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知行论坛（２０１５）
主　编　范德华
副主编　韦明体

郭　寰

云南大学出版社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知行论坛２０１５／范德华主编—昆明：云南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２４１６－７

Ⅰ①知… Ⅱ①范… Ⅲ①中等专业学校—教学研
究—文集 Ⅳ①Ｇ７１８３－５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５）第２２２１２６号

知行论坛 （２０１５）

主　编　范德华
副主编　韦明体

郭　寰

责任编辑：熊晓霞

封面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２４８７５
字　　数：６０５千
版　　次：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２４１６－７
定　　价：５９００元

电　　话：（０８７１）６５０３１０７１／６５０３３２４４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２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６５００９１



《知行论坛 （２０１５）》编辑委员会

主　编：范德华

副主编：韦明体　郭　寰

编　委：王华锋　韦明体　刘晓波

李　宁　杨红波　范德华

周利兴　郭　寰　黄绍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知行论坛》（２０１５年）如约而至，又与读者见面了。
为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的完成

培训一大批 “双师型”教师、聘任 （聘用）一大批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专兼职教师的工

作要求，进一步推动和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继 “十一

五”之后，教育部、财政部决定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继续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培
训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具有中级以上教师职务的专业教师，培训期为１２周 （含企业实践

４周），采取集中培训和企业实践交替的模式进行，主要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职业
教育理论和专业教学方法。培训任务由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和有条件的大

中型企业承担。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以下简称 “基地”），于２０００
年５月由教育部批准成立，２０１１年通过教育部评估。基地自成立以来，先后完成了国家
级、省级 “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的骨干教师培训任务，形成了良好的运行与保障机

制，相对成熟的培训体系，开创性、示范性、服务性的培训特色，丰富的职业教育办学经

验和稳定而又过硬的师资队伍，培训教学多样化，有符合中职教师队伍 “双师型”要求

的培训模式，有丰富而又独特的培训资源。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学院基地承担了教育部下达的２０１４年度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和 “旅游服务与管理”两个专业共７８名国家级中职学校骨干教师的培训任务。圆满完成
了任务，完成效果良好。

《知行论坛》（２０１５年）由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举办的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级中等职业学校专
业骨干教师培训班参训教师的论文集结而成，共计７８篇。内容涉及旅游服务与管理、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等学科，对中职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方法、课程设计、教学设

计、学校管理、学生管理以及当前旅游市场的开发与完善等诸多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探

讨，充分展现了培训的效果。

本书的出版凝聚着各位参训教师的辛勤努力，得到了云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

书由范德华担任主编，郭寰担任副主编。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

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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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红色景点”如何才能有更大吸引力
卢华涛

摘　要：发展红色旅游，是为了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

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本文从广安的实际出

发，着重对广安 “红色旅游”的市场开发做出一些对策上的分析，以提升广安红色旅游

景点的吸引力。

关键词：广安　红色旅游　吸引力

“红色旅游”是传递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局

限作用，政府和社会都对旅游业缺乏明确的认识。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广安地处偏僻、交通

不便、文化落后。其实，这只是一个小视角。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情况则大为不

同。改变广安并不偏僻的固有观念，对于开发广安 “红色旅游”、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红色旅游”市场开发背景分析

广安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故乡，面积６３４４
平方千米，总人口４６０万，是四川省毗邻重庆最近的一个地级市之一，是四川进入三峡经
济区的 “东大门”。广安旅游资源丰富独特，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托。全市共

有人文、自然景观和产业旅游资源３大类、２１亚类、４０个品种、１００多处景点；邓小平
故居及相关遗迹，伟人故里风物民情，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品质特色；几千年文化积淀形

成的历史遗迹，喀斯特自然地貌造就的奇山异水，多姿多彩，神奇迷人。这些人文景观为

开展 “红色旅游”，追溯革命家足迹提供了丰富的条件。

省外能与广安相抗衡的竞争地有重庆、陕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冈山、河北的西柏坡

等，但它们与开发广安 “红色旅游”历史背景虽有相同处，渲染的历史人物却不一样。

广安的开发是以邓小平等革命先辈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的，以组织接

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体性旅游活动为背景的旅游市场。世纪伟人邓小平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极具世界

影响力的著名政治家，这将对广安乃至四川旅游产生深远的影响。

广安旅游还有一条 “季节观光、四季旅游”的旅游轨迹：春季，鸟语花香，万木苍

翠，可踏春、可春游、可开展清明节祭祀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可

去邓小平陈列馆缅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事迹；夏季，绿树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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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盛开，可游览华蓥山的自然美景、踏清漳河的清凉河水，是理想的避暑疗养胜地；秋

季，万山红遍、果实累累、粮食丰收、风景如画、硕果甜心，可到农家体验 “农家乐”

生活，品尝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五谷杂粮、纯天然绿色食品；冬季，雪景迷人，可登华蓥

之巅，赏冰封雪飘的美景，绵绵山峦、群峰伏地，尽收眼底。加之广安总体消费水平偏

低、物价不高，因而是消费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二、增强 “红色旅游景区”吸引力的方法

虽然广安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家乡，但是因为广安地处四川东部，交通欠发达，人民

生活水平有限，因而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要想提升广安 “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必须重

视考虑市场需求，根据旅游者的兴趣精心设计，不但要重视经济效益，更要坚持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突出红色景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功能。

