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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会展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基于专创融合的视角与实
践——以《会展策划与实务》为例

喻紫卿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广东 佛山 528041

摘 要：会展行业发展日新月异，跨界融合、新技术和创新等是会展行业发展的显著特点。高职会展专业人才培养

要适应会展行业发展需求。论文分析高职会展专业“专创融合”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专创融合”课程教学

的侧重点，并以广东职业技术学院会展专业《会展策划与实务》课程的专创融合改革与实践为例，为促进创新创业

教育与会展专业教育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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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Exhibition Major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ty and Entrepreneurship — Taking Exhibition Planning 
and Practice as an Example

Ziqing Yu
Guangdong Polytechnic, Foshan, Guangdong, 528041, China

Abstract: Th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s evolving rapidly, with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new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that are prominent features of its development. The training program for students of exhibition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ith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hibition majors 
and proposes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curriculum. Taking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ith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urse named Exhibition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exhibition major at Guangdong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xhibi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ty and entrepreneurship;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hibition major; teaching reform

0 前言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型与产业技术创新步伐的

加快，社会对于具备高素质和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正持续攀

升。专创融合教育能够更好地对接产业需求，培养具有创新

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专创融合强调在专业教育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通过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教育的实践性

和针对性，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

而提升教育的整体质量和适应性。

自 2015 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有机融合起，

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了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性，会展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会展行业

的快速发展，对于具备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高等职业教育通过专创融合，能够

更好地对接产业需求，培养符合行业发展的人才。

1 高职会展专业“专创融合”课程建设存在
的问题

1.1 创新创业教育与会展专业教育脱节
当前，众多高职院校均设立了创新创业学院，负责推

行创新创业教育。这类教育通常由创新创业学院的教师统一

授课，这种模式固然覆盖面广且具有一定的通用性。然而，

创新创业学院在师资配置上往往难以保证每位授课教师的

专业背景及实践经验与所教班级的专业完全契合。这导致创

新创业教育内容与会展等专业的学习需求脱节，学生难以获

取针对会展专业或会展行业岗位所需的创新创业技能培养，

从而影响了会展创新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2 实践性和真实性不强
由于班级人数、教学环境及实训设施、经费等因素的制

约，高职院校会展专业的校内实践教学项目常面临诸多挑战。

具体表现为任务难度降低、任务执行程序简化，或是由于任

务拆解导致学生难以全面参与并体验完整的项目流程。特别

是针对会展专业中的一些活动策划与执行等核心实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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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行业特性、资金、服务对象等条件的限制，其训练内容大

多局限于校园内部，类似于学生社团活动的策划与执行层面，

缺乏真正能够反映创新创业所需的实践性和真实性。

1.3 学生缺少自主性及项目管理能力训练
目前，也有部分专业教师于校内开设工作室，这些工

作室往往围绕教师的横向科研项目展开运作，普遍呈现出以

教师为主导、学生配合的工作模式。在此模式下，学生通常

扮演着被动接受任务的角色，在教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各项

任务，其自主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学生主动性的激发，使他们难以获得对项目进行全面统筹、

有效协调以及团队运营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充分锻炼。

1.4 缺乏有效的教学实施策略
在实施专创融合教学改革时，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缺乏有

效的、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大部分专任教师是直接从高校毕

业后便踏入高职院校的讲台，他们虽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

但往往缺乏丰富的行业企业实践经验。这导致他们在主导课

程教学时，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从而使得教学效果

未能充分达到预期。因此，迫切需要探索和实施更为有效的

教学策略。例如，通过校内专任教师与来自产业界的兼职导

师携手合作，共同承担某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以此促进理论

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以确保教学改革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1.5 与行业需求的对接不够紧密
会展行业作为一个日新月异的行业，其对人才的需求

也在不断变化。当前，高职院校会展专业与会展行业企业

的合作大多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面，如组织学生参观企业、

参与展会志愿服务等简单活动。为了更有效地推进专业与创

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高职院校在开展相关教学活动时，

必须深度洞察并紧密贴合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确保教学内

容、实践项目与会展行业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保持高度同

步，从而培养出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会展专业人才。

2 高职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专创融合”课
程教学的侧重点

2.1 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对接 
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变化，会展行业正经历着深刻

的变革与持续的发展，如数字化转型、绿色环保理念的深入

贯彻等趋势日益显著。因此，会展专业的教学内容必须与时

俱进，紧密追踪会展行业的最新动态与未来走向，确保学生

能够掌握最前沿的知识与技能。

2.2 强化以真实项目为引领的实践教学
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引入会展企业的

真实项目引入教学之中，以这些真实项目为驱动，切实增强

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项目管理实战经验。在此基础上，学

生能够在高度仿真的工作环境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一步

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项目及会展专业领域的创

新创业实践竞赛，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业激情。通

过亲身实践，学生将有效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增强

面对市场波动时的灵活应变与快速调整能力，为未来职业生

涯的多元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4 双创师资队伍的建设
强化专任教师的专业培训、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及行业

企业实践经历，全面提升教师的双师素质，确保他们能够将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紧密结合。通过不断精进，教师们能够

更好地引领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从而达到“专

创融合”课程的核心目标，即培养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高

素质会展专业人才。

2.5 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与会展企业构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合作

