：在激发学生兴趣过程中，单单开展对于天山大峡谷的自然和人文介绍可能还不够，或许还应当的

加入职业规划的引导，明确学习《旅游学概论》这门课是有用的，是可以找到相对心仪的工作，或许会

对激发学生兴趣有帮助。 

3.1. 紧密贴合新疆世界遗产具体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景区旅游资源和要素相对丰富，有助于学习兴趣的激发。天山大峡谷景区囊括了除沙漠以外的新疆

所有自然景观，具有极高的旅游欣赏、科学考察和历史文化价值，并开发出户外拓展、雪山冰川、滑雪

滑冰、游船、自驾游、科考、探险、徒步、摄影等主题旅游项目，被评为国家 AAAAA 级景区[5]。天山

大峡谷符合学习兴趣激发的前提要求。本节以列表的方式展示新疆世界遗产教育中天山大峡谷与《旅游

学概论》课程融合范例(表 1)。 
以天山大峡谷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例，运用图片、音视频、小组讨论、现场提问、作业等方式，

力求更加全面的展示天山大峡谷丰富的旅游资源，更好激发学生对于旅游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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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ianshan grand canyon in Xinjiang 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example table of integration with the course “Intro-
duction to Tourism Science” 
表 1. 新疆世界遗产教育中天山大峡谷与《旅游学概论》课程融合范例表 

融入内容 对应课程知识点 开展形式 开展内容 

十二连湖 旅游的社会影响 图片展示 
现场讨论 

展示十二连湖美景； 
还有哪些景点还承担着社会责任 

天门 自然旅游资源 
图片展示 
视频播放 
旅游线路参考 

展示天门自然风光； 
播放主流博主打卡视频，更好身临其境感受天门的美； 
提供旅游线路作为参考 

加斯达坂 
观光区 

旅游可持续发展， 
生态保护 

图片展示 
现场讨论 

侧重于展示狐狸，高原兔、雪鸡等野生动物；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什么； 
生态保护的意义； 
如何更好促进生态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 

乔亚草场 冰雪旅游、旅游季

节性、全域旅游 
图片展示 
现场提问 

展示乔亚草场不同季节美景； 
为什么要发展冰雪旅游； 
发展冰雪旅游体现了旅游特性中的哪一个？ 

天鹅湖 人文旅游资源 
图片展示 
故事讲述 
个人作业 

展示天鹅湖美景； 
课前作业：现场简单讲述天鹅湖的故事； 
探讨天鹅湖传说如何在旅游业中发展 

照壁山 旅游服务设施 图片展示 
小组讨论 

展示照壁山相对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 
讨论以上设施涉及旅游业哪些方面，并思考相关企业在

整个旅游业中起到的作用 

哈萨克民俗 
风情之姑娘追 人文旅游资源 视频欣赏 

小组讨论 
寻找姑娘追民俗风情现场视频； 
并思考传统文化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保持文化特色 

新疆抓饭的 
美丽传说 人文旅游资源 小组讨论 

小组作业 
探讨吃完新疆抓饭的自我感受； 
探讨新疆抓饭如何促进“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品牌塑造 

哈萨克族的 
“恰秀” 人文旅游资源 

图片插入 
文字讲授 
个人作业 

对哈萨克族的“恰秀”进行描述； 
寻找其他少数民族类似的习俗 

新疆维吾尔 
木卡姆 人文旅游资源 

音视频欣赏 
民俗舞蹈/ 
音乐表演 

欣赏新疆木卡姆； 
邀请会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的同学为大家表演任意节目，

并尝试说明寓意 

3.2. 促进新时代与新疆世界遗产融合，增强文化自信 

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起到着重要的意义。文化自信在新时代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政党和民众在多元文化网状交织中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与高度信仰[6]。 
在《旅游学概论》课程中，促进新时代与新疆世界遗产融合，有着一定的长远意义和实践价值。本

节以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为例，探索其增强文化自信的方法范例(表 2)。 
由于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共有 22 处世界遗产(其中 6 处在新疆)，且均有着丰富的自然和文化内

