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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野外实习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
!

王! 昕

（重庆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重庆 *###*$）

摘! 要：通过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旅游野外实习容易产生的问题分析入手，根据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目标要求，提出

了旅游野外综合实习的设计原则和导向，指出旅游野外实习本身是一个宝贵的教学资源，具有功能多样性。因此对

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应该多元化，教学灵活多样化，实习过程全程化、范围宽泛化，实习线路应该根据游客心理需求

来设计。最后以重庆旅游学院本科学生野外实习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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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游管理是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它与旅

游行业和社会结合紧密，实践教学是它的重要环节，

旅游野外实习是本专业重要的实践实习环节。旅游

管理专业不仅要培养学生较强理论知识，还需要培

养学生的实际行业实践能力和行业感性认识，要求

学生具有一定的行业能力和较丰富的行业知识与经

验。旅游野外实习是培养学生在旅游资源认知、旅

游开发、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旅游行业经营情况、

导游服务、旅游市场调研、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状

况、旅游酒店等方面的感性知识，积累行业经验的较

好教学形式，对旅游管理专业四年的教学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对培养学生的其它能力也有积极作用。

要实现这种实践教学目标，应该从旅游野外实

习方案设计开始，对实习目的地和实习线路、实习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实习操作、成果鉴定考核评估等

精心策划，保证旅游野外实习有序、有据、有法、有

获。

% 目前旅游野外实习存在的问题

%) % 目标简单化任务缺乏针对性和思考性

应该说，“ 野外实习”本身是非常好的教学资

源，学生通过野外实习能够获得大量有助于后期学

习的知识和经验，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的东西也非常

丰富，学得的东西既真实又具体，是把教材理论知识

与行业实际结合的很好机会［%］。但是，传统的旅游

野外实习目标设计忽略了这一点，往往把实习任务

设计得简单，多是实习结束后写一篇实习报告即可，

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由于实习考核标准不具体，

因此学生写出来的报告大多是关于旅游资源、旅游

景区的介绍，缺乏启发性、思考性，个别学生写出了

与实习没有任何关系的论文，而这些东西完全可以

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的。由于任务要求简单，学生

在实习过程中更加游客化，导致“ 车上音乐加睡觉，

景区听老师唠叨，实习报告到处抄，一问什么都不知

道”的实习效果。

%) " 教学方法传统化，缺乏灵活性和启发性［"］

野外实习还容易犯上课方式室内化的错误，唯

一区别就是上课地点在野外；教师讲授内容也多停

留在景区的旅游资源知识点上，缺乏对问题的进一

步深入探讨，缺乏启发性教学内容，学生也因此把实

习形式化，把自己看为一般的游客，认为实习就是旅

游。再次，野外实习课堂形式简单，以教师讲授为

主，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对实习指导教师的“ 指导”

准确定位，随着实习的进行，学生容易失去学习兴

趣，难以达到预期的实习效果。

%) F 实习主体游客化，实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

目前，开展旅游野外实习教学的旅游大专院校

较多，但是部分院校的野外实习教学设计欠佳，在处

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学生被处理为游客。到达

实习目的地后，老师如同导游，全程课堂式地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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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旅游资源点，走到哪里讲到哪里，而且全程团队

