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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３＋１”人才培养
模式中专业实习的反思 ①

———以丽水学院为例

王海莉
（丽水学院 商学院，浙江 丽水３２３０００）

摘　要：在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中，“３＋１”模式受到了许多开办旅游管理专业高校的欢迎。丽水学院旅
游管理本科专业在２００８年开始实行“３＋１”模式，专业实习的安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应该适
当改变专业实习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正确认识专业实习；酒店的招聘宣传要实事求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

题，维护学生利益；根据学生特点安排实习岗位，帮助学生对未来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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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人才培养开始从学历本位到能力本位的战略性转变，推动着

高等院校从教育理念、发展战略、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手段等方面，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的模式。

关于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国内许多学者、专家都对此进行了研究，“模块”“平台”“实践

性”“工学结合”“校企合作”“３＋１模式”等成为研究的对象。

１　旅游管理专业“３＋１”人才培养模式介绍
旅游管理专业“３＋１”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生在校内完成３年传统的课程学习，第四学年在校外教

学实践基地进行专业素养与实践技能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１］。根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通过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在教学模式上，将传统的“３．５＋０．５”教学模式，改为“３＋１”教学模式，即学生前３年在学校进行基
础理论学习，完成课程实训等综合实践环节；最后一学年进行专业实践，即第七学期集中到校外教学实

践基地（高星级酒店）进行综合性专业实习；第八学期分散到旅游相关企业（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规

划部门等）进行毕业实习，同时结合工作实践完成毕业论文［２］３７。

“３＋１”人才培养模式中，“１”的安排目的在于两个：一是使校企合作教育———岗位实习时间相对集
中且时间较长，做到高校与用人单位共同培养人才，校方可以充分了解和把握旅游行业的发展现状，使

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职业能力；二是分散实习，有利于学生的个性与多样性发展，与个人就业导

向紧密结合。

２　旅游管理专业“３＋１”人才培养模式中专业实习的优势
旅游管理专业“３＋１”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全面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目的，适应日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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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业和旅游企业对高素质应用型旅游人才的需要。这种模式下人才培养的主体由“单一高校”向

“高校和企业多主体”转变。教育内容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进行科学的区分，有针对性地进行教授，

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

２．１　实习期长，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得益
由于有２个学期的实习期，时间长，学生至少可以有一个学期（６个月）稳定地在同一单位实习，用人

单位便于安排学生顶岗工作。对学生而言，学生能较长时间得到岗位实践锻炼，有利于实际能力的提高；

对校方而言，把学生的实践教学放到旅游企业中去，实现与企业的良性对接，了解企业需求，便于管理。

２．２　为学生参加实习单位的经营管理创造条件
专业实习的安排可使企业解决用工困难、学生锻炼成长、教师开展科研三者相互促进。酒店人员流

动性大，高学历人才欠缺，招聘旅游专业实习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招工问题，同时为酒店加入

新鲜血液，培养合适的管理人员。学生在岗位实习中得到实际工作的训练，做到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教师也可根据酒店需求和学生实习情况，充实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使教学与人才市场需求更

紧密地结合。

２．３　缩短学生与旅游行业的距离
通过实习，学生更近距离地接触到旅游行业，容易了解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一方面，学生可

以较全面地了解实习企业，这本身就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择业的机会；另一方面，旅游企业也可以从中发

现和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３　丽水学院旅游管理专业“３＋１”人才培养模式中专业实习的现状及问题
丽水学院自２００８级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实行“３＋１”人才培养模式。本科专业学生在第六学期结

束，第七学期统一到四星级以上酒店进行为其６个月的专业实习。合作的酒店基本上集中在浙江省内
的杭州、宁波、温州和义乌等大中城市，酒店星级全部在四星级以上。每年５月份，教学系安排实习酒店
到校招聘，采取酒店与学生双向选择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选择的自由度较大，也明显体现了民

主，学生基本上能够到自己喜欢的酒店实习。

经过几年的安排，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实习单位对学生较满意，学生通过实习提高了实践能力。

但是，我们也发现专业实习暴露出不少问题，导致学生不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信息沟通不畅，问题解决滞后
安排好实习学生后，教学系会为每个酒店安排一位专业教师为“专业实习教学指导师”。在实习期

