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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主题旅游实验课程学习效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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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旅游教育难以培育出符合 21 世纪旅游业需求的人才，而主题实验

课程开设的目的正是实现学校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培养面向社会的旅游专业复合

型人才。运用内容分析法对 60 份主题实验课程的实验心得文本进行分析，提炼出

实验心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且能够代表学生学习效果的 10 个标准，分别为:收获、
团队、感谢、成长、疲惫、回忆、快乐、不舍、复杂和友谊。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分析，总

结学生在主题实验课程学习期间的效果及心态变化，并对课程老师的实验教学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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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Learning Effect of Theme-based Tourism
Experimental Course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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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Tourism，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Fujian，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concern about tourism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traditional tourism education is difficult to cultivate tal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the subject experiment course is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and to cultivate tourism-oriented compound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experience texts of 60 subject experimental courses，10 criteria of high frequency of
experimental experience and representative of students’learning effects are extracted，they are harvest，team，gratitude，

growth，exhaustion，memories，happiness，sadness，complexity and friendship．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standard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effect and mentality of student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course，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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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主题旅游实验是一门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主题

旅游实验课程在全景的教学实验餐厅里进行，由旅游

高职或本科学生自主设计旅游业态主题、环境装饰和

服务线路等实验项目;实验时间为一个月的综合实验

课。主题旅游实验课程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引

起了广泛而显著的影响，成为了近年来旅游院校教学

改革的关注点。分析学生主题旅游实验课程的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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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调整实验课程的内容;完善实验课程的设计;对

“以学生为中心”的旅游实验课程改革和旅游院校培

养目标适应未来的社会工作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

1 实验研究背景

旅游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离不开实践，进入新世

纪旅游教育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的侧重也开始转向旅

游课程实验方面。课程实验效果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

类，①实验效果影响。从学校、行业和学生 3 个利益相

关者分析了影响旅游管理本科生实验效果的原因，结

果表明通过学生自身心态调整，做好角色转变;学校加

强实践教学;做好实验、实训和实习管理工作，确保实

践教学效果
［1］;②实验效果评估体系。从实验教学管

理的角度构建了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体系包括 7
项一级指标(教学文件、教学基地建设、实验内容与实

施情况、实验管理、教师对实验教学过程和效果的综合

评价、学生对实验教学收获的评价、对于学生的满意

度)和 19 项二能指标
［2］。

目前，国内有关旅游教育和与旅游实验的课程关

系是相互分离的，其中部分关注的是实验后的评价，很

少有学者关注教学到实验、课堂到行业转变的中间过

程，而这个中间过程恰恰是旅游专业学生从“象牙塔”
向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主题旅游实验正是提供一个

能让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提前体验社会工作生活的

实验教学环境。主题旅游实验课程学习效果是根据学

生的学习情况设立教学计划和实验大纲;规划主题旅

游实验课程的发展方向;学生自己设立主题实验项目，

教师过程指导。

2 实验指导方法

主题旅游实验课程的学生，由于知识经验和观念

背景的不同，学到的能力不同，希望得到的锻炼也不相

同。对所有学生的实验心得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内容

分析法是对典型样本做技术性处理，将其内容分解成

若干个分析单元，评判单元内所表现的事实并进行定

量统计描述的方法
［3］。本文基于完成主题旅游实验

课程学习的高职、本科学生的实验心得，进行分析( 比

较、对照、分类)来获得旅游专业学生在主题旅游实验

课程学习过程中共同的主题———实习感悟和效果。主

要采取以下实验研究步骤进行。
2． 1 内容抽样

选取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主题旅游实

验课程中，主题设计突出小组的学生的实验心得共 60
份作为总体样本。为使所选取的实验心得样本能够反

应整体学生的学习状况，实验心得包括高职高专业学

生 30 份，本科学生 30 份。实验心得选取遵循以下标

准;①主题突出。能够与餐厅主题属性装饰、环境装饰

和服务线路相吻合。②主题能够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

象
［4］。主题项目带动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偏好。③

选取的主题是最近 2 年内学生课程实验设计中最新的

主题。
2． 2 指标提取

对 60 份实验心得进行分析，提取实验心得中学生

的心态和学习变化，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其归纳为 25 个

指标，而后对这些指标建立分析框架。
2． 3 评判标准

对标准进行编码处理，并在分析框架中记录复选

标记，把所有实验心得的确认标记制成表格，对有关实

验期间的感受和学习心得的主题标准进行频次计数，

总和代表每一个观察标准在实验心得中出现的次数，

在分析框架中记录编码测量的结果，并把结果输入表

格，最后提取的主题以名词量表的形式出现在分析框

架中
［3］。

2． 4 信度分析

对标准列表进行测试，去除含糊的、重叠的、解释

相近的，以保证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此外，为了确保研

究结果的可信，以第 1 作者作为主评判员对 60 份实验

心得的主题指标进行提取，第 2 作者则作为比较评判

员再次对 60 份实验心得进行随机抽样来测试主评判

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3］。

内容分析方法具研究内容易辨别和记录、研究结

果易复制的优点
［3］。因此，采用内容分析法可通过提

炼和验证主题标准获取实验心得中实习生共同的心态

变化规律及学习情况，从而对主题旅游实验课程效果

的评价和改进提供技术支撑。

3 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近 2 年内主题旅游实验课程学习中，主题

设计有特色的 60 份本科及高职班学生实验心得的研

究，并参考相似学者的研究过程，识别出实验心得中出

现的 25 个分析标准，它们是:兴奋、不足、复杂、不舍、
付出、收获、团队、快乐、紧张、期待、友谊、挑战、疲惫、
做事能力、思考、抱怨、成长、坚持、充实、回忆、技能、辛
酸、感谢、沟通和责任。

