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文化 

Tourism culture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0010004】 
课程学分：【2.0】 
面向专业：【空乘 21-1、空乘 21-2】 
课程性质：【院定课程选修课】 
开课院系：职业技术学院 
使用教材： 

教材【中国旅游文化】 
参考书目【《中国旅游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旅游文化学》-北京教育出版社、

《中国旅游文化》-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此处概述课程的研究对象及课程在专业中的作用与地位，使学生对该课程有一个总体了解。

（300-400 字） 
《中国旅游文化》是其主要任务是旨在帮助学生掌握与旅游相关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

教文化等知识，理解旅游的内涵，发掘旅游文化的价值，从而为今后从事服务工作打下良好的专

业基础。  
通过理论讲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理解中国旅游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掌握与旅游相关的

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古代园林建筑文化、地理知识、饮食文化、宗教文化、旅游文学等知识，

使学生具备旅游服务发展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文化常识。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接触到具有高职特点的学习方法，举一反三。通过设置仿真情境，

再现服务从业人员工作过程，利用任务驱动和项目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热情、细

致、坚忍、吃苦耐劳和机敏的情感态度，了解空乘从业人员必须拥有广泛的知识面，与时俱进，

及时准确的把握市场动向，树立服务第一，乘客至上的职业意识，学会与他人团结和协作。 
 

三、选课建议 

此处给出该课程的选课建议，例如适合专业、年级、学习基础要求等建议。 
中国旅游文化学课程，对学生今后的出行服务有很大的益处，这门课就像是一个文化导游，

引导学生如何在旅行的时候不忘去体验和感受当地的人文特色。尤其适合空乘专业作为服务行业

从事着，而且对于选题的年级、学习基础要求不限。 
这门课就如同是一次 3D 的文化时空旅行，由老师语言和 PPT 带领着学生去那些去过的或者

没去过的地方。感受着各种各样的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文化，风俗文化，语言文化等

等。其次，中国旅游文化学这门课对学生们有很多益处，它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潜移默

化的文化知识影响。旅游是人类的一种学习，无数自然与人文历史之趣、之奥、之谜，吸引着我

们去不断探索，旅游能使人类获得知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增加对学生以后人生的体验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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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最后希望每一位仍能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的学习态度去做一个旅游文化学的学习者和传播者，

把文化的气息传播给更多对中国旅游文化有着憧憬的人。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专业毕业要求 关联 

LO11:爱党爱国，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

灿烂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 

 

LO13：奉献社会，富有爱心，懂得感恩，自觉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具有

服务社会的意愿和行动，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 
 

LO15:爱岗敬业，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锤炼技能。熟悉本专业相关

的法律法规，在实习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职业道德操守。 
 

LO21：具有专业所需的人文科学素养 。  

LO22：能用流利的外语与国外乘客交流，进行双语广播。  

LO23：能掌握民航客舱服务及地面服务相关理论知识。  

LO24：能操作客舱服务设备和应急设备，并为旅客提供客舱及地面服务。  

LO25：能从事服务、化妆、礼仪方面的培训工作。  

LO31: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观点、分析他人需求。  

LO32：应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效沟通。  

LO41：能根据需要确定学习目标，并设计学习计划。  

LO51: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LO52：心理健康，学习和参与心理调适各项活动，耐挫折，能承受学习和

生活中的压力。  
 

LO53：懂得审美，有发现美、感受美、鉴赏美、评价美、创造美的能力。   

LO61:在集体活动中能主动担任自己的角色，与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善于

自我管理和团队管理，共同完成任务。 
 

LO64: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技术。  

LO72:能够使用适合的工具来搜集信息，并对信息加以分析、鉴别、判断

与整合。 
 

LO81：具备外语表达沟通能力，达到本专业的要求。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41： 

学生能根据环境需要及自

身需求设定自己的学习目

标，制定学习计划。 

讲课、讨论、习题练习 随堂测试、

作业 

2 LO53： 建立学生审美意识，通过 讲课、讨论、习题练习 PPT 汇报 



 

 