间，专业实习教学指导师对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过程督导，对学生在实习工作中的表现进行评价，确保

专业实习质量。指导教师和酒店之间互通信息和交流，及时协调解决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保

证学生顺利完成实习任务。

但实际上，实习指导老师最多会到实习酒店３次左右，一般两次，而且呆的时间并不长，与学生面对面交
流的时间有限，其他时间以电话沟通为主。实习老师对在实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或是学生反映的问题，

如工作繁重辛苦、福利待遇、轮岗等问题，受到合作协议的影响，并不能快速有效地解决，让学生满意［２］４０。

３．２　与预期有差距，学生心理落差大
学生对酒店实习的期望较高，认为酒店会非常注重有学历的实习生。殊不知，酒店会和多家高校合

作招聘实习生，对待实习生与宣传时会有差异，达不到学生的预期。

３．２．１　劳动强度大，成为廉价劳动力
大部分学生认为专业实习非常必要，但在实际实习的过程中很少能接触到酒店管理的内容。酒店

一般会根据岗位实际，在学生完成了一周左右的技能训练后，就会直接安排学生顶岗工作，学生认为酒

店只是把他们当成廉价的劳动力来使用。特别是到客房部（房务部）实习的学生，每天可能要打扫１１～
１２间客房，反应就更加强烈。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不断地重复机械劳动，与客人无法直接接触，学习不到
更有用的知识。

３．２．２　实习补贴与福利不均等
酒店对正式员工和实习生的福利不同，也导致学生的不满。合作的几家酒店实习补贴相对还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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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平均实习补贴在每个月１２００～１６００元之间，个别酒店平均每月达到１８００元左右。但学生对平
时节日所发的福利比较重视，认为自己的工作和老员工相同，但福利却相差很大，心里有不满；同时不同

实习酒店所发的节日补贴内容和数额有差异，实习生之间相互比较，容易产生不公平心理，引发怨言。

３．２．３　员工间的矛盾
酒店一般会根据实习生工作岗位不同分配住宿，这样会造成实习生和其他老员工或其他学校的实

习生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由于生活习惯、观念不同，容易引发矛盾。个别老员工对实习生有敌视心理，

难免会为难或刁难学生。部分学生采取息事宁人、忍让的态度，但心里终究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很

容易导致对实习的怨恨。

３．３　实习岗位单一，收获少
绝大部分学生在一个岗位实习，少数几个学生可能会在２个岗位轮转实习。在实习了１个月或２

个月后，学生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本岗位的操作技能，希望能在其他岗位上得到锻炼。但酒店出于对培

训成本、人员调配困难等方面的考虑，基本上不能实现学生的愿望。学生普遍认为实习收获只停留在劳

动技能的掌握上，无法发挥自身的能力。

３．４　无法复习考研，继续深造
实习时间大都安排在７月份到来年的１月份，考研笔试时间也刚好在１月份。这样导致学生放弃

考研。酒店实习工作是非常辛苦和忙碌的，学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复习时间；同时到了工作单位，请

假制度也比较严，学生无法自由地安排时间，这样导致部分学生直接放弃考研，或者边工作边复习，但效

果并不理想。

４　旅游管理专业“３＋１”培养模式中专业实习安排导致的影响及后果
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导致了学生对专业实习安排的不满，更是直接导致了对旅游专业培养目标的

误解，学生认为毕业以后就是到酒店当服务员或到旅行社当导游，与教学计划中的培养目标相距甚远，

由此也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及后果。

４．１　个别学生以各种理由逃避实习
在安排专业实习中，每年都会有个别学生以各种理由来逃避学习，如身体原因不适合实习、家里有

事、已经找好工作需要上班等等。究其原因，最根本在于对实习的恐惧，不愿意参加实习。即便是到了

实习酒店，也有个别学生会以受伤、身体原因不宜工作、亲人生病需要照顾、参加比赛等理由请假１到２
个月时间，这种现象引起其他实习生情绪上的波动。

４．２　对就业选择的影响
学生不愿意留在酒店继续工作，一般都是实习期结束后就马上离开酒店，而且有许多同学发誓再也

不会到酒店工作。一是觉得对酒店工作已经知晓；二是觉得酒店工作实在太辛苦；三是大学生到酒店一

样从服务员做起，自己的能力和专业得不到体现，得不到领导的重视，发展空间小［３］。从 ２０１１年到
２０１４年这４年旅游专业学生专业实习的人数统计来看，只有温州华侨饭店每年有１至２位学生留在酒
店继续工作，一直到现在；另外有一两位学生再继续工作几个月或１年时间后，几乎全部离职。其他实
习酒店根本没有学生继续留在酒店工作。

