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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切实推进新文科建设。《旅游策划》是旅游管理专

业一门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的课程，对培养新文科旅游策划人才有重要现实价值。文章以新文科建设、

一流本科课程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为本课程改革的主要依据，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

考核等方面细化课程设计。以期通过创新课程设计体系、增强互动式情境模拟、积极参加专业类竞赛、

优化课程考核方式等策略，有效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新文科课程改革与设计

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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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need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Tourism Planning is a course 
that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epth for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for training new liberal arts tourism planning talents. The article takes the con-
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the culti-
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s the main basis of this curriculum reform, and refines the curricu-
lum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
ing assessment. It is expected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rse teaching, comprehen-
sively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sign of new liberal arts courses by innovat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 system, enhancing in-
teractive situation simul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optimizing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other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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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高等教育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也是呈现一个国家教育发

展现状与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其教育教学理念是培养社会各行各业专业人才的重要指导方针。在新时

代发展背景下，信息化和科技化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推动了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推动着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2020 年教育部在山东威海组织召开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正式吹响了新文科建设的集结号，

在《新文科建设宣言》中谈到，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并从提升综合国力、坚

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文科教育融合发展五大方面，呈现了新文科建设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新文科建设发展关系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综合素质的提升，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需深入

落实的重要举措。在立足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前提下，新文科建设发展应当加强大学生教育

教学改革，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课程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其质量水准直接决

定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2] [3]。旅游管理作为传统的文科类专业，受教育环境和行业动态影响较大，迫

切需要加强课程改革与优化课程设计，及时更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推动旅游行业发展和培育旅游专业人

才提供重要支撑条件[4]。《旅游策划》是旅游管理类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该课程主要依托策划学、营

销学、管理学等学科背景，全面而系统地阐明策划在旅游领域中的实际运用。该课程需要学生掌握旅游

策划的基础理论及其知识框架，并能够充分运用相关原理和技巧，创造性的完成专项旅游策划项目，对

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 [6]。在新冠疫情的后时代，旅游业的恢

复和发展需要呈现不同类型的旅游策划方案，以更好地满足旅游者多样化诉求，进而实现旅游经济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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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复苏，助力旅游产业的提档升级。 

2. 《旅游策划》课程改革的主要依据 

2.1. 新文科建设与发展的时代诉求 

“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源于新时代发展形势下对传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反思。教育

部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为新文科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走向成型、成熟[7]。新文科建设与发展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切实提升学生的社会认同感、民族自豪感以及文化素养等多

项认知，培养学生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旅游策划》是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和专

业技能的重要课程，需要学生将专业知识充分运用于工作实践，呈现出旅游要素相关的创新性成果。比

如：旅游线路策划、旅游商品策划、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旅游节事活动策划等。新时代发展需要加强

新文科建设，而新文科的建设和发展理念则为《旅游策划》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2.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发展需要 

大学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全面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建设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一流本科专业，需要高校教师不断汲取专业知识和提升专业技能，

实现课程改革和优化，提升教学成果和质量，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旅游策划》的课程建设需要始终

围绕学生的综合发展为核心，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敢于创新，大胆思考，积极探索。以激发

学生旅游策划和创新思维兴趣为主要着力点，优化教学方法，努力推进课程建设，提升教学效果，切实

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意见方针。 

2.3. 复合型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旅游策划》是高校旅游管理类重要的“理论 + 实践”课程之一，该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既要求学

生能够掌握旅游策划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也需要学生应当具备较强的旅游策划创新实操能力。旅游业

是一个长期处于动态变化的产业，从业人员需要有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行业动态分

析能力和预判能力。旅游策划是优化旅游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因此，培养学生策划思维意识，提高学生旅游策划实践能力，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应用型复合型人

才是该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 

3. 《旅游策划》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 

3.1. 教学目标 

模块化知识体系构建和开放式管理机制是创新实践实施的重要保障[8]。基于此，本课程主要围绕“创

新 + 创意 + 创造”的教学理念，科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模块化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学生掌

握旅游策划的基本原理，理解旅游战略与开发策划，明确旅游发展的要素策划，熟悉旅游策划相关的文

案制作，提高旅游策划实操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小组分工，团队协作，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新文科专业人才。支撑毕业要求的创新能力、团队沟通协作能力、服务意识、专业

