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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订单式”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姜辉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吉林 白山 134300

摘 要：高职院校基于工学结合视角面向酒店管理专业培养新时代人才，“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全新手段，同时也是落实教学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从专业性质角度分析，酒店管理专业更注重

教学实践，目的是确保学生毕业后能够以最快速度参与到岗位工作中，发挥个人能力，而采取“订单式”的人才培

养模式除能为高职学生提供充足实践训练机会外，也可帮助其更好解决就业问题。论文主要对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

酒店管理专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与实践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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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engineering and learning, vocational colleges aim to cultivate new era 
talents for hotel management majors. The “order bas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is an effective and new mean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lement teaching refor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nature, hotel management majors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eaching practice, with the aim of ensuring that students can quickly 
participate in job work and exert their personal abilities after graduation. Adopting an “order bas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can not only provide sufficient practical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help them better solve 
employment problems.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order bas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voc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major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engineer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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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立足社会发展视角来看，中国各行业都处于不断上升

状态，酒店行业亦是如此，所以全新工作背景下酒店行业对

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有明显提升，在聘用和引进人才时酒店更

看重实践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两方面，希望在高素质、高能

力人才带领下整个行业也能有更好发展前景。为此，高职院

校在培养该方面人才时需要以此为前提，调整专业结构和教

学内容，只有教学足够精准、全面，才能为学生能力提高奠

定基础。“订单式”人才培养实现校企双方实现工学结合，

提升育人成效的关键模式，故而酒店管理专业教师需对该模

式应用进行全面探究。

2 基于工学结合的酒店管理专业“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和优势

2.1 “订单式”人才培养内涵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也可称为“合作教育”，20

世纪初美国一所大学便开始应用该模式进行人才培养，直至

今日美国的中学后教育大多都会使用“订单式”人才培养。

简单来讲，所谓“订单”培养就是将企业订单看作教育依

据，严格按照现阶段社会企业需求实施人才培养工作：这里

的“订单”不仅指向用人企业的需求预订单，同时也要做到

结合订单落实招生、主导教学，可以说“订单式”培养贯穿

高职教育全过程。工学结合要求下采用“订单式”培养酒店

管理专业人才，既要对校企双方不同教育资源和环境灵活应

用，也要通过合作方式彼此介入、彼此渗透，在充分融合后

有针对性的制定培育目标、制定教学方案、课程内容以及实

践训练等各个环节，同时也要以此为前提组建师资教育队

伍、开展就业指导，这样实施专业教学，指导学生在“工”“学”

之间耦合互动，可使之认识职业角色后、加强职业素养后，

成长为符合就业行业要求的新型人才 [1]。

2.2 “订单式”人才培养优势
第一，现代酒店企业的用人需求是高职院校开展“订

单式”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酒

店行业也迎来更好发展前景，面对庞大的市场缺口，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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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也显得十分紧张，因此高职院校应紧抓这一契机有计

划、有针对性的组织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强化人才培养质量。

与此同时，也要结合时代和市场发展认识到复合型人才是现

阶段酒店行业的关键要求。所以，从这一视角看，酒店的人

才聘用需求可直接决定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教育改革方向，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高职院校精准实施校企合作和“订单”