开发课程体系，并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习实训岗位，确保学

生能够直接融入会展项目的策划与运营实践中，从而有效增

强学生的实际工作经验与操作能力。

2.6 评价体系的改革
构建一个涵盖多维度、注重过程导向的综合评价机制，

该机制不仅全面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更着重衡量其创

新能力、实践应用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通过这一科学的、

全面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不断提升自我，以此推动学生的

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全面发展。

3 课程建设案例：会展专业《会展策划与实 
务》课程的专创融合实践

论文选取广东职业技术学院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会

展策划与实务》课程为案例，该课程属于会展策划与管理专

业核心课程。

3.1 《会展策划与实务》课程专创融合建设的背景
从 2011 年开始，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学院在商务

英语专业下开设会展策划与管理方向，确定了以“英语语言

能力运用为基础 + 会展专业技能”的服务型国际会展人才的

培养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校、企、行”深度融合、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的“英语语言能力运用为基 
础 + 会展专业技能”的服务型国际会展人才协同育人体系。

自 2013 年起，连续十年，学校与广州科通展览有限公

司深度合作，实现“课、赛、岗、证”多维融合，即将学校

课程对接岗位需求，技能大赛融入企业项目，行业培训结合

职业证书。同时，专业教师与行业专家双向“互聘”，构建

“校、企、行”三元深度融合体系，把课堂延伸至展会现场，

把企业项目带入校园成为技能大赛的实战内容。专业教师被

聘为企业项目的导师和顾问，企业专家被聘为校内讲师，促

进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学校积极参

与行业人才培养研讨，鼓励学生参与会展设计师、会展职业

经理人的培训及考证，推动学生全面发展。通过这样的产教

融合，为《会展策划与实务》课程进行专创融合改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3.2 高职会展专业课程专创融合改革与实施的探索
与实践
3.2.1 深化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库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积极与会展行业企业展开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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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建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库。这一举措旨在整合双方优

势资源，包括企业实践案例、行业前沿资讯、专业培训素材

等，形成一套既贴近市场需求又符合教育标准的教学资源体

系。通过共建教学资源库，不仅学生能够获得更加实用、前

沿的学习材料，也为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提供了有力支持，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的有效衔接。

3.2.2 依托“工作室模式”开展项目化、职业化、仿

真化的专创融合教学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在会展专业的人才培养策略上，高

度重视与会展产业实际需求的紧密对接。除了上述所提及的

教学资源库，还创新性地将会展企业的真实项目融入实践教

学与课程体系，不仅将企业项目资源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

还为学生创造了大量宝贵的实践操作机会。在项目实施与企

业项目运作的过程中，学院邀请校内专业教师与企业导师联

合执教，共同承担起指导重任，形成了“校中展、展中校”

的独特育人模式，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与

协同育人。同时，学生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企业导师能够

近距离观察并发掘潜力人才，进而将这些优秀人才吸纳进企

业，促进了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人才输送，也为学

生们搭建起一座通往职业生涯开端的桥梁。

3.2.3 以会展专业类竞赛标准作为课程作业的完成标准
以全国会展策划、应急文案等会展专业领域内的创新

创业类大赛的赛事要求作为本课程作业设定的标准，确保学

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就能达到参赛的基本要求。对于表

现优异的作业进一步按照赛事规格进行精心打磨，既能提

升学生的获奖率，又能让学生通过竞赛强化其专业素质与

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此外，这些经过精心雕琢的作品还能

为校企合作的企业提供宝贵的决策参考，从而形成一个集教

学、竞赛、实践与产业反馈于一体的良性循环人才培养体系 

（见图 1）。

图 1 课程对接会展专业创新创业类赛事

3.2.4 课程考核突出过程考核及校企双方导师评价
由于该课程的核心在于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为了提

升课程评价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所有任务均需由校内专任教

师及企业教师共同进行形成性评价，其中校内教师评定成绩

占 50%，企业教师评定成绩占 50%，确保评价维度的全面

与均衡。鉴于会展项目大部分以团队协作形式进行，为增强

学生团队合作意识，本课程所有实训任务均以小组为单位来

完成，因此，组员间的配合及合作的质量对于任务的完成度

非常重要。为此，我们特设组间匿名互评机制，旨在激励学

生积极融入团队，同时也确保每位学生的努力都能得到公正

评价（见图 2）。

图 2 课程考核方案

3.2.5 构建“专创融合”师资队伍
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的双重策略，精心构筑了一

支会展专业“专创融合”的师资队伍。校内专任教师通过参

与创新创业类师资专项培训班，显著提升了双创教育的实

践能力，且会展专业大部分专任教师均成功申报校内双创导

师。同时，特聘会展行业的杰出企业精英作为产业导师，负

责课程教师及赛事指导，不仅提升了教学成效，更在各类赛

事中发挥关键的指导作用，从而确保了“专创融合”师资队

伍的稳固构建与持续优化，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与实践的紧密

对接。

4 结语

要真正实现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交融，关

键在于充分发挥会展专业师资的核心引领作用，深化“校、

企、行”三方合作的紧密度与融合度。通过全面改革专业课

程的教学模式，构建起学校课程、技能大赛与企业岗位需求、

企业真实项目、行业专业培训及认证证书紧密衔接的“课、

赛、岗、证”四位一体融合体系。在此坚实基础上，着力培

育一支由专业教师与行业企业资深导师共同组成的专创融

合师资队伍，旨在培养一批既掌握坚实专业技能又充满创新

创业激情与活力的高素质会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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