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传承 匠心之美”教学实施报告

一、课程性质与作用：

《旅游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技术基础课程，也是考取国家导游

资格证的必修课程。主要讲授与中国旅游相关的自然景观以及民族民俗、宗教文

化、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饮食文化、风物特产等旅游景观赏析；同时通过对实

际旅游景观、文化艺术、饮食文化等的美学和文化分析以及思政知识、中国传统

哲学解析，培养学生的旅游审美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能

力。《旅游美学》的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能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

生知识面，树立文化自信，还能培养学生对实际景点景区景观的美学修养和实践

能力，为今后从事旅游行业积淀必要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和美学赏析能力，为我

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文化传播者。

二、设计思路

课程设计依据：按照学院“校企一体，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围绕旅

游管理专业培养高素质导游的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对本专业主要工作岗位（导游、

景区管理员、讲解员、景区策划等）分析，结合实际旅游工作案例，以各知识点

为依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与应用，是学生在专业能力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是一门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化课程。

教学模式设计：本次选取了《旅游美学》中重要知识板块之一的建筑景观板

块为教学对象，以网络环境下基于问题逻辑的师生互动型教学模式的建构，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课外基于网络平台的教与学任务的设计、课内基于问题逻

辑的教与学方法的设计和基于网络平台的教学总结与学习任务的设计，有效地实

现了讲教材知识转化为知识体系，并进一步吸收为学生思维体系，培养学生了问

题意识、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也为后疫情时代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效的

方法依托。



教学内容设计：以立足地域特色，服务地方旅游经济为宗旨，以教材知识为

引领，围绕展现山东特色、讲好山东故事，引入最新的山东经济圈发展规划，以

五市联合打造的胶东半岛七日游产品线路为依托，将五市文化、旅游与教材知识

串联起来，尽显胶东多姿风采。通过课程讲解与知识学习，让学生能够完成本地

资源特色与城市特质，对以“领略日照阳光海岸，乐享美好慢游生活”为亮点的

阳光海岸“慢生活”之旅进行深入把握，能带领大家从古到今、由快到慢，感受

胶东文旅的古风海韵，领略今朝繁华，乐享返璞归真的悠然慢生活，实现能力突

破。

同行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全育人”的要求，以及文旅行业深耕细

作的发展趋势和当下全域旅游发展特点，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型教学案知识体系的

逻辑顺序设置，紧紧围绕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和行业发展需求来选择课程内容，

变知识学科本位为职业能力本位。

（1）基于旅游职业岗位要求，设计课程的能力、知识、素质目标；

（2）基于旅游真实工作任务，遴选和组织课程内容；

（3）基于学生主体，能力本位以设计教学方法与训练方法；



（4）基于旅游职业能力与素养的综合发展进行教学评价，采用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三、课程目标：

（1）总目标：

学生通过学习建筑板块之蓬莱阁古建筑和威海海草房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知

识、美学知识、思政知识，培养从事旅游服务、旅游线路规划等工作所学的基本

知识、技能和较高的职业文化素质，树立文化自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中流砥柱。

（2）具体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态度目标

1.了解中国古建筑的组

成要素及表现形式。

2.掌握中国古建筑的组

成要素的功能及审美价

值。

3.明确特色民居建筑海

草房如何与当地文化相

结合的，体会特色民间

建筑海草房的审美特

征。

4.用自己的语言阐述海

草房的特性及原因。

1.能够从不同角度欣赏

中国古代建筑。

2.能够对古建筑的组成

元素进行讲解。

3.熟练讲解海草房。

4.能向游客传达、弘扬

苫房师傅的优秀品质。

5.能够从建筑历史的文

化传承中，能够赏析中

国建筑艺术巨大的文化

意义。

1.使学生对建筑的外观

特征和文化内涵有更深

入的了解。

2.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

传统历史文化，学习工

匠精神。

3.培养学生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4.让学生学会讲好山东

故事，搭建旅游者和建

筑之间沟通的桥梁。



四、实施过程设计：

内容分析

依据旅游基础课程体系的教学要求，将教材内容和其他教学资源进行整

合，依托山东胶东五市经济圈文旅融合大发展的最新动态，围绕以“山海深

呼吸 胶东文旅游”为主题的胶东 7 日游线路导览真实任务而设计。本节课

通过对七日游中的第三站蓬莱阁古建筑群景观、第四站威海海草房民间建筑

的分析，完成对建筑景观各要素的美学赏析及导游员讲解能力培养，解决导

游、线路设计与策划等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建筑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造型艺术，在其风格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地域

