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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当前职业教育还处于探索过程中，教材建设“任重而道远”。为了编写出切实符合旅游

管理专业发展和市场需要的高质量的教材，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国旅游管理类专业建设、课

程改革和教材出版的平台，加强旅游管理类各高职院校的广泛合作与交流。在编写过程

中，我们始终贯彻高职教育的改革要求，把握旅游管理类专业课程建设的特点，体现现代职

业教育新理念，结合各校的精品课程建设，每本书都力求精雕细琢，全方位打造精品教材，

力争把该套教材建设成为国家级规划教材。

质量和特色是一本教材的生命。与同类书相比，本套教材力求体现以下特色和优势：

１．先进性：（１）形式上，尽可能以“立体化教材”模式出版，突破传统的编写方式，针对各

学科和课程特点，综合运用“案例导入”、“模块化”和“ＭＢＡ任务驱动法”的编写模式，设置

各具特色的栏目；（２）内容上，重组、整合原来教材内容，以突出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训练与

职业素质培养，形成新的教材结构体系。

２．实用性：突出职业需求和技能为先的特点，加强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训练与职业素

质培养，切实保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３．兼容性：既兼顾劳动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的考试要求又高于其要求，努力使教材的内容与其有效衔接。

４．科学性：所引用标准是最新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所引用的资料、数据准确、可靠，并

力求最新；体现学科发展最新成果和旅游业最新发展状况；注重拓展学生思维和视野。

本套丛书聚集了全国最权威的专家队伍和由江苏、四川、山西、浙江、上海、海南、河北、

新疆、云南、湖南等省市的近６０所高职院校参加的最优秀的一线教师。借此机会，我们对参

加编写的各位教师、各位审阅专家以及关心本套丛书的广大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希望在

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为本套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高等职业教育旅游管理类专业教材编委会



前　　言

００　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迅猛发展，进入２１世纪后，已经开始进入全面转型升级阶

段。在转型升级阶段，旅游市场的主体类型在发生变化，旅游产品的主体类型在发生变化，

旅游经营模式在发生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旅游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在旅游业

粗放经营的时代，服务质量更多地从初级服务技术上表现出来。但是，随着市场产品和经

营模式的全面升级，服务质量也必然从初级的服务技术向高层次提升。在这种背景下，一

批高层次服务技能类课程，被摆到旅游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旅游美学”就是其

中比较典型的课程之一。

在常规的高等教育中，“旅游美学”是一门还不太成熟的应用性理论课程，主要还是按

传统方式从概念、规则、规律等方面使学生理解掌握美学知识和规律，没有凸显应用性的特

色。但是，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实践中，旅游者需要比较具体的审美能力和技能，服务员、

导游、管理者也需要比较具体的审美能力和技能。“旅游美学”必须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职业教育中，强化学生能力和技能的培养，使其更充分地发挥出应用学科的作用。

针对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和旅游业实践的特殊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专供高等职业教育

使用的《旅游美学》教材。本书编写的主导方向，是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一本实战型的高层

次职业技能教材。为此，按照适度够用的原则，阐述了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然后按照旅游

业实际运行的机制，将本书主体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阐述“旅游活动与审美”、“旅游

服务与审美”、“旅游管理与审美”。在体系编排上，每章的开头设置了学习目标、本章导读，

每节开头设置了引导案例，文中设置了小思考、小讨论、案例等形式多样的栏目，在每一章

结束设计了本章小结、实训及形式多样的练习，每编后设置了综合实训，以便于学生能学以

致用。使学生不仅能结合职业理解美学知识和理论，而且能根据职业需要，提升审美能力，

形成高层次的职业服务技能。

这种由理论型课程向技能型课程转变的尝试，难免存在方方面面的不足，恳望得到各

方面的指教，使这门课程迅速成熟起来，以适应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实践需要。本书的编写

者均具有比较丰富的旅游美学教学经验，教材中较多地体现了他们的教学积累和研究

成果。

本书由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主任、海南旅游研究所所长杨哲昆教授担任主编并担

任大纲的制订和全书的统稿工作，南京视觉艺术学院院长霍义平教授担任第二主编，其中

总论由霍义平教授、杨哲昆教授负责编写，上编、中编由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讲师何升

华老师负责编写，下编由杨哲昆教授、何升华老师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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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奇教授及其弟子郭嘉颖的

指导和评审，同时还参考了不少专家的相关著述和文献，此外，为了增加教材的现实感，引

用了较多的旅游业现实案例，如有表述不当之处，请从教学需要角度给予原谅！在此向他

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在整个教材编写过程中，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张丽萍老师做了大量的

协调和指导工作，在此深表敬意和谢意！

杨哲昆

２００７年５月　于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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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与审美的界定、机制和种类

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学习目标

◎ 了解　审美的种类

◎ 理解　美、审美的界定

◎ 掌握　审美机制

◎ 应用　依据正确的审美观和审美规律参与审美实践

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本章导读
本章分析“美”与“审美”这两个最基本的美学概念，是《旅游美学》最基本的理论起点，

它起到了统摄全书的作用。第一节探讨“美”、“审美”的基本定义，第二节探讨审美的基本
机制，第三节探讨审美的基本种类。

第一节　美与审美的界定

一群游客，在泰山观日出，顶着凛冽的寒风，静静地等待，终于，东方山后的天空，在薄
如轻纱的几片淡云的边际，露出了浅红的霞彩，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停了一会儿，太阳
像火球一般，拨开耀眼的云彩，露出半边脸，射出道道强烈的金光，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庞
大的身躯，耀眼的光芒照彻了大地，接下来，红光逐渐化为了纯白的强光，白昼开始了。人
们欢呼着，雀跃着。但是，一批游客赞叹“太美了”、“太激动了”之后，却觉得泰山日出也不
过如此，不过是大家都来看，也跟着来看看而已。究其原因是旅游者没有足够的审美知识，

才使其不能够真正感受到日出之美的更多、更高层次的美感。当然，在旅游者当中也会有
一些人能够得到较多的美感，甚至可以渐入佳境，构建出日出的意境之美来。初升的太阳
对于每位观日出的游客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各自的感受却有很大的差距呢？这就涉及
美与审美方面的知识。了解美和审美，才可能树立深刻明确的审美观，这样不仅可以使旅
游从业人员在知识素质上得以提升，也可以给旅游审美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审美理论基础，

使其更好地去感受美、体验美和创造美。

１８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提出了美学的概念，从此，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开始从哲学、伦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中分化出来，后人称鲍姆嘉通为“美学之父”。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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