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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地理》是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本文以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地理》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为例，从课程基本地位、课程建设基础、课程内容设计、课程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目标、

课程建设保障等六大方面展开探索，梳理课程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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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geograph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Tourism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the excellent online open course of tourism geography of Maoming v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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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course, the 
basis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content,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ch-
ing, the goal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the guarantee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so as to sort 
out the ideas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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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基本地位 

《旅游地理》课程是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让学生初步掌握旅游地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各分区最具特色的优势旅游资源、主要旅

游区、景点及其旅游价值，从而全面认识中国旅游国情，深刻理解旅游兴国战略，树立为中国旅游业发

展贡献力量的信念，提升专业素质与能力[1]。本课程是以旅游管理专业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据

进行整体化课程体系设计而形成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的指导思想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旅游地理知

识。在教学上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并融合了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对知识和态度的

要求，培养旅游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树立空间地域意识，形成旅游综合动态思维。

本课程与前、后续课程衔接得当，学生学习本课程前会学习《全国导游基础知识》、《地方导游基础知

识》等前续课程，掌握基本的旅游资源相关知识，对《旅游地理》所涉及内容有大概认知，同时，本课

程的学习可以为后续的旅游企业管理实习奠定基础。 
《旅游地理》课程依据旅游管理专业就业岗位群对本专业人才要求的特点，确定课程内容，采取理

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探讨、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学习能动性。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学会运用旅游地理的基本知识及技能，树立空间地域意识，学会多学科、多角

度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国内旅游管理专业，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高职层次，都将《旅游地理》作为旅

游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高职层次的教学将更多地用于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本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课程内容非常符合当前阶段学生知识的补充。国外《旅游地理》是非常成熟的学科，有丰富的

理论知识、教学经验可以借鉴，本课程将在汲取国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之上，充分地将其运用于中国旅游

地理教学过程之中。 

2. 课程建设基础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地理》课程自 2004 年开设专业以来设立，得到广大学生、同行教师认可，

在同类课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强的示范性。现已在学校课程中心平台上有建设基础，并且为 2020
年度开设的课程。授课对象为旅游管理专业二年级学生，45 学时，每周 4 节，授课人数逐年递增，现有

相关教学资源储备(见表 1)，当前课程点击量达 73833，且呈上升趋势。 
《旅游地理》课程资源配套丰富，校内现有 2017 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旅游智慧实训室、校工厂(旅行

社校园营业部)，2018 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数字化 3D 导游模拟实训室，校外有长期合作的优秀校企合作企

业(茂名中旅、茂名国旅等)。课程的相关资料(PPT、数字化教学资源、作业、测验、讨论、辅助学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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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有一定积累。 
 

Table 1. List of relevant teaching resources reserve 
表 1. 相关教学资源储备列表 

教学资源 数量 

人才培养方案一份 1 份 

课程标准 1 份 

授课计划 1 份 

课程教材 1 本 

教学平台 1 个 

教学设计 多份 

教学课件 多份 

教学视频 多个 

教学题库 多个 

教学记录 多个 

 
本课程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开展线上教学，现阶段在线资源已初具规模，类型多样，课程任务点包

括文档、视频、章节测验等，且各类型分布合理(见图 1)，教学设计合理，教学实施效果较好，有详细的

过程记录(见图 2)，自主学习功能完备，学生可以在线参与讨论，学生对现有的课程资源评价较高。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ask points 
图 1. 课程任务点类型分布 

3. 课程内容设计 

《旅游地理》课程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推行“学中做、做中学”，探索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

有利于增强学生能力的教学模式，充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要求[2]。本课程采用课堂教学与实

践教学相结合的方法，讲授与练习相结合，要求学生在掌握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我国自然和人文旅

游资源概况的基础上，熟悉不同区域旅游特色及主要旅游资源。在课堂上采取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

由理论到实际、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掌握中国旅游地理的基本知识[3]。 

3.1. 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 

在旅游管理专业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进行整体课程体系设计的基础上，以专业课程体系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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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和作用为逻辑起点开发与设计课程，在基于全程校企合作课程开发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完善

课程教学资源。 
 

 
Figure 2. Number of visits to student progress page and student learning page 
图 2. 学生进度页面和学生学习页面的访问次数 

3.2. 课程内容选取方面 

依据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强调的重视学生“旅游资源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的培养要求，