环境、自然气候、经济文化、民族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对蓬莱阁古

建筑群、海草房民间建筑两种不同类型的建筑形式的赏析，可以更好地把握

建筑的审美特征，从中感受中国建筑天人合一的空间意识，体会中国人独特

的心理气质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容并包的文化特征。胶州五市线路--

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威海，四市临海，连接起来形成曲折的海岸线，

区别于农耕文化，是海洋文化发祥地，也是中国沿海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取第三站蓬莱阁古建筑群景观和特色海洋文化代表--海草房的分析，完成

对不同建筑景观各要素的美学赏析，完成建筑景观文化传承与匠人精神的领

悟，解决导游、线路设计与策划等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为高职旅游大一学生，毕业后将从事旅游行业中导游工作，在

带团的过程中为游客进行景点的讲解是未来职场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学生们

对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知识的认知处于较浅显的层次，对于实际导游工作涉

及到的相关知识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同时本课程知识面广，知识较琐碎且

有一定深度，学生们对于知识的理解较为困难。

过程设计

以课前小组讨论成果展示导入本课主题,介绍最新山东胶东经济圈文旅

游路线信息，师生通过讨论进入本次课需要解决的任务。

第二站 中国古建筑-蓬莱阁古建筑群

1、课前准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课前的学习必不可少，学生登录网络教学平台，查看导学单，完成任务。完

成微课学习和小组作业，为课堂教学做好准备。



2.课中教学—发挥学生主体地位，教师做引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

环节 1：传统美--打卡古建筑 任务欣赏

介绍找到“蓬莱阁古建筑最美着眼点”的理由，通过投票环节选出人气小组，

由学生们主动“发现美”。

环节 2：认识美--VR 浸入 情景再现

针对学生们在发现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讲解，老师引导学生们共同

学会认识美的方法和能力，针对认识美中学习到的知识通过 VR 浸入式体验

真实场景，让学生们在体验美的过程中对于古建筑的认知有一定的升华，了

解到古建筑之美是由表到里，由外观特征到文化内涵的提升，同时激发学生

们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提高职业使命感。

环节 3：体验美--美学赏析 文化自信

将第二站中所学知识串联，形成对古建筑中各组成元素的讲解内容与思

路，同时掌握如何与游客互动交流的方式方法。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培养学

生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针对已有的古建筑导游词进行重构和创新。

课后拓展创设古建筑情境，学生分组、分角色直观的体验了中国古建筑

的不同审美点，更好地积累古建筑赏析和导览讲解的理论基础，突破教学重

难点，激发爱国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本土生成的文化，但这种文化是开放的。中国古代

建筑有着兼容并包的文化特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古代建筑在兼容

并蓄中，将各种客体文化、材质材料进行改造、同化，为己所用，在历史中

传承，迭进出丰富的地方特色建筑。

第三站 中国民间建筑--威海海草房

环节 4：特色美--模拟讲解情景再现

学生：二组汇报，模拟讲解荣成东墩村的海草房+图片展示+采访展示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提炼海草房的三个特性：

防风、遮雨、抗火

环节 5：技艺美--专家试验突破疑点

海草房的抗火性能，是学生学习的疑惑点，教师通过专家在线视频，现

场试验，对比其他建筑材料，解答疑点。



环节 6：精神美--苫房技艺

通过揭秘海草房百年不倒不腐的秘密，引出关键环节，苫房，介绍其过

程、现状，学生体会精神并内化于心。

环节 7：传承美--海草房的保护与发展

在掌握海草房过去、现在的基础上，思考海草房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进

入下一阶段的辩论，随着本阶段的学习结束，平台对学生学习状态、知识掌

握和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评价也已经生成，并且对教学过程各环节进行了成绩

统计，实现过程性评价。

环节 8：总结两种建筑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共同点。

教学实施

情况

在信息化特色的引导下，利用 3D 实景在线，视频、游戏等生动、形象

的特色，结合高职学生特点，将“互联网＋”元素引入课堂，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理论基础，更加高效、有质的完成德育教学目标。

注重学生的学习成果，追求有效的课堂教学。启发式教学，用问题环环

相扣，层层递进，学生在思考中学习，领悟。有效的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

注重已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帮助学

生较快的达到学习发展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采取多元评价

的方式，及时回馈评价信息。

教学反思
应该对智慧教室的设备操作更加熟练，否则会出现视频播放不流畅、文件无

法打开的问题；学生发言的时间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