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民族民俗》课程标准

一、 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专为旅游专业学生开设的，课程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

民族宗教世俗信仰、民族服饰、社交礼仪和传统节日。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中国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现象，提高学生的旅游品位，培

养学生的文化情趣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对民族民俗旅游资源的认识能力

和开发、挖掘能力。本课程为学生从事民俗导游、旅游管理打下深厚的知识

与理论基础。

二、 总学时

课程名称 民族民俗 总学时 60

适用专业 旅游服务与管理 开课部门 基础旅游组

编制人 张贞元 审定人

三、 设计思路

《民族民俗》采用以兴趣为主导，以未来发展为动力来驱动并参照导

游资格证书考试标准来进行课程开发和学习领域设计。其总体设计思路是，

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模式，以多媒体为主体进行直观的代

入式学习，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

扮演、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做到在学中做、做中学。

四、 课程目标
本课程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重点传授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

的爱国精神，努力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1.职业知识目标

1．掌握民俗与旅游主要概念、民俗旅游的基本知识、民俗旅游研究的主要

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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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民俗与旅游主要概念、民俗旅游的基本知识、民俗旅游研究的主要理

论方法；

2.职业技能目标

1．具备民俗导游能力，能够熟知和理解各类民俗事象的表现，并对此作出准

确判断与分析；

2．具备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所需的收集信息、查阅资料、逻辑思维及创

新的能力；

3．能灵活运用与分析民俗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能撰写个性化导游词，

3.职业素质目标

1．提高学生学习旅游民俗文化的兴趣和动机；

2．增强学生学习旅游知识的自信心，使学生热爱中国博大的旅游民俗文化；

3．培养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协作的能力；

4．具有爱岗敬业、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高尚品质。

五、 内容与要求

序

号
授课内容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参考

时数

1
第 1 章

中国民族

了解民族民俗的内容；和中国民族

的概况。
掌握需求分析方法，学会理性分析历史发展。 4

2
第 2章 中国

民俗

了解民族民俗的内容；和中国民俗

的概况和基本特征。

掌握民俗形成的因素，和民俗与旅游之间的内在

联系。
4

3
第 3 章 生

产、生活民俗

了解生产民俗的起源、现代生产民

俗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

掌握生产、生活民俗的内容和特点，生活民俗的

范围以及生产、生活与旅游开发。
4

4
第 4 章 礼

仪、信仰民俗

了解礼仪民俗的形成、信仰民俗的

类型。

掌握礼仪民俗的内容和类型，信仰民俗的起源和

民间禁忌习俗。
4

5 第 5章 汉族
了解汉族的形成过程、在各个时期

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
熟悉汉族民俗的形成特点，掌握汉族的民俗风情。 4

6

第 6章 北方

部分少数民族

的民俗风情

了解相关民族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地

区。

熟悉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及主要工艺

品，掌握上诉民族独具风格的民俗风情。
8

7
第 7章 西南

部分少数民族

了解相关民族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地

区。

熟悉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及主要工艺

品，掌握上诉民族独具风格的民俗风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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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风情

8

第 8 章 中南

及东南部分少

数民族的民俗

风情

了解相关民族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地

区。

熟悉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及主要工艺

品，掌握上诉民族独具风格的民俗风情。
8

六、 实施建议

1、 教学实施建议
本课程将结合教材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安排教学内容，以导游、酒店服务岗

位、景区景点民俗表演岗位等的需要选取教学内容。

1.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设备，将有关内容全部制作成课件。 运用相关影音

资料作为辅助教材。从旅游报刊杂志、网站上搜集资料，尽量做到资料的新、齐、

准。

2.针对学生已经掌握了相关导游知识的情况，在教师讲解完主要国家的主要

景点之后，教师安排学生扮演导游的角色，设身处地的分析与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学生从所扮演的角色出发，运用所学的知识，自主分析与决策，以提高学生实际

决策的技能。

3.在教学中想方设法让学生“多思”。每一知识点学习后，由学生提出疑问，

再由学生回答，如果学生不能正确回答问题，则由主讲教师通过启发式教学方式

给出学生正确答案。

课堂上布置问题，学生分组讨论，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自学能力，在

讨论过程中锻炼口语表达能力、深入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教学评价建议
本课程是考查课，采用开卷考试和实践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考核学生的成绩，

总成绩由期考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组成。

考核方式：各项平时成绩占本门课程总成绩的 50％；期考成绩占本门课程

总成绩的 50％。

3、 教材选用建议
中国民族民俗

4、 教学资源建设与选择建议

网络资源

积极利用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各大网站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内容从单一

化向多元化转变，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七、说明

针对学生已经掌握了相关导游知识的情况，设身处地的分析与解决所面临

的问题，学生从所扮演的角色出发，运用所学的知识，自主分析与决策，以提高

学生实际决策的技能以多媒体为主体进行直观的代入式学习，采用任务驱动的教

学模式，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做到

在学中做、做中学，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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