技能等指标点。具体教学目标如下： 
1) 知识目标：掌握旅游策划的相关基础理论，如：旅游策划的概念体系、理论基础、类型与属性、

基本原则、主要方法、策划程序、战略与战术以及情感取向等。学会分析旅游战略环境的变化，理解旅

游地形象策划的范式、方法与技术，了解旅游市场营销组合的手段，明确旅游相关要素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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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目标：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重要性，能够辩证地分析旅游策划对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影

响，熟练地将旅游策划相关知识运用于实践项目中，并以个人或团队的形式完成相应的旅游要素策划方

案，提升逻辑思维和创新策划能力。 
3) 素养目标：感受旅游策划的魅力，提高对旅游管理专业的认可度和认知度，增强自身未来就业方

向意识。养成良好的服务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创新意识与敬业精神，形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富有

人文精神，并能够激发学生持续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 
4) 思想品德目标：使学生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道德价值观，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

全的人格，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对旅游政策进行解读，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意识，做好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准备。 

3.2. 教学方法 

基于 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采用“问题导向–实践模拟–能力培养”的教学模

式，构建多样式教学方法体系，丰富课程教学，提升教学成效。其中主要的教学方法包括：讲授法、案

例教学法、分组研讨法、实践教学法、情境模拟法等。通过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让全部学生能够积极

主动的参与课程学习和课堂设计，深入理解旅游策划理论知识，认知旅游策划项目主题、目标、原则、市

场、方法、步骤、内容设计、盈利模式以及风险保障等，进而完成具体的旅游策划书文案制作和汇报展示。 

3.3. 教学内容与课时安排 

本课程教学内容分为三大篇章：基础原理篇、方法技巧篇和情境实践篇。从基础理论学习，再到旅

游策划方法和技巧运用，最后通过课程实践，让学生掌握旅游策划相关要素的文案制作，提升学生创新

创意思维能力，增强学生专业认同感和归属感。本课程共 32 课时：第一篇，基础原理篇(10 课时)，包括

旅游策划的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发展战略策划等内容，让学生掌握旅游策划的原理，积累理论知识；

第二篇，方法技巧篇(8 课时)，包括旅游策划方法、步骤、战略与战术、引爆点等内容，让学生掌握旅游

策划文案制作基本流程和方法；第三篇，情境实践篇(12 课时)，包括旅游地形象策划、旅游营销策划、

旅游节事活动策划等内容，让学生通过理论自主学习和教师引导，展开课程课内实践活动，重点掌握旅

游相关要素策划的工作流程、要点、异同，提高个人旅游策划专业能力，增强团队配合意识和集体荣誉

感；最后，进行课程总结(2 课时)。具体教学内容设计和课时安排，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and class hours arrangement 
表 1. 教学内容设计和课时安排 

课程设计 授课题目和课时安排 核心内容 

第一篇 
基础原理篇 

(10 课时) 

第 1 章旅游策划的基础理论 
(4 课时) 

1.创意、策划、旅游策划的概念辨析； 
2.旅游策划的理论基础； 
3.旅游策划的类型、属性、基本原则 

第 2 章旅游策划知识体系 
与情感取向(2 课时) 

1.政策知识解读；2.科技信息知识； 
3.地方知识要素；4.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第 3 章旅游发展战略策划 
(4 课时) 

1.旅游战略环境分析；2.定位与目标策划； 
3.旅游产业体系策划；4.战略路径设计 

第二篇 
方法技巧篇 

(8 课时) 

第 4 章旅游策划的主要方法与步骤(4 课时) 1.旅游策划的方法；2.旅游策划的程序； 
3.旅游项目分类策划 

第 5 章旅游策划的战略与战术 
(4 课时) 

1.旅游策划的战略与战术； 
2.旅游策划引爆点的技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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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第三篇 
情境实践篇 

(12 课时) 

第 6 章旅游地形象策划 
(2 课时) 

1.旅游地形象策划的概念及内容； 
2.旅游地形象策划的范式、方法与技术； 
3.旅游地形象策划的价值和意义 

第 7 章旅游营销策划(2 课时) 1.旅游客源市场开发策划； 
2.旅游市场营销组合方式； 

第 8 章旅游节事活动策划 
(2 课时) 

1.旅游节事策划的原则、方法、内容； 
2.案例资料收集、整理、归纳、陈述 

第 9 章旅游商品策划 
(2 课时) 

1.旅游商品类型划分； 
2.旅游商品的开发、包装策划； 
3.特色旅游商品策划的展示 

第 10 章旅游景观创意策划 
(2 课时) 

1.具有地域的特色旅游景观展示与分享； 
2.旅游景观创意策划的实践 

第 11 章旅游线路策划 
(2 课时) 