人才培养，同时对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目标也极为有利。

第二，“订单式”人才培养有助于高职院校快速形成

良性循环、多方共赢的教育局面。具体来讲，工学结合下开

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属于多元主体构成的教学系统，其中

涉及政府、企业、学校和学生几个行为主体，借助工学结合

“订单式”这种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可实现多主体共赢，并

且高职院校也能借此会呈现多主体协调互动的开放性循环

育人局面。首先，从学校角度分析，校企合作后可共建校外

实训基地，成立合作教学委员会，通过引进高能力、多经验

的行业专家指导学生技能可使之实操能力大幅提升，再者校

企合作也可为教师入企锻炼提供便利条件，而这对高职院校

组建“双师型”教师团队也有极大促进意义。其次，对酒店

企业来讲，全方位参与高职人才教育，既能了解和获取更多

企业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也可通过加强人文关怀，营造积

极学习氛围让学生提高对本企业的关注度和认可度。再次，

高职学习期间通过工作、学习交替进行，也可使之不断转换

学生和职场工作者两种不同身份，这样既有助于其及时了解

酒店业发展实情、完善个人技能，增强职业素养；也可让其

在多方教育引导下成长为一名能力过硬、有责任感的社会公

民和职业工作者 [2]。最后，想要确保工学结合“订单式”人

才培养能发挥最大优势，应明确政府是统筹调控主体，在国

家和地方政府扶持下，采取“订单”人才培养，建立有关激

励机制和制约机制，能够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为地方经济

发展助力器，而这也能为经济建设发展和区域开发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3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
式特征

3.1 以“订单”引导招生
工学结合视角下应用“订单式”人才培养需要保证校

企双方绝对信任，为做到这一点，合作前高职院校与酒店企

业之间要深入配合、签订协议，并且也要围绕该专业需求结

构、相关待遇（助 / 奖学金、就业）、职业技能训练等多个

方面制定一个满足学校、学生和企业利益与需求的人才培养

方案，从而实现“订单”细化。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后，校企

双方可依据具体“订单”内容设置专业教学方向、制定招生

计划，并且招生环节合作双方也要共同参与，保证招生质量。

3.2 以“订单”主导教学
基于校企双方合作协议与共定的人才培养方案，酒店

企业需要全面参与人才教育，学校与企业也要对彼此资源充

分利用，有针对性的组织“2 平台 +3 模块”教育，简单来

讲就是搭建“公共教育平台 + 专业基础教育平台 + 前厅工

学 / 客房工学 / 餐饮工学模块”，让学生群体通过定向模块

学习、真实情境互动和实习实训更熟练的掌握实践技能与专

业知识。此外，也要做到工学交替，围绕岗位需求合理开展

实践教学，借助“订单”企业，结合酒店管理专业教学要求、

教学规律以及学生能力，科学设计顶岗实习和工学交替实

训，制定工学结合交替计划表（如表 1 所示）[3]。利用多样

化实践活动确保学生能将专业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从而真

正实现“教学做”合一。

表 1 酒店管理专业工学交替计划表

第 1 学期—第 4 学期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校内专业学习酒店

“工学交替”实训

酒店顶岗实习 酒店顶岗实习及就业

岗前培训、定岗工作

理论培训、顶岗工作

顶岗工作、企业面试

企业工作、企业就业

4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
式实施策略

高职院校基于工学结合采用“订单式”培养酒店管理

专业人才，需要将行业企业需求作为关注点，并且要确保日

常教育教学各环节都有合作企业参与，如明确教学方向、制

定教学计划、优化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资源等，只有企业参

与人才培养更加深入，“订单式”人才培养作用才能充分发

挥，学生才能更好的提升个人能力和职业素养。具体实践环

节，高职院校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4.1 实地调查研究，科学选择合作伙伴
工学结合指导下高职院校为将“订单式”人才培养作