涵。而单从课程章节来看，往往对应着旅游资源部分的知识点，以知识点对应的方式开展课程受到限制。

所以除了课堂中多样方式的学习外，文化自信的培养还应该兼顾第二课堂。使学生课上听完知识，课下

还能有感而发，可能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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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verview of Xinjiang world heritage resources 
表 2. 新疆世界遗产资源概况 

部分人文资源 资源特色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

提供了珍贵资料对研究世界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苏巴什佛寺遗址 苏巴什佛寺遗址始建于公元 3 世纪，公元 10 世纪后因战火逐渐废弃，是新疆保留至今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建筑群遗址 

克孜尔尕哈峰燧 克孜尔尕哈烽燧始建于汉代，属军事报警设施，是目前古丝绸之路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

的一个烽燧遗址，也是新疆年代最早的长城资源，被称为“红色哨卡”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为唐代遗址，共有 46 个洞窟，现在较为完整的洞窟有 38 个，其中 19 个为支提窟，

19 个为毗诃罗窟。克孜尔尕哈烽燧距克孜尔尕哈千佛洞仅千米之遥，两处景点均为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先后作为汉晋时期戊己校尉治所(称高昌壁)、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高昌郡和高昌王国

所在地、唐代的西州和高昌县、宋元时期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城，至 14 世纪废弃 

北庭故城遗址 北庭故城是公元 7~14 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北麓的第一大中心城镇，是天山以北地区重要的军

政中心和交通枢纽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https://whc.unesco.org)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网 
(https://wlt.xinjiang.gov.cn/)。 

 

 
Figure 2. Xinjiang 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into the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Science” to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curriculum system example diagram 
图 2. 新疆世界遗产教育融入《旅游学概论》增强文化自信课程体系范例图 

 
首先在课堂中，通过丰富多彩的情景教学，让学生先对相关知识点产生一定了解；其次通过专题讲

座、校外参观、实地研学的方式对于相关知识点加深印象，并且侧重于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自信的培养；

最后通过个人小论文的形式，并围绕“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中的文化自信”为主题，阐述自己的想

法和收获(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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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tegration of 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in Xinjiang into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science” example table of ways to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表 3. 新疆世界遗产教育融入《旅游学概论》增强文化自信途径范例表 

增强方式 方式介绍 

情景教学 采用模拟人物、装扮、情节等方式，在课堂中也能体验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特色文化带来的 
影响 

专题讲座 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者讲述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发展历史和现状等。侧重于讲解申遗产过程、 
不同国家文化差异，感受文化带来的自豪感 

校外参观 借助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和了解新疆历史、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所蕴含的

文化等 

实地研学 提前设定研学计划，实地感受历史过程、文化内容。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在新疆有 6 处，分别是：

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峰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北庭故城遗址 

个人论文 以小论文的形式：利用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上中国的 22 处考古遗址和古建筑为元素，探讨增强

学生文化自信的方法 

3.3. 结合新疆世界遗产具体就业岗位，帮助职业规划 

2019 年教育部提出了新文科规划，这是对中国传统学科固有思维的突破，有利于对学科交叉与融合

的促进。新文科建设有三大转向：从以学科为导向到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到交叉融合，从适应服

务到支撑引领[7]。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内容的加入，就是多学科协同，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表现。职业生涯规划是指

结合当下可用资源对于未来个人预期生活状态和工作岗位做出的合理规划。具体分为就业指导和专业规

划两部分。尽早进行就业指导和专业指导，有助于学生尽早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

学生可以通过获取更丰富的信息，及时调整更符合自身的职业规划[8]。 
而《旅游学概论》最为最先接触新生的课程之一，在课程中加入职业生涯的内容就显得意义非凡。

一方面，根据每章知识点的不同特点，针对性的加入职业生涯的内容；另一方面，除了职业生涯课程，

倘若能够实地考察，结合不同行业背景、公司状况、岗位设定来进行授课，或许能够更加身临其境感受

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虽然不能与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效果相比，但是能够尽早让学生对于职业生涯有所

认识，课程目的就已经达到(表 4)。本节以天山天池为例，探索新疆世界遗产教育与《旅游学概论》融合

范例。 
 

Table 4. Example table of integrating Xinjiang 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into career planning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Science” 
表 4. 新疆世界遗产教育融入《旅游学概论》融入职业规划范例表 