活动，教师演讲结束后，学生照照相即实习结束，学

生没有灵活自主的调研考察活动。事实上，旅游野

外实习的主动性应该在学生，他们在实习过程中扮

演多个角色，一是应该从游客角度欣赏和评价旅游

资源，二是应该以行业人的眼光来学习行业经验，三

是应该以专业人的眼光发现问题。

!" # 目的地单一化与高档化，缺乏正确行业引导性

理论上讲，实习地的规格越高，学生实习学得的

东西越多、越系统。因此，大量学校把实习尽量安排

到高规格行业企业，例如旅游管理专业的酒店实习

基本选择五星四星酒店，旅游野外实习也多直奔国

家级、世界级高规格景区，对局域级、省级旅游景区

不看不问。这容易导致学生对旅游行业的现实情况

产生误解。其实旅游野外实习应该避免这类问题，

学校应该从现实出发，从学生未来就业出发，不仅要

让学生到高规格企业学习先进经验，而且应该让学

生了解社会中端、低端的企业经营状况，避免学生高

端意识化，学生走上实际工作岗位后容易适从。

!" $ 教师保姆化，学生缺乏行业社会体验性

由于对学校教育和责任定位问题，大量学校害

怕开展社会性活动和野外教学实习，开展野外实习

的学校也把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因此，野外实习

指导教师压力非常大，管理面面俱到，怕学生发生任

何问题，地理、旅游、生物等野外性较强的实习更是

如此，教师如同保姆一样时时刻刻在学生身边，教师

累学生也累，安全倒是没有任何问题，但野外实习也

就失去了意义，如此管理模式使学生没有任何机会

去亲自体验社会和行业。

% 野外综合实习的教学设计导向

基于以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结合旅游管理专业

学生的能力现状，笔者认为旅游野外实习设计与操

作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工作，实习指导教师应该根

据既定的教学目标精心准备、全面考虑、合理设计，

充分利用“旅游野外实习”这一教学资源，充分发挥

其作用。

%" ! 培养目标多元化，任务多样化［&’#］

旅游野外实习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好机会

之一。实习设计除着力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外，还

应该设计学生的实地调研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团

队工作能力、社会实践能力、野外生活能力、社会道

德素养的培养（任务设计见图 !）。

( ( 专业能力培养是旅游野外实习的核心。除此之

图 !( 旅游野外实习准备与总结阶段的任务设计

外，通过小组活动和布置小组学习任

务来训练学生的团队工作能力，培养

他们与人合作的习惯；实习期间，教

师可以适当放权，让值班小组完成导

游、清洁卫生、联系与协调实习地、购

票、联系与安排住宿、旅途安排等任

务，让他们体验导游服务工作，训练

他们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布置有针对

性的旅游市场、旅游景区与旅游行业

的调查项目，学生自主设计问卷、完

成实地调研，锻炼他们的调研能力；

在指导教师指导下，敦促他们通过网

络、图书馆、杂志等获取旅行知识和

旅游目的地的基本情况，要求学生完

成野外服装、日常用品、药品、安全预

防的准备工作，在实习过程中训练他

们的疾病预防、安全防范能力等，提

高他们的自我生活能力。此外，实习

设计还应该增加学生深入当地居民

进行社会调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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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学方法多样化，方法使用灵活化［#］

旅游野外实习的培养目标多元化决定了实习任

务的多样化，因此要求实习教学方法应该灵活多样

化，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一般来讲，旅游野外实习的

学习应该全程化，教学方法可以采取小组学习、角色

扮演、实地调研、问题启发、案例分析、文献查阅、讲

授、小课题研究、项目与活动策划等教学方法，实现

旅游野外实习的功能多样化，使考察内容丰富多样，

学生的实习活动空间扩大，这样能够充分发挥“ 旅

游野外实习”的资源优势，促成“ 旅游野外实习”资

源化，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 $ 实习过程全程化，实习范围外延化［%］

旅游野外实习的开始并非从出发开始，而是从

实习策划准备开始。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准

备相关资料和物品，野外考察结束后，还应该有实习

报告、展览、汇报交流等活动（图 &），这是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容易忽略的环节。其次，旅游野外实习点

不仅仅在旅游景区，还包括旅途的车上、住宿点、当

地居民区、旅行社、导游、旅游景区周边、游客等。通

过全程化、宽泛化的实习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

性，挖掘学生的能力和特长。

!" ’ 线路设计科学化，实习对象组合合理化［$］

实习考察线路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兴趣程

度。一般原则是，应该根据旅游心理学原理来设计

实习线路，一般景区先出现，高档景区后出现，尽量

不走重复路线。学生的情绪、期望程度会随着实习

进行逐渐提高，实习效果也较好。不合理的线路、不

恰当的景点搭配容易导致学生疲劳，随着实习的进

行，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明显下降，最后导致教学过程

难以操控。例如，根据实习反馈意见统计，重庆旅游

学院 !((’ 年的野外实习就出现了后期学生情绪比

较低迷的状况，主要原因是由于原计划先看黄龙后

游九寨沟的实习线路因为大雪封山临时调整为先九

寨沟后黄龙，但九寨沟是学生的最高期盼，结果学生

在黄龙景区实习的情绪明显低于其他年级，与其他

年级的实习效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图 !）。

图 !) 重庆旅游学院野外实习学生情绪状态对比示意图

$ 旅游野外实习设计导向的应用

本文以重庆旅游学院为例，说明旅游野外实习

设计导向的应用。该学院是西部知名的本科旅游院

校，是最早开展旅游野外实习的院校，通过多年的实

践和探索，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实习体系，实习效果

好，学生对实习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 。

$" & 设计具有人本化的实习方案［%］

根据既订的教学计划和实习成本核算，旅游野

外实习方案与课程紧密结合，以九寨沟为最终目的

地（图 $），注重各级各类旅游资源的组合（表 &），实

习时间设计为 *,，实习时间选择在旅游淡季（ 旅游

黄金周前或后），这段时间旅游地游客相对较少，住

宿等成本相对较低。学生对该实习方案的认同度达

到 *-+（$+ 的学生认为时间偏长）。

图 $) 重庆旅游学院旅游野外实习线路示意图

表 &) 重庆旅游学院旅游野外实习的旅游资源组合［$，-］

旅游资源

类别组合

类别 人文类旅游资源 自然类旅游资源 综合类旅游资源

资源点
文物古迹、古代著名工程、民居、民俗风情、

都市风情、宗教文化、园林、古城、红军碑

地质科考、峡谷风光、地貌、水景、高原

风光、气候气象
农家乐旅游资源

比例 #$ + ’( + - +

旅游资源

质量组合

类别 局域级旅游资源 国家级旅游资源 世界级旅游资源

资源点
叠溪海子、川主寺 三苏祠、羌寨、峡谷观光、

友爱村农家乐

自贡恐龙博物馆、松潘古城、刘氏庄园、

羌族藏族民族风物、红军碑

乐山大佛、九寨沟、都

江堰、黄龙

比例 ’( + $$ + !- +

) ) 注：表 & 中的质量分类参照是否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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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建具有多元功能的实习体系