将提取的 25 个标准写入分析框架，为了从分析框

架中清晰地察看出主题旅游实验课程进行时学生心态

以及学习需求的变化历程，本研究将分析框架中的标

准按照实验心得中出现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最左边

的标准即是出现最早的。在分析框架中标明每份实验

心得中学习效果所遵循的标准规则，同时也显示各个

观察标准的总和及每一个标准的排序。通过上述研究

过程，得到了 25 个标准规则在 60 份实验心得中出现

的频次统计情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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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心得标准比较分析

由图 1 结果显示:提取的 25 个标准在实验心得中

出现的频次并不均衡，出现频率最高的标准可以达到

75%，而出现频率最低的标准却只有 11． 67%，由此可

见主体实验课程学习效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主题不

同、学生不同会导致标准多样，标准的多样也恰恰证明

了研究主题旅游实验课程学习效果标准的必要性。此

外，60 份实验心得的 25 个标准在多样化的同时又有

相当大的共性，其中有 10 个标准在实验心得中出现的

频率超过了 50%，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依

次为:收获、团队、感谢、成长、疲惫、回忆、快乐、不舍、
复杂和友谊。其中 75% 的学生在实验心得中写到在

进行主 题 旅 游 实 验 课 程 实 验 的 时 候 收 获 了 很 多，

73． 33%的学生认为通过主题旅游实验课程的学习培

养了自己的团队意识、增强了小组成员间的团队协作

能力，还有 70%的学生提到主题旅游实验课程的顺利

通过离不开实验教师的指导和帮助、离不开团队成员

的互帮互助，很感谢有这次的实验机会、感谢教师与小

组成员的陪伴，使自己收获良多。为了检验主评判员

评判结果的可靠性，对其评判结果进行信度分析，比较

评判员之间的相互同意度。

4 结 语

通过以上的实验研究，可以归纳出主题旅游实验

课程学习效果的 10 个标准，10 个标准按照出现频次

的由高到低依次为收获、团队、感谢、成长、疲惫、回忆、
快乐、不舍、复杂和友谊。以上 10 个标准不仅描绘了

学生参与实验课程时的心态变化，而且体现了学生对

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不足。这一阶段对学生来

说是实验期间时光流逝最快也是最不舍的，实验的过

程尽管辛苦，然而收获却是满满的，学生也在实验教学

期间里慢慢地成长。
主体实验课程是旅游专业的实践课程。因此，实

验教师在进行课程的讲授时要针对学生实验心态变化

的 4 个阶段，进行不同侧重的讲解。在第 1 阶段，实验

课程教师要关注学生心态的稳定，同时增加一些餐厅

服务操作技巧方面的培训，以减轻学生不自信、忐忑等

的复杂心理。在第 2 阶段，实验课程教师要着重强调

实验课程开设意义及乐趣的所在，减少学生的身体和

心理的疲惫感，调动学生实验的积极性和热情。第 3
阶段，实验课程教师可以适当的给学生布置一些团队

作业或是组织实验学生开展团队活动，促进学生团队

意识、团队凝聚力以及沟通、组织、协调等方面能力的

锻炼。第 4 阶段，实验课程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做好交

接工作，并在交接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沟

通能力。同时，指导学生做好相关的主题旅游实验课

程结题任务，培养学生的总结和分析能力。
主题旅游实验课程的重要性和上课方式的灵活

性，未来在进行有关主题旅游实验课程学习效果的实

验研究中，为更好的提炼和区分其学习效果的标准，需

要对不同学历程度、不同性别的学生进行对比，以更好

的把握学生对主题旅游实验课程知识和能力的掌握和

培养状况，进而补充、完善实验课程内容的安排和教学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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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件数据导入 3D 打印机中便可，提高了工作效率，

降低了人工劳动比例和劳动力所占的成本
［16］。

但是，通过由以上的分析及实践操作可知，3D 打

印技术运用尚不成熟，且在使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

些问题
［17］，如打印周期过长、耗材种类单一;打印的质

量与精度达不到要求，打印出来的材料表面粗糙，不够

光滑，需花人工进行表面磨光处理等;3D 打印技术易

在古建筑装饰构件的替换中取得突破，在承力的梁柱

构件上进行替换试验还需时日。3D 打印有可能面临

诸多问题，从而影响该产业的发展，甚至有停滞的风

险，如:发展的预期值不理想、技术遭遇突破的瓶颈等。
但 3D 打印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拥有巨大优势，如减少

了传统制造业制作模具的过程、减少人工过程、周期

短、复杂物体的制作技术难度大大降低等，在多个领域

早已得到积极的响应。在政府和有关政策的大力支持

下，3D 打印技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仍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总之，3D 打印作为一个新时代新兴技术的产物，

对各行各业的生产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古建

筑的保护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通过 3D 打印

技术在古建筑模型中的运用，挖掘其可能发挥的作用

与意义，这对未来古建筑的保护、现有古建筑营造技艺

的传承、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复兴，可起着一定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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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居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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