章节 章节介绍 职业生涯内容 期望效果 

第一章 
旅游活动的 
历史发展 

主要讲述旅游活动的

历史产生进程等内容 

形式：课堂讨论/课后作业 + 理论授课 
内容 1：你眼中的旅游是怎么样，认为未来会

朝什么样发展？ 
内容 2：职业生涯是什么？ 

初步对于旅游行业

和职业生涯有所 
认识 

第二章 
认识旅游活动 

主要讲述旅游活动的

概念及区别等内容 

形式：课堂讨论/课后作业 + 理论授课 
内容 1：大众旅游趋势明显，你认为旅游会带

动哪些岗位 
内容 2：个人如何自我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内容 3：你认为天山天池景区会有哪些岗位？ 

初步对与旅游行业

的岗位职责有所 
认识； 
初步了解自我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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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第三章 
旅游者 

主要讲述旅游者需求

的产生等内容 

形式：情景模拟 
内容 1：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旅游需求，不同的

岗位工作状态也不同，请说说你对于旅游业不

同岗位的认知 
内容 2：天山天池景区中和旅游相关的岗位有

哪些？具体做什么？ 

从自身和小组角度

出发，初步感受旅游

行业不同岗位的工

作状态 

第四章 
旅游资源 

主要讲述旅游资源的

相关概念、开发、保护

等内容 

形式：实地参观 + 课后作业 
内容 1：老师带领同学到天山天池景区边参观

边讲解知识点，并参观不同岗位工作状态 
内容 2：课后写出景区 3~5 个岗位的工作职责，

并说出你从事该岗位的意向 

切身感受在景区的

不同岗位的工作 
状态 

第五章 
旅游业 

主要讲述旅游业及其

相关概念、产品等内容 

形式：云参观 + 课后作业 
内容 1：老师收集与天山天池景区有合作的旅

行社相关宣传片、视频、图片进行放映。并讲

解不同岗位的工作状态 
内容 2：课后写出旅行社 3~5 个岗位的工作职

责，并说出你从事该岗位的意向 

切身感受在旅行社

的不同岗位的工作

状态 

第六章 
旅游业中的 
主要经营部门 

主要讲述旅游业中 
相关的部门等内容 

课中： 
内容 1：hr 介绍/学长学姐讲述/内推寒暑假实习 
内容 2：理论授课，讲授职业生涯规划报告的

组成和书写 
内容 3：天山天池景区涉及哪些旅游业中的主

要经营部门？ 
课后： 
实地实习 + 自我总结 

切身感受在酒店、民

宿、规划公司等不同

场所的不同岗位的

工作状态 

第七章 
政府调控与 
旅游组织 

主要讲述国家介入和

干预等内容 

形式：课堂讨论/课后作业 + 职业生涯规划 
报告 
内容 1：讨论/收集 5 条以上与旅游相关县级以

上政策，并分析该政策对于择业的影响 
内容 2：作出与旅游相关的职业生涯规划报告

初稿 

了解国家大政方针

对于职业规划的指

导作用； 
对于旅游行业的职

业发展有更清晰和

明朗的认识 

第八章 
旅游市场 

主要讲述旅游市场， 
旅游市场细分以及不

同旅游市场的特点等

内容 

形式：课堂讨论/课后作业 + 初稿指导 
内容 1：对于 2~3 家不同旅游市场的背后 
公司的发展前景、工作环境、薪资福利等有所

了解 
内容 2：对于有代表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报告在

课堂上进行指导 

提前了解不同旅游

市场及其公司的就

业前景； 
明确自身职业生涯

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第九章 
旅游的影响 

主要讲述旅游可持续

发展和旅游对目的地

不同层面的影响等 
内容 

形式：报告 
内容：作出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报告，可以是

旅游行业的岗位，也可以是行业的岗位 

客观看待旅游对社

会的影响，总结自身

职业生涯方向 

4. 结语 

综上所述，新疆世界遗产教育与《旅游学概论》的融入可以从学习兴趣、文化自信、职业规划三个

角度出发。而后续的融入和优化，离不开老师个人能力的提升。这就需要老师：善于总结，逻辑思维严

密；增加技能，掌握专业的职业生涯知识；勤于磨课，优化课程层次。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使得课程

能够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真真实实发挥基础性、启蒙性课程的作用，给学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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