选取典型性的旅游资源种类及各大分区地理环境进行介绍，并融合了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对知识和态度的

要求[4]。在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社会能力、方法能力等)。 

3.3. 课程教学实施方面 

以课堂理论教学、野外实践教学、协作式学习、开放式学习等四种教与学的方法融合形成立体化教

学模式，针对不同的教学模块采用对应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动手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训练，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教学的互动性，真正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及技能

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4. 课程教学改革 

《旅游地理》课程特色鲜明，课程改革和建设成果有一定影响力。 

4.1. 归纳知识点清单 

通过梳理归纳任务实施过程中的知识点和技能点，有效的帮助学生获取足够的工作过程知识；一方

面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4.2. 建设试题库 

配套的试题库已初具规模，内容包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简答等多种题型，能够实现在线

测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4.3. 改革传统教学方式 

教学组织由“固定教室、集体授课”向“多场景、多小组”转变[5]；教学手段由“口授、黑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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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现代化、信息化”转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体现职业教育的实践性、

开放性、实用性。 

5. 课程建设目标 

《旅游地理》课程的建设目标以教学目标为基础进行，其中，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

素质目标。知识目标：了解中国行政区划及总体地理特征；熟悉旅游资源的特点、吸引功能及保护措施；

掌握中国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特征、类型、分布规律和旅游价值；掌握中国九大一级旅游区

的地理环境及旅游资源特色。能力目标：能够根据中国行政区划图准确指出中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划的地

图分布及其简称和行政中心；能够认识到中国地质地貌和气候对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影响；能够说出自

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特征、类型、分布规律和旅游价值；能够认识中国一级旅游区的划分依据，掌握旅

游区的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特色。素质目标：具备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具备信息化素养和创新精神；

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具有为我国旅游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的爱国主义情感。 
建设目标以“能学、辅教”为功能定位，积极开拓丰富的教学资源，借助信息化在线教学手段，适

用于 90 后、00 后学生需求，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快乐学习知识，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中

掌握知识技能[6]。 

5.1. 完善教学资源 

进一步完善超星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源，包含教案、课件、视频、作业、测验、讨论、小

组任务、课堂活动等内容，丰富课程内容[7]。其中，重点关注教案和课件。教案方面，根据不同的的教

学内容设计教案，突出教案的创新性、科学性与灵活性，以便能适应新情境，容纳新内容，确定新策略，

为教学中师生互动共振、互生新知留有余地。课件方面，课件能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

性，为释疑解难创设巧妙的突破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师生交互方式，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5.2. 实现学以致用 

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平台(茂名国旅、茂名中旅等)，通过情景模拟、案例分析、专题报

告、讨论互动等多种方式，具体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前往企业进行调查探索，邀请企业专业工作人员进

行答疑，提高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实现学以致用。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自然旅游资源、中国人文旅游资源和中国旅游地理分区三个部分。其中，

中国自然旅游资源，包括山地景观、水体景观、气象与天象景观、动物和植物景观[8]；中国人文旅游资

源资源，包括万里长城、水利工程、帝陵景观、宗教景观和园林景观；中国旅游地理分区，包括九大一

级旅游区的地理概况，代表性旅游资源及风物特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旅游鉴赏能力，提高

人文素养，符合当前我国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本课程建设主要教学资源有教案、课件、视频、作业、测

验、讨论、小组任务、课堂活动等，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结合课程教学三大目标，进行资源整合

和重构，将中国自然旅游资源、中国人文旅游资源和中国旅游地理分区等三大章节内容的内在逻辑进行

梳理，将知识点所涉及的职业技能知识应用于各教学环节。通过超星学习通在线学习平台完成教学过程

记录、教学评价等环节，实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6. 课程建设保障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保障措施得力，能确保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持

续建设与应用。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 16 号)、教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2266


雍玉凤 
 

 

DOI: 10.12677/ass.2020.912266 1899 社会科学前沿 
 

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 1 号)以及广东

省 2007 年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和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我院课程建设水平，深化教学改革，推动精

品课程建设，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造就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我院特制订《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精品课程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从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建设要求、建设措施、精品课的申报与评

定、加强领导强化管理等六大方面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为精品课及精品在线课程的申报与建设提供

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学院给予精品课程一定的建设经费级启动资金，为课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基金项目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旅游地理》阶段性成果；茂名市科技计划项目

(200331214555259)；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重点科研项目(茂职院[2019]78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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