用充分发挥，在正式应用该模式前要对合作酒店进行实地调

查、深入研究，确保校企合作过程中酒店企业能发挥最大效

用。筛选酒店时要以前景广阔、处在上升期、人才需求量大

且管理者热心教育事业的企业为主，首先，院校应派专业人

员进入酒店调研，了解酒店发展实情、合作意向、对人才能

力、素质和数量的要求，以此为后续调整酒店管理专业、课

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其次，也要对酒店能为校内学生提供

的定岗实训条件加以了解；再次，实地调查过程中，高职院

校应对酒店信誉度全面考量，因为“订单式”人才培养是双

方深度合作、共同培养的一种教学模式，如果企业信誉度高，

那么人才培养效果也会更好；最后，观察酒店内管理水平与

相应设备是否先进，分析学生顶岗实习是否能学到最新知识

和技能，是否能在毕业后学以致用，只有双方了解足够充分，

才能为日后合作奠基。

4.2 确定实际订单，签署详细合作协议
“订单”数量是对“订单式”人才培养规模效应进行

衡量的一个主要标志，如为 XX 酒店订单培养 10 人；为

XX 酒店订单培养 15 人等，在与合作企业签署人才培养订

单时，必须明确具体订单数量，只有订单达到一定规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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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确保“订单式”人才培养有序实施，才能将该模式成效

真正体现 [4]。此外，签订订单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也是为确定

彼此双方责任，即高职院校应根据合作酒店要求精准培养人

才，酒店要为教育提供资源和环境的同时，接受合格的订单

人才。详细来讲，院校职责主要包含：针对“订单式”人才

培养调整与之相契合的专业教学计划；负责在校教育；负责

学生实习期间的毕业论文指导和就业指导等工作；而酒店职

责有：参与学校制定酒店管理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学

生实习期间给予相应技术培训，传授管理理念与技巧；为在

企实习的学生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等。签署协议后，合作双方

皆要依据办事，从而保证“订单式”人才培养质量。

4.3 借助行业资源，推进课程教学改革与专业建设
课程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是提高人才教育质量的关键

核心，同时也是教育改革实施的重难点。工学结合下实施“订

单式”人才培养，高职院校应与合作企业针对行业发展诉求

一同开发专业课程，然后再结合技术领域与职业岗位要求，

对照职业资格标准，对现有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建立能够提出职业技能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整理教学基本

要求，促使教学质效皆能有显著增长。此外，合作双方也要

重视课程建设规划与研究，不断调整教学手段与方法，通过

“教学做”融合一体来培养学生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具体

来讲，高职院校应对网络信息资源和酒店企业资源利用加以

重视，将智慧化技术作为“订单式”人才培养的一个有效

手段；再者院校、企业双方需结合生产实际开发实训教材，

从而为高职学生群体拓宽知识层面，提升各方能力提供充足 

保障 [5]。

4.4 突出职业道德教育，彰显人才培养特色
从教育根本来讲，高等职业教育开展以为社会各行业、

各企业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最终目标。工学结合视角下

对酒店企业进行调查后可发现，大部分企业在聘用人才时并

非将技能和知识作为第一要求，而是更看重职业道德素质，

即敬业、人品和责任感等。所以，为保证“订单式”人才培

养质量，高职院校在落实教学改革环节应以职业道德教育为

主，重点培养学生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和诚信品质，在此基

础上有针对性的传递相关知识、训练实操技能。此外，为进

一步提高学生社会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专业教育开展也

要有计划引导其树立终身学习意识，这样可使之在未来工作

中实现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4.5 优化“双师”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综合能力
工学结合视角下应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开展酒

店管理专业教学，需要对教师作用有充分认知。鉴于新时代

人才培养要求，高职院校应从优化“双师”结构入手，促使

师资队伍能力有所提升。一方面，可聘请酒店行业企业人才

入校兼任专业教师，增加兼职教师比例，调整教师结构；另

一方面，也要增加校内拥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比例，重视

针对现有专业课教师培训，在合理时间安排教师入企实践，

积累工作经验，强化专业能力。此外，做好专业带头人培养，

组建一批掌握最新技术动态的酒店行业领军人物；重视对内

部专业教师的继续教育，确保其教学能力与综合素质能不断

增长。

5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开办酒店管理专业，实施人才培

养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订单式”人才培养是实现工学结

合和提升人才教育质量的一个特色模式，因此教学改革环节

可从实地调查科学选择合作伙伴、确定实际订单签署合作协

议、借助行业资源、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和优化“双师”结构

几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以确保在多方教育指导下，学生职业

素养与核心能力都能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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