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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高职“旅游英语”教学探究
姚方杰

（伊春职业学院，黑龙江 伊春 153000）

摘要：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是“三全育人”，把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

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本文立足于课程思政背景，剖析了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旅游英语》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必要性，剖析了《旅游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现状，提出要优化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设计、挖掘教材思政元素、结合时事要闻引领育

人理念、开展文旅融合专题教学和思政教育融入实训教学，以期提高高职《旅游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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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文旅融合产业进一步繁荣，旅游业迎来了发展新契

机，刺激了旅游市场复苏，对旅游业服务质量、文创产品开发和

从业人员专业素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无形中提高了对旅游管理

专业人才的要求。基于此，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旅游管理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以《旅游英语》课程为试点，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把旅游英语知识和思政元素融为一体，引领学生探究祖

国名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激发他们民族自豪感，

进一步提高他们文化自信，全面提高《旅游英语》课程教学和育

人质量。

一、高职《旅游英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旅游英语》课程是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涵

盖了酒店英语、就餐英语和导游英语等专业知识，提高学生英语

听说读写译能力。课程思政融入《旅游英语》课程教学，有利于

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旅游景点、不同国家文化，培养他们国际

化视野，让他们掌握国际旅行团接待、办理入住、行程安排和旅

游景点讲解等旅游英语知识，有利于提高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

让他们熟练与国外游客交流、帮助游客解决问题，提高学生职业

技能。

（二）有利于塑造学生正确三观

“互联网 +”时代下，西方文化、价值观大量涌入国内社交

媒体，对高职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了冲击。《旅

游英语》课程渗透思政教育，有利于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中西方文化、

中西方价值观，例如展示英文版故宫、长城等宣传片，让他们了

解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中国旅游景点的追捧，从而增强他们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帮助他们走出崇洋媚外的泥沼，有利于塑

造大学生正确三观。

（三）有利于提高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质量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旅游管理人才

的重要摇篮，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以《旅游英语》课程为

切入点，参照导游岗位技能、职业道德规范开展教育，优化教学

方案，提炼教材思政元素，并把其融入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教

学评价中，例如渗透法治教育、传统文化和红色教育等，既可以

拓展专业课教学内容，又可以完善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体系，实现

教与学的双赢。

（四）有利于提高旅游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我国“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实施，涌入中国旅游

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精通英语的优秀导游还存在很大缺口，对导

游英语交流能力、文化自信和职业道德素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基于此，课程思政融入高职《旅游英语》课程成为必然趋势，一

方面要提升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和旅游管理专业技能；另一

方面要引导学生在服务外国游客过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他们讲好中国故事，有利于提高旅游人才培养质量。

二、高职《旅游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一）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设计有待完善

随着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高职旅游管理专

业教师主动渗透思政教育，但主要以理论讲述或口头说教为主，

并没有把思政教育和教学目标设计衔接起来，影响了思政教育和

旅游英语知识的衔接。例如部分教师在《旅游英语》教学中习惯

性围绕知识、能力和素养来制定三维目标，但是没有根据单元知

识点制定思政教育目标，或是套用、挪用其他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导致《旅游英语》课程思政教育目标缺乏特色，影响了课程思政

建设的有效开展。

（二）教师对教材思政元素挖掘有待深化

部分旅游英语教师虽然在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但是由于

个人思政教育经验不足，对教材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全面、深入，

习惯性照本宣科、生搬硬套思政课的口号，导致思政教育流于形式，

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让课程思政教学和育人效果大打折扣。

部分教师把旅游英语知识和思政元素强行融合在一起，没有凸显

职业教育特色、旅游人才职业道德素养，导致思政教育脱离旅游

管理专业教学，影响了《旅游英语》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三）思政教育方式有待创新

高职旅游英语教师渗透思政教育的方式比较单一，习惯性在

课堂导入环节、总结环节开展思政教育，督促学生按时完成英语

作业、提高他们爱国情怀，但是忽略了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政教育，

导致思政教育没有贯穿课堂教学，导致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不佳。

部分教师则是忽略了搜集旅游行业时政新闻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导致思政教育素材单一、缺乏创新，难以激发学生参与思政教育

活动的积极性，无形中影响了课程教学和育人质量。

（四）思政教育缺乏实践活动做支撑

虽然当前高职《旅游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

但是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并没有把思政教育延伸到旅游

英语实务训练、社会实践等环节，导致思政教育“空有其表”，

影响了课程思政教学质量。例如部分教师只是讲解酒店用餐、酒

店入住和旅游景点英文讲解等知识，却忽略了在情景模拟训练中

融入诚实守信、跨文化交际教育，不利于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家

国情怀，这是旅游英语教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高职《旅游英语》教学策略

（一）优化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教师要对《旅游英语》教学内容进行全面

分析，明确单元教学主题，根据主题制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把

课程思政和单元教学衔接起来，让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知识的同

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进一步提高他们道德素养。首先，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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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确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思政教育目标，明确每一个模块教