六、课程内容 

第一单元  旅游文化概述      （理论课时：2；实践课时：0） 
1、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掌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定义，了解

中国旅游业与旅游文化。 

2、重点和难点  

  重点：第一节 中国旅游文化的定义   

  难点：第二节 中国旅游文化的特征与结构 

3、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旅游文化的定义  

第二节 中国旅游文化的特征与结构   

 第二单元   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意蕴   （理论课时：4；实践课时：0）      
1、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我国山水文化之精髓，理解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2、重点和难点  

重点：第一节 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 

难点：第三节 中国人山水观赏的美学体验 

3、教学内容  

第一节 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 

第二节 中国人的山水审美价值  

第三节 中国人山水观赏的美学体验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古建筑及其特点     （理论课时：0；实践课时：4）        
1、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和不同

功用的建筑及其特点。 

2、难点  

重点：第一节 古城建筑 

 第二节 宫殿与官衙 

 第三节 陵墓建筑 

 难点：第二节 宫殿与官衙  

3、内容  

第一节 古城建筑  

第二节 宫殿与官衙 

第三节 陵墓建筑  

各类文化的欣赏品鉴，能

够发现美、创造美；善于

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利

用自己的知识与实践来提

出新设想。 

3 LO11 爱党爱国，了解祖国的优

秀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

构建爱党爱国的理想信

念。 

讲课、讨论、习题练习 课堂提问 

作业 



第四节 其他建筑  

第四单元  中国园林文化     （理论课时：0；实践课时：4）   
1、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园林的概念及中国园林的历史和风格，掌握中国古典园林的分类和特点。  

2、重点和难点  

 重点：第二节 中国园林的分类与艺术风格 

 难点：第三节中国园林的分类与艺术风格 

3、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园林发展的演变历程  

第二节 中国古典园林的分类与艺术风格 

第五单元  中国宗教文化  （理论课时：2；实践课时：0）  
 1、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和掌握四大宗教文化及其与旅游的关系。 

 2、重点和难点  

重点：第二节中国宗教文化的吸引力  

难点：第一节：中国宗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3、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宗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中国宗教文化的吸引力   

第六单元  中国民俗文化  （理论课时：4；实践课时：0）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民俗文化的含义、功能、特点及作用，我国民俗旅游资源的分类及开发

情况。 

2、重点和难点 

重点：第二节 中国民俗文化与旅游  

难点：第一节：中国的民俗 

3、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的民俗 

第二节 中国民俗文化与旅游 

 第七单元  中国饮食文化 教学内容   （理论课时：2；实践课时：4）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饮食文化的渊源，掌握饮食文化的特色及主要地方风味。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第一节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质 

 第二节 著名菜系的地域特 

 难点：第一节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质  

3、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质  

第二节 著名菜系的地域特色   

第八单元   中国其他艺术文化  （理论课时：2；实践课时：4）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中国绘画、书法、雕刻艺术及其鉴赏，熟悉中国歌舞文化，掌握中国茶

文化和酒文化的特点。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第三节 中国茶酒文化及其鉴赏 

 难点：第一节 中国绘画书法雕刻艺术及其鉴赏 

3、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绘画书法雕刻艺术及其鉴赏 

 第二节 中国戏曲歌舞艺术及其鉴赏 

 第三节 中国茶酒文化及其鉴赏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1 
收集旅游文化相关图片和

文字资料 
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等的特征以及结

合自己亲身经验分享 
4 综合型 

2 
分组合作制作相关旅游文

化材料并制作 PPT 
了解中国园林建筑等特征以及结合

自己亲身经验分享 
4 综合型 

3 书写相关书本中特色旅游

文化材料并且分类 

了解中国饮食等文化特征以及结合

自己亲身经验分享 

4 综合型 

4 分享作品 了解中国其他艺术文化的特征以及

结合自己亲身经验分享 

4 综合型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                系主任审核签名：  
审核时间：2023.9 

 

 

总评构成（全 X） 评价方式 占比 
X1 随堂测试 40% 

X2 PPT 展示 30% 

X3 课后作业 15% 

X4 课堂表现（包含课堂表现、考勤等）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