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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等旅游教育发展及其研究途径
———评周其厚《当代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研究》

张利群

　　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 教 育 迅 猛 崛 起，不 仅 形 成 高 等 教 育 热 门 专 业 的 招 生 热 和 就 业 热 的

空前发展之势，而且形成其新学科、新专 业、新 课 程 发 展 鼎 盛 之 势；也 不 仅 建 立 起 从 旅 游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到

各高校设置的旅游学院、旅游系及其旅游专业，而且建立起旅游学科研究生 教 育 的 硕 士 生、博 士 生 以 及 博

士后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如何应对当代中国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的 大 好 形 势 及 其 面 临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如何有效解决高校旅游教育高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深化旅游教育 体 系 及 其 课 程 体 系 建 设 与 教 学 改

革，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也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

周其厚教授近期出版博士后出站论著《当代中国 高 等 旅 游 教 育 研 究》（合 肥 工 业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５月版），就是一部旨在回应高等旅 游 教 育 发 展 理 论 与 实 践 问 题 的 研 究 专 著。该 书 体 例 框 架 大 致 分 为 导

论，着重辨析旅游、旅游业、旅游教育概念 与 课 题 缘 起，以 及 研 究 现 状、方 法 与 意 义；第 一 章 为 中 国 旅 游 业

概述，从历时性研究角度分别阐明古代、近 代、当 代 中 国 旅 游 业 发 展 历 史 脉 络 及 其 各 阶 段 性 质 特 征；继 而

在第二章对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历时性描述，从高等旅 游 教 育 伴 随 着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多年历程的兴起发展，分别从探索起步 阶 段 到 规 模 扩 张 阶 段，再 到 稳 定 发 展 阶 段 的 过 程，厘 清 脉 络，追 溯

源流，探讨缘由，明晰特点；第三章、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对专科、本科、研究生旅游 专 业 教 育 发 展 状 况、类

型、层次、办学目标、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体系及其学位论文指导 等 教 育 教 学 内 在 要 素 与 结

构系统进行共时性研究，构建高等旅游教育体系及其结构论、系统论、构成论、建 构 论 理 论 模 式；第 六 章 对

高等旅游教育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抓住教师队伍建设及其教学与科研关系、旅 游 专 业 人 文 课 程 设 置、旅 游

专业人才培养、校内外实训 基 地 建 设 及 其 企 业 化 运 行、教 材 建 设 及 其 教 学 改 革 等 问 题 进 行 对 策 性、应 用

性、实践性研究，旨在以学科建设与教学 改 革 为 龙 头，全 面 整 体 推 进 高 等 旅 游 教 育 深 化 发 展，构 建 高 等 旅

游教育创新体系及其人才培养新模式。最后在结语中，作者指出：“如果用一句 话 来 概 括 其 现 状，就 是‘有

了基础，问题不少，需要扎 实 地 努 力’。”既 需 要 脚 踏 实 地 地 建 设 与 改 革，也 需 要 深 入 持 续 地 探 索 与 研 究，

“所以，旅游需要研究，旅游教育需要研究，没 有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研 究，就 没 有 高 质 量 的 专 业 教 育，这 个 显 而

易见的问题，到了应当值得深入反思 的 时 候 了。我 们 需 要 的 是 扎 扎 实 实 去 努 力，扎 扎 实 实 地 去 做。”该 书

可谓作者作为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扎扎实实所做的一件实事，实 实 在 在 为 高 等 旅 游 教 育 发 展 增 砖

添瓦，拓展旅游教育发展空间及其研究途径。

纵观该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不 仅 具 有 学 术 研 究 与 应 用 研 究 的 价 值 意 义，而 且 具 有 明 显 的 研 究 特

点与优势，这些特点与优势又进一步增强其研究价 值 意 义。作 者 学 缘 结 构 与 专 业 出 身 从 本 科 到 研 究 生，

所学专业为历史学，获得历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历史 学 学 科 理 论 知 识 结 构 及 其 历 史 研 究 方 法 论 基 础，

无疑奠定其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 教 学 研 究 的 雄 厚 基 础 与 扎 实 基 本 功。作 者 长 期 工 作 在 高 等 旅 游 教 育 第

一线，具有丰厚的旅游教学与研究经验和学养积累；加之作者工作属地为山 水 甲 天 下 的 桂 林，拥 有 国 际 旅

游名城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两顶桂冠，肩负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 区 与 桂 林 现 代 服 务 业 综 合 改 革 试

验区两项国家战略发展改革重任。目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的《桂 林 国 际 旅 游 胜 地 建 设

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力打造桂林世界旅游胜地，这是桂林旅游业、旅游教育 发 展 的 大 好 机 遇，构 成 作 者

研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条件。作者所拥有的跨学 科 专 业 背 景、基 础 学 科 与 应 用 学 科 结 合 的 优 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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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的特色，重实证、重 材 料、重 调 查 研 究 的 历 史 学 与 旅 游 学 研 究 作 风，历 史 唯 物 主 义