４．３　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
学生对专业实习的负性情绪，也直接造成低年级学生对实习的恐惧。丽水学院实行一年级学生校

内转专业的政策，在新入学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转专业申请。原本旅游专业招进来的学生

纷纷有转到其他专业的念头与行动。往往入学时有８０多人，但转专业后只剩５０～６０人。经调查，学生
不愿就读旅游管理专业，很大的原因是对实习的担心。

５　针对专业实习导致问题的解决建议
５．１　适当改变“３＋１”人才培养模式

“３＋１”人才培养模式有明显的优势，但如何使这个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专业实习进行更合理
的安排，有其必要性。改变简单的“３＋１”为“２＋０．５＋１＋０．５”的培养模式。２．５指在学校先进行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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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的理论学习，第一个０．５指到酒店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专业实习，１指再回到学校进行一年的理论学
习，第二个０．５指分散的毕业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知道自己存在的不足，有时间回到学校进
行理论学习，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规划。

第六、七学期继续在校学习，可以有效地改变考研复习问题。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复习，实现

学生到高校继续深造的梦想。经过实习，学生具备更深的理论基础，能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同时学生自己对行业有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对未来能做更好的规划。

５．２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正确认识专业实习
许多学生对旅游专业的认识只停留在当导游和服务员的阶段，更有一些家长特别是农村家长没有

转变观念，认为自己的孩子读了大学，却到酒店当服务员，完全不能接受。同时社会的普遍认知是：旅游

行业是吃“青春饭的”，不是长久之计。

丽水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培养目标是为旅游行业培养管理人才，不是服务员；同时就业的范围不

单单只局限在酒店和旅行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应该贯穿在始业教育和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我

们真正要培养的是管理人员，而不是基层工作人员或是单纯的服务员。教育的目的更要让学生明白，要

成为一名管理人员，熟悉基层业务工作流程和具备娴熟的业务能力是基础，而专业实习正是走向管理层

的必要阶段。

５．３　酒店的招聘宣传要实事求是
酒店在招聘实习生时，对岗位的安排、实习补贴、节假日福利、食宿安排等方面要实事求是地宣传，

以免学生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不能过分夸大工作的轻松度，员工的福利待遇、晋升空间等。校方要对

实习酒店多方了解，实地勘察，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

５．４　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维护学生利益
在与合作酒店进行合作协议细节洽谈时，并不能考虑到所有问题的可能性，在实习过程中，问题会

不断地涌现。因此，与酒店洽谈合作协议时，校方应考虑地更周全，维护学生利益。特别要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轮岗问题。尽可能实现至少两个岗位以上的轮转，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工作岗位。二是

工作时间与休假。保证学生不超过一周４０小时的工作时间。在合同中应明确超过规定工作时间的加
班费结算或调休制度。三是薪资福利。除了基本的实习补贴外，根据酒店的薪资制度，为实习生争取到

更多的福利，如节假日补贴、高温补贴等。四是实习内容。尽可能地让学生接触到管理岗位，而不是单

纯地从事服务员的工作。可以安排学生跟着主管或领班学习一些管理的知识与技能。

５．５　根据学生特点安排实习岗位，帮助学生对未来进行规划
酒店与校方应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来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和实习安排，而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参

加三至五天的入职培训，就让学生跟着老员工学习一星期后就直接独立上岗。由于对业务不熟练、经验

欠缺等，一旦碰到较大的问题，学生根本无法解决。因此，培训应该贯穿在学生实习过程的始终。同时，

由于实习工作强度较大，加上部分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在实习期间会对未来的就业产生迷茫。大

多数学生不能为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什么。学校和企业应该指导和帮

助学生，做学生未来规划的指导老师，对就业和人生等问题作出参考和指导［４］，引导学生从事旅游行业

工作，为旅游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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