学过程、思政教育评价指标，把旅游英语知识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例如教师在讲解

饭店就餐相关知识时，可以围绕中餐用餐礼仪、美食文化等开展

教学，把礼仪教育和传统文化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目标，鼓励学生

利用英语介绍中餐不同菜系菜肴名称、美食文化，把礼仪之邦融

入旅游英语教学中，让他们感受中国文化传承，增强他们文化自信。

其次，教师可以制定具体的思政教育评价目标，例如对学生学习

态度、学习过程和道德素养等进行评价，让思政教育贯穿旅游英

语课堂教学，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同时，教师可以重点对学生文

化自信、诚实守信等职业道德素养进行评价，并制定分层评价标

准，让学生意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主动学习思政知识，

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质量。

（二）挖掘教材思政元素，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旅游英语教师要全面挖掘、提炼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精

心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把思政元素和旅游英语知识点融为一

体，进一步提高旅游英语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例如教师在讲解英

语导游词设计相关知识点，可以搜集教材中的名胜古迹、地域文

化等元素，并把这些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设计中，精心制作相关微

课、搜集文旅融合案例，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又可以让学生接

受传统文化熏陶，进一步提高他们道德素养。这一过程中，教师

可以播放长城、故宫、圆明园、苏州园林和张家界英文本宣传视频，

结合视频讲解其中的词汇、短语和语法知识点，让学生了解更加

准确、标准的旅游景点翻译技巧，让他们从中提炼知识点，丰富

他们旅游英语知识储备，提高他们英语听力和写作能力，为他们

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此外，教师可以把思政教育融入实训课

教学设计中，开展英文导游词情景模拟教学，鼓励学生全英文介

绍一个中国景点，并让他们搜集景点相关图片和旅游攻略，激发

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掌握英语导游词相关知识，提高

他们职业技能，发挥出课程思政育人优势，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

良好基础。

（三）结合时政热点开展教学，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互联网 +”时代下，高职旅游英语教师要创新课程思政教

学理念，积极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开展思政教育，利用短

视频创设思政教育情境，更容易激发学生情感，让他们主动参与

思政教育活动，让他们意识到新时代旅游人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例如教师可以搜集董玉辉“阅山河”相关短视频，介绍“文

旅融合 + 电商直播”的新业态，让学生了解河南、山西、陕西、

河北、山东和四川等地名胜古迹、历史名人和特色农产品，激发

他们学习兴趣，让他们主动探究文旅融合、电商直播等相关知识，

引导他们为视频中的旅游景点、历史名人写英语介绍词，激发他

们创新思维。这一环节中，教师可以穿插董玉辉雅思英语教学视

频，让他们了解旅游行业更多英语知识，为他们树立良好职业榜

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社

会责任感。此外，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在个人社交平台宣传国内

旅游景点、历史名人、传统节日和美食文化，让他们发挥专业所长，

激励他们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他们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

步提高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四）开展文旅融合专题教学，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新时代背景下，文旅融合成为旅游业发展必然趋势，精通文

旅融合、掌握英语沟通技能的旅游管理人才是就业市场的“香饽

饽”。基于此，高职院校要优化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发

挥出《旅游英语》课程思政育人优势，积极融入文旅融合相关知识，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课程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双赢。第一，

旅游英语教师可以搜集各地文旅局英文宣传视频，利用视频讲解

各地旅游资源、文化历史等资源，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让学生

了解当前文旅融合发展趋势、人才需求，开阔他们国际化视野，

鼓励他们为家乡拍摄英文版宣传视频，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可以搜集家乡热门旅游景点相关资料，精心设计英语导游词、

拍摄英文宣传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荐家乡，为家乡文旅融合、

乡村振兴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第二，教师可以组织文旅融合英语

宣传片展示活动，鼓励学生轮流展示自己编写的家乡旅游景点导

游词、历史人物和美食介绍，并播放相关短视频，鼓励学生之间

进行交流与讨论，让他们积累更多旅游英语知识，激发他们对家

乡的热爱，增强他们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提高旅游英语课程思政

教学质量。

（五）思政教育融入实训教学，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高职旅游英语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融入实训教学中，让思政教

育落到实处，让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思政教育的洗礼，进一步提高

他们的道德素养。首先，教师可以参照旅游管理人才招聘标准制

定实训教学方案，开展项目化教学，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

合作完成项目学习任务，提高他们团队协作、吃苦耐劳和诚实守

信等美德，提高他们道德素养，为他们未来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例如教师可以发布导游带美国旅行团参观故宫的实训任务，要求

各个小组设计英语导游词、模拟带团经过，对小组成果、学习过

程等进行评价。其次，各个小组可以先搜集、整理关于故宫的相

关资料，明确雍和宫、慈宁宫等重点宫殿英语导游词，模拟外国

游客询问、中国文化讲解等过程，明确组员任务，以分工协作的

方式完成实训任务，提高团队协作精神和学习效果。最后，教师

要鼓励各个小组展示学习成果，全英文模拟接团过程、故宫讲解

过程，并鼓励不同小组之间进行互评，培养他们谦虚好学、互帮

互助、诚实守信等美德，提高《旅游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和育人

效果。

四、结语

总之，高职院校要立足旅游管理专业就业趋势，培养复合型

旅游管理人才，以《旅游英语》课程为试点，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实现课程思政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双赢。高职旅游英语教师要优化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让思政教育贯穿课程教学，从而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全面挖掘教材思政元素，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全方

位渗透思政教育；结合时政热点开展教学，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同时，教师还要开展文旅融合专题教学，提高学生文化自信和人

文素养，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思政教育融入实训教学，提高学生

道德素养，全面提升《旅游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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