实习目标：学院把旅游野外实习设置在第三学

期，定位为体验性实习，有明确的实习目标，即通过

实习提高学生的旅游专业知识水平，培养学生的专

业调研能力，积累和丰富行业社会经验，提高学生自

我学习能力和团队意识。

实习内容：认识和评价旅游资源、了解旅游资源

的开发现状、尝试旅游野外调研、考察不同档次旅游

景区的开发与管理状况、思考旅游景区与旅游可持

续发展问题、旅游景区营销调研、旅游景区服务系统

考察、旅游地社区文化调研。

实习任务：包括个人独立完成任务和集体合作

完成任务。个人独立完成任务包括完成实习日志，

采集相关资料和信息；完成当天布置的考察调研任

务（每天均有抽查）；实习结束后两周，提交实习日

志和综合实习报告。集体完成任务是在班长和学习

委员、课代表组织下实施，举办公开实习成果展览和

组织实习成果汇报交流会。

!" ! 设计灵活多样的实习内容和教学方法

为了实现实习目标和完成实习任务，对实习内

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具体设计，实习内容丰富，教学

方法灵活（表 #）。通过实习，学生的团队意识、自主

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有学生归纳为

“短暂的学习，巨大的收获”。

表 #$ 重庆旅游学院野外实习内容与教学方法实施一览表［!］

考察路线 资源类型与品质 主要资源点 主要实习内容 主要教学与活动设计

重 庆 % 自 贡

% 乐山

科考类、博物馆

类；国 家 级、局

域级

自 贡 恐 龙 博 物

馆、荣县大佛

·如何开发“恐龙”旅游资源

·如何确定博物馆类型旅游景区的旅游容量

·调研恐龙博物馆的旅游市场吸引力

·讲授资源点

·旅途放影《 侏罗纪公园》，提

醒学生与恐龙旅游相关的元素

乐山 % 眉山

文 物 类、园 林

类；世 界 级、局

域级

乐山大佛、三苏

祠

·通过荣县大佛与乐山大佛验证由于资源质量和

区位条件、资源组合差异产生的市场效果

·乐山大佛的价值何在？考察文物的保护

·简单认识园林旅游资源

·讲授资源点

·进入时播放佛教音乐，营造佛

都的旅游气氛

·考察小结

大 邑 % 都 江

堰

民居类、古代建

筑 工 程；省 级、

世界级

刘（ 文 彩）氏 庄

园、都江堰

·认识中国（川西）民居与建筑

·认知 & 评判历史古迹的旅游价值

·如何让旅游者“游懂”都江堰的“伟大”

·旅游景区游览路线设计、景区旅游服务

·旅游景区门票定价与营销

·游客市场调查（调查表）、农家乐考察

·讲授资源点

·分组讨论（车上）

·考察小结

都 江 堰 % 汶

川 % 茂 县 %
松 潘 % 川 主

寺

民俗风情类、地

质类；局域级

羌 寨、迭 溪 海

子、松潘古城

·如何组织长时间旅途旅游活动

·感受九寨沟的进入性与交通建设

·体验民族风情、高山峡谷地貌、藏（缘）原风光

·如何规范小旅游点的管理

·讲解沿途资源点

·值班组模拟导游活动

·旅游商品与居民调查

·民族联欢晚会

川 主 寺 % 黄

龙

民俗风情类、地

貌类；世界级
黄龙风景区

·考察自然文化遗产、钙化地貌旅游资源的形成

·如何实施景区旅游安全管理

·如何保护该类旅游资源

·讲解资源点

·旅游安全讲座

·分小组活动

黄 龙 % 九 寨

沟

民俗风情类、地

貌类；世界级

藏传佛教、九寨

沟

·如何进行自然类旅游资源评价

·九寨沟旅游容量量测、该类景区关键容量是什么

·九寨沟旅游的可持续开发

·考察世界级旅游景区的管理

·您如何看待“适居九寨沟内的居民”和“ 九寨沟

居民加速了九寨沟生态退化、影响旅游持续发展”

·讲解资源点

·分小组活动

·旅游市场调查

·社区居民访问

·民族对歌

九寨沟 % 汶川

（开始返程）
较场坝 ·导游怎样进行旅游返程的服务

·小组讨论

·购物活动

汶川 % 成都 历史古迹 点将台、姜射场 ·该区（川西）三国旅游线路开发的可行性
·小组讨论

·提问（车上）

成都 % 重庆 都市旅游 都市风情
·旅游中心城市的旅游功能

·旅游城市与都市旅游开发（成渝对比分析）

·小组活动

·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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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上所述，旅游野外实习是实现专业理论与实

践能力相结合的最有效教学方式之一，是旅游管理

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是

非常重要的教学资源。合理的实习方案将产生良好

的效果，对学生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社会能力都

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对旅游管理专业其它课程的

教学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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