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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重点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文旅发展动力体

系。旅游职业教育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这意味着新时代对旅游职业人才培养上也作

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注重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和知识储备的提升,以推动我国旅游人才高质量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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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enabl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the focus is to build a human-centere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dynamic 

system.Vocational tourism education provides important talent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which means that the new era has also made a higher requirement on the training of tourism 

professional talents,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workers'skill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 reserv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training of tourism talents in our 

countr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enabl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and aims to provide a 

practical path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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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

职责。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职业

教育领域研究热点和重要科学命题。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研究主题,综述相关研究进展并阐释新质

生产力背景、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探究新质生产力赋

能旅游职业教育的内在逻辑,构建实践框架,以期为深化旅游职

业教育研究,促进新时代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

鉴和应用参考[1-3]。 

1 文献综述与概念阐释 

1.1新质生产力文献综述。新质生产力概念源于古典政治经

济学理论[4],其本质还是生产力,依旧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

产力概念范畴,只是其核心内涵发生了质变[5]。就学者们关注具

体研究内容而言,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6-9]、新质生

产力的生成逻辑与形成机制[10]、新质生产力的特征等理论问

题。此外,部分学者从应用视角,思考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

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探讨其理论

逻辑与实践路径等。 

1.2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数字经济时代,

科技创新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中最活

跃的因素；文化软实力是展示中国自信最好的底牌。新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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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科技创新为落脚点,将人才资本作为支撑,通过提高文化软

实力发展动能,在关键技术、数据、人才等领域赢得发展的主动

权,成为新时代新发展的必然选择。旅游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

旅游人才的重要途径,为旅游业现代化发展保驾护航,面对现行

激烈的竞争环境形势,时代对旅游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而新质生产力的“以新促质”,为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赋予

了新的内涵,把握时代发展。 

1.2.1多元化的旅游职业教育。以科技创新为出发点,旅游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充分应用科技手段,推动自身多元化、创新

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了数智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运用,

丰富了旅游职业教育的教学手段。课堂上,AR模拟走进旅游课

堂,对旅游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进行演练,确保学生能真切

感受现实游客需求,以提高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不仅如此,

打造旅游在线课程平台、建设智慧职业教育实训室、资源互助

云平台等为旅游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增添了动能,提高了学生

信息化能力,推动“智慧旅游”发展。 

1.2.2以人为本的旅游职业教育。以人力资源为出发点,旅

游职业教育的高质量把握了人才培养发展的超前性,对未来

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预判。新质生产力重视全民教育水平的

提高,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置于同等教育地位,有利于改善

外界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在人才培养上,旅游职业教育更注重

学生现实需求,学生能够将知识学以致用,关注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包括学生实践、创新、应变、团队交流、信息化等能

力的培养,帮助解决旅游市场人才缺陷问题。 

1.2.3中国特色旅游职业教育。以文化软实力为出发点,旅

游职业教育的高质量以自身旅游文化为基,尊重传统文化发展

的特色性,为中国文化自信增添底色。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文

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包罗万象,旅游职业教育加强学生对中国

传统特色文化的认知,推动“特色旅游+”的建设,打造好属于自

身的特色名片。 

2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标和使命,旅游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延续,新质生产力以科技为赋能,

追求行业发展的新业态,充分释放“人才红利”,有助于高质量

发展目标的实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逻辑。 

2.1推进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在文化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

倡导科技、教育的投入,重视产学研密切协同发展,致力研发、生

产、教育、科技服务一体化融合体系的构建。旅游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强调了科技、人才、产业、教育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问题,力求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倡导契合了旅游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需求。 

2.2促使旅游职业教育样态多元化转变。新质生产力力求打

造一个创新化、多元化、低碳化、数智化的现代经济结构体系。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下,产业对人才的需要趋向多元化、复合型和

应用型,并且岗位对个人技能的要求更加立体。旅游职业教育要

适应现代化发展,培育出的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和实用知识,还需要有数字化、信息化应用技术的能力。 

2.3促进旅游职业技术教育教师队伍高水平建设。目前,职

业院校教师学历层次水平总体偏低,我国部分旅游专职教师

关于旅游理论专业知识不扎实,大多由于缺乏旅游相关的从

业经历,不能把行业中的新发展、新动态和新问题带入课堂以

实施案例教学。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据技术的支持,实现教育资

源共享,更加方便教师掌握旅游前沿知识,了解行业新动态,

方便教师实施案例教学,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同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