1.旅游线路设计的内容、要求、方法等； 
2.旅游线路设计大赛情境模拟 

课程总结(2 课时) 

3.4. 教学考核 

基于课程教学目标，课程考核分为过程考核、实践考核和期末考核三大方面。一是过程考核：出勤

情况(30%)、课堂表现(40%)、平时作业(30%)；二是实践考核：具体策划项目实践成果(50%)、专业竞赛

(50%)；三是期末考核(考查)：旅游要素策划书(70%)和汇报(30%)。课程考核期末总成绩 = 过程考核成

绩(20%) + 实践环节成绩(30%) + 期末成绩(50%)。 

4. 《旅游策划》课程改革与设计的策略 

4.1. 依托新文科建设目标，创新课程设计体系 

新文科建设要求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改革创新，创造适合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体系，推动

文科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促进文科与其他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

始终保持教学初心，立德树人，科学确定新兴旅游策划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创新多学科交叉复合

的新课程体系。《旅游策划》课程主要通过“理论铺垫–方法学习–实践展示”的课程设计，将理论知

识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让学生能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反馈理论信息。在

部分教学环节的设计中，展开课程思政教育，提升学生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专业认同等。例如：在旅

游地形象策划教学环节中，通过让学生收集不同城市的旅游形象，探讨旅游地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区分

不同旅游地形象的差异及原因，加强学生对不同地域文化的认知，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旅游

商品策划教学环节，立足地方旅游资源和服务地方经济原则，让学生通过市场调查和资料收集，了解不

同旅游消费群体对旅游商品的喜好，设计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商品。 

4.2. 增强互动式情境模拟，提高学生学习热情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长期学习的爱好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传统的教学过程

中，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聆听为辅，往往会导致课堂学习氛围沉闷，学生主动参与性不高，互动性

不强。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成为了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的重难点。在科技

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教学工具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如：超星学习通、中国大学 MO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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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腾讯课堂等，这些教学软件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教师展开课堂导入和优化课程设计，对于提高学

生主动学习热情、训练创新思维以及开展实践教学有重要现实价值。本课程在情境实践篇中，设计了多

个游戏互动环节，如：旅游节事活动、旅游商品设计、旅游线路设计比赛等，教师通过任务引导和具体

章节设计，让全体学生积极参与、组织、汇报、表演、互评等环节，在课堂中体验旅游策划的魅力，知

晓旅游策划的现实价值及其重要性，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专业知识的长期爱好。 

4.3. 积极参加专业类竞赛，丰富学科教学成果 

理论基础是指导实践工作的重要依据，实践过程则是检验理论和反馈信息的重要环节。为增强学生

的专业认同和课程认同，丰富课程教学成果，学生可通过教师指导参加各项专业竞赛，一方面可以获得

课程部分实践环节的分数，另一方面可积累专业竞赛经验，增长自身见识，训练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提高学生敢于创新与大胆实务的精神。与本课程相关的专业竞赛包括：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

意策划大赛、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课程通过以赛促教的方式，

不仅可以提升青年教师专业素养和指导学生参与专业竞赛的能力，同时对拓宽学生专业眼界，增强专业

归属感也有重要价值。 

4.4. 优化课程的考核方式，培养文科复合人才 

课程考核方式是课程设计和学生考评的重要参考指标，多样化的考评方式是展现学生综合能力，优

化考评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新文科建设要求根据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趋势，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界

整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在文科人才培养过程中，课程考核是一

项重要参考指标，如何体现课程设计的特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则显得尤为关键。基于此，本课程

考核方式主要由过程考核、实践考核和期末考核构成，每个环节都需要学生认真对待，仔细思考，深度

参与。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下，教师要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让学生在课程学习和实践中提升团队协作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策划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等。以实现科学有效地课程考评，提高教学质量并

做好课程总结工作。 

5.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强新文科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持，需要持续推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发展目标。

高校是培育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思想政治教育和助力学生成长成

才的重要保障，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旅游业是一个

不断创新和波动性较强的产业，其策划内容亦需要不断拓展，《旅游策划》课程十分契合新文科建设所

强调的创新性、发展性和融合性特征，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都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对于

该课程的改革与设计，不仅需要深度解读新文科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还需要在课程实践中不断改进课

程内容，完善课程设计，优化教学质量。高校教师是培育专业人才的主力军，是知识创新和研究创新的

中坚力量，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教师也应当积极探索新方法，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努力贡献力量，彰显课程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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