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思维、观念及其 方 法 论 指 导 思 想，无 疑 既 构 成 其 研 究 风 格 与 学 术 品 味，又 形 成 其

研究特色与优势。具体而论，该书特色优势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以致用的学术性特点。作为一部学 术 著 作，学 术 性 是 其 本 体 所 在，学 术 价

值是其核心价值。但学术并非仅仅是 纯 学 术、纯 学 问，更 非 书 斋 学 问、空 头 理 论，而 应 该 是 学 以 致 用 之 学

术。正如梁启超所言，“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 真 理 而 致 诸 用 者 也”，

学与术两者关系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 而 不 足 以 应 用 于 术 者，无 益

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 础 者，欺 世 误 人 之 术 也”。学 与 术 的 关 系 说 明 理 论 与 实 践、知 识 与 应

用统一的学术构成，学术乃“学与术”或“学之术”的合成。以此学术观念不难衡 定 该 书 学 术 价 值 与 学 术 特

色，正在于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学以致用的学术性。学术以实践为基础，以 理 论 为 指 导，构 成 学 术 的 理

论性品质与实践性品格。理论只有依靠实践并应用于实践才具有理论 性 品 质；实 践 只 有 依 托 理 论 指 导 并

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才有实践性品格。

其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系统构成性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

法论，建构起历史与逻辑、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等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系统性、整体性、结

构性的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与学科方法论视野。该书章节架构整体上是一个理论逻辑框架，涵盖时空纵

横交叉结构逻辑与文本结构、理论结构、知识结构、论述结构的内在逻辑。其中前两章主要从旅游业发展史

与旅游教育发展史角度讨论，但历时性描述中并不乏共时性结构逻辑；后三章是分层次讨论高等旅游教育结

构类型，推理、概括、归纳、分类与比较的逻辑结构中也不乏历史背景及其历时性描述，呈现出文本、内容、思

维、方法的历史与逻辑构成的系统性特点，形成其建构论、构成论、结构论、系统论观念与理论特点。

其三，材料研究与典型案例研究的 实 证 性 特 点。对 于 理 论 研 究 而 言，必 须 以 材 料 支 撑 和 论 证 理 论 的

合理性，材料作为论据不仅具有实证性 意 义，而 且 也 使 理 论 具 有 实 践 性 品 格；对 于 应 用 研 究 而 言，则 必 须

以理论支撑和论证实践的合理性，体现理论为实践 服 务 的 应 用 性 研 究 特 点。从 这 一 角 度 而 言，实 践 材 料

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非 常 重 要，任 何 研 究 必 须 建 立 在 材 料 基 础 上，因 此 首 先 应 该 对 材 料 进

行研究。该书一方面将材料作为观点、论 证、理 论 的 依 据 和 佐 证，大 量 引 用 和 引 证 理 论 材 料 与 事 实 材 料，

尤其是数据、图表、公式、定律等实证性材 料，既 是 硬 材 料 也 是 硬 道 理；另 一 方 面，该 书 不 仅 列 举 大 量 事 例

以论证观点，而且将其作为典型案例、个案进行研究，从实践材料中总结经 验，提 出 观 点，升 华 理 论。该 书

以桂林旅游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向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申 请 国 际 旅 游 教 育 质 量 认 证 为 例，将 该 校“世 界 旅 游 组 织

ＴｅｄＱｕａｌ认证报告”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既具有扎实可靠 的 论 证 力 与 实 证 性，又 为 中 国 当 代 高 等 旅 游 教 育

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昭示出旅游教育发展方向与改革路径。

之所以形成以上诸多研究特点，这无疑与作者的学术背景与 知 识 结 构 所 形 成 的 学 术 自 觉 与 自 信 密 切

相关，与作者的基本思路与研究路径 方 法 密 切 相 关。作 者 坦 言：“本 课 题 的 研 究，主 要 采 用 历 史 学 研 究 方

法，在搜集和分析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中 国 高 等 旅 游 教 育 兴 起 和 发 展 的 大 致 历 程，在 探 究、分 析 其 发 展 中

的问题时，应以尽量充分的资料为凭据。因为这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高等 教 育 学 理 论 与 方 法 的 运 用，显

然是不可避免的。又因为了解高等旅游教育发展轨迹，需要对旅游类高校、高 校 的 旅 游 专 业 进 行 考 察，因

此社会学调查方法，也是不可缺少的。总 之，本 课 题 研 究 以 时 间 为 径，以 问 题 为 纬，总 体 分 析 与 个 案 举 例

相结合，事实叙述与思想提炼为主线，勾 勒 出３０年 来 我 国 高 等 旅 游 教 育 的 大 致 面 貌，为 我 国 高 等 旅 游 教

育的发展，或许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参考。”可谓一语中的，也可谓道出个中缘由。

基于该书以上特点与缘由，自然形 成 其 特 色 与 优 势，构 成 其 学 术 价 值 与 现 实 意 义。我 们 期 待 作 者 继

续探索高等旅游教育发展新途径，深化与拓展其研究空间，收获更好更多的创新成果。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