要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提高信息化的能力水平。 

2.4助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为契合新质生产力对于新型人

才的要求,旅游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来增强学生对

知识信息快速更新的适应能力；通过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帮助学生优化决策方案,作出更好决策；通过信息技术的利用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还加强了国际之

间的内外联动,我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旅游职业教育也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国情意识和世界眼光,以推动旅游行业走向

国际化。 

2.5推动旅游职业教育体系革新。为了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旅游机构需要更新教学内容,将更多高科技知识和技能纳入

课程体系,以确保学生能够掌握前沿的技术和工艺；推动培养模

式创新。传统教育模式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的要求,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例如采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等方式,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教育资源配置。随着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旅游职业教育资源也需要相应的优化配置,包括投资最

新的教学设备、建立实验室和工作室等,为学生提供实践和探索

的空间。 

3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构想 

新质生产力为旅游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旅游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理念、目标、内容、治理

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整,适应时代新变化。 

3.1以科技创新增强旅游职业教育发展动能。新质生产力最

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科技的优势,通过数据资源的整合,形成

要素间的推动优势,增强发展动能。通过科技手段,在旅游职业

教育教学中逐步打造虚拟现实技术的实训基地教学平台、让智

能机器人成为辅助教学工具、依托智慧校园构建智能化教学管

理保障系统、利用数字化模拟教学情景等,在提高学生旅游实践

能力和信息化利用能力的同时增强学生对旅游理论知识的学习

兴趣。 

3.2以交叉融合发展协同推进产教融合。新质生产力强调产

教融合,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是科技、人才、产业、教育四位一

体综合发展的表现。我们要注重旅游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交

叉融合,在协同推进旅游产业与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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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产学研合作,将实际工作经验和前沿技术引入课堂,提高教

育的实用性和前瞻性；其次旅游业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旅游职

业教育需要根据这一变化调整课程设置,加强与行业的对接,提

供更多元化的教育服务；最后,新质生产力下的产教融合体现了

新型社会生产关系上的优化,旅游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理论观念,使其能够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发挥作用。 

3.3以现实需求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新质生产力涉及

方面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它促使旅游行业多元化发展,绿色、

共享、协调成为发展指南,不断拓展新的内容和服务。旅游职业

教育发展要满足现实旅游业发展需求,考虑到旅游业发展的丰

富性,在旅游职业教育中应教授更多旅游市场营销、旅游产品设

计等知识,丰富学生发展视野；考虑到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可

持续发展,通过开设生态旅游课程,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增强

学生社会责任感,推动生态旅游的发展；考虑到文化发展的特色

性,旅游职业教育可以结合地方文化和旅游特色,培养具备地方

特色的旅游专业人才；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协调性,让乡村旅游成

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助燃器”,在乡村旅游体系建设过程中,应

更加注重创意的导入,将休闲娱乐、民俗文化、现代文化相结合,

推动智慧与数字化乡村旅游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适应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3.4以持续发展架构旅游职业终身教育体系。助力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要去建立旅游职业

教育终身体系,为旅游从业人员提供持续的技能提升和专业知

识更新的机会。在构建旅游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体系过程中,我们

首先要冲破普职壁垒,系统审视高中普职贯通教育体系,调整该

阶段教学模式和教育供给的同时加强地方性职业院校与普通院

校沟通,合作开发出实用性更强、适用范围更广的旅游职业教育

教材,推动旅游职业教育专业特色化发展；其次,提高旅游职业

教育学历层次水平,打破民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认知,给予本科

职业教育相应政策倾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旅游教育学习者

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最后,职业院校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

索新型学习渠道,整合线上学习资源,通过网络技术与智能设备

的广泛普及,为民众开展线上学习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 结语 

生产力是发展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是下好发展生产力的

先手棋。在科技创新迭代加速、社会制度不断调整、产业体系

加快重构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为旅游业带来深刻变化同时也

驱动旅游职业教育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本文研究以新质生产

力为视角,表明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点,是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适应时代变化的必然选择,并为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发展路径选择。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环境

质量、法治建设等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

当前当务之急,新质生产力与教育之间存在着双向驱动作用,但

本文未对旅游职业教育的推动详细说明,因此在对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影响因子上还应该作出更进一步的研究,为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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