（一）产品的设计方面，应多业融合，增强学习性

“红色旅游”要吸引游客，除大力渲染红色文化氛围外，还要挖掘红色区域的地方特

色。当前，广安应对当地各旅游景点的 “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进行系列

配套、对旅游产品和线路进行总体规划与开发。随着国际国内旅游者日益成熟，来广安旅

游、观光、度假的客人将逐年增多。其中不少的人已经厌倦常规的旅游方式，对旅游产品

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一趋势来看，红色旅游景区必须增强学习性，要以学习中

国革命史为目的，以旅游为手段，学习和旅游互为表里。使旅游者达到 “游中学、学中

游”，寓教于游、润心无声的境界。因此，广安应利用当地独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开发自然风光旅游 （绿色旅游）和革命英雄人物故里旅游 （红色旅游），包装、设计出一

系列优秀的旅游产品为广大旅游者服务；２１世纪企业卖的不应只是产品，还应根据消费
者特殊需求，不断推出按需定制的个性化商品。

（二）营销宣传方面，注重故事性与科学技术的结合

广安应立足优势资源，实施精品带动战略，要高品位、大手笔打造旅游精品，以精品

带动资金、人才等旅游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以精品提升广安旅游的形象。要按需定制个

性化旅游商品，重视和创新个性化较强的旅游产品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十分有利。要让

“红色旅游”健康发展，使之成为有吸引力的产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强 “红色旅

游”的故事性，体现个性化和创新性，因为故事性相对于说教性而言，不仅具有更强的

吸引力，也增强了广告宣传的效果，容易达到销售的目的。

另外科学技术含量也是广安旅游业附加商品不可忽视的附加值，它可以涉及产品的外

包装以及包装物上的商标、吉祥物、代表色、辅助色、所用材质和所展示的形状等可感的

外在特征。广安应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高科技的旅游基础设施、旅游配套设施和优秀旅游人

才的不断完善方面，要把网络技术的优势充分运用到旅游市场营销当中去，使广安旅游业

的规模及软硬件水平在四川省内乃至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没有高科技的旅游营销支持，会

制约旅游业的规范化、智能化、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旅游促销的手段很多，可采用传统的灯箱广告、宣传册、招贴画、文物展览、时装表

演、实景模型、民族歌舞、手工艺表演、礼品发送、旅游大篷车等，还可引进电脑触摸

屏、电子游戏问答等最新多媒体技术，形成立体促销的新局面。只要设计合理，就能吸引

大量人员参与，这样，既能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热情，还能通过趣味性的活动宣传广安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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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景点和人文历史。广安要在今后的旅游宣传促销活动中，加强探索行之有效的促销新形

式，增强促销宣传的效果，写出大手笔，形成大影响，彻底改变目前很多旅游景区 “一

流资源、二流交通、三流开发、四流经营、五流促销”的状况，以期在国内旅游市场和

国际旅游市场上形成自身旅游的鲜明形象。

（三）旅游景区形象管理方面，注重体验旅游方式的开发

旅游形象问题已成为各地一个较为头痛的普遍现象。在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类别下，

以博物馆静态景观陈列的方式来表现红色旅游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多样化的旅游产品项

目和内容，缺乏旅游精品和旅游名品。当然也有些红色旅游景区努力过头，出现了城镇

化、商业化、舒适化的倾向，有损害 “红色旅游”本质特色的危险。广安作为伟人的故

里，红色旅游城市，在打造红色旅游景区时应紧跟体验经济的潮流，突出旅游项目的体验

性，变静态观赏为动态参与，这样才能增加其吸引力。要进行广安旅游形象设计，应遵循

“历史背景、人文情怀、文化内涵、艺术品位、创意意境”的原则。首先要了解旅游形象

体系内容，然后分析旅游者和旅游地，正确把握旅游地发展阶段、基本条件、空间层次，

并针对不同情况采用相应的分析方法和途径，才能有效设计出广安的旅游形象。

１历史背景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广安作为革命家的故乡，游击战争

时的宝地，那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不可以忘记，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那促人上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足以让旅游者铭记终身。如果没有历史背景，就

将失去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红色旅游形象。可以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广

安的旅游形象设计，但其毕竟是伟人故里，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旅游形象，可以让

游客在小平家中休息、住宿，体验小平睡过的床、穿过的鞋、读过的书、干过的活等。

２人文情怀
旅游是一种美的享受，体验美的经历，美的体验主体是人。世纪伟人邓小平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极具世界影响的著

名政治家，是受人民尊敬的一代伟人，所以在景区形象设计时，应把人们内心追求的真善

美体现、表达、建设于实实在在的 “旅游形象”中，形成善良、优美、真诚、相爱的旅

游环境和服务氛围，进而孕育、启迪、激励人们崇善、爱美、求真的高尚情怀，激励旅游

者忘我的游兴。让旅游者从人的角度去认识旅游地，并感到旅游形象确实与自己的感受共

鸣，与自身的意识同步，使旅游形象实实在在地关爱旅游者，充满人情味，而不能理性地

设计出一个冷冰冰的形象，让人望而却步。

３文化内涵
“红色旅游”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红色文化，文化的发掘是旅游规划层次品位上升的

表现。旅游规划实践表明，通过自觉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形象创意，可以唤起旅游者的

良知，调动人的社会传媒潜能，融会出新的旅游欣赏潜能。因此，广安红色旅游形象的设

计，要注重文化内容的体现。四川的每座文化名城，都有其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思想内涵，

它隐藏在文物古迹的背后，隐藏在导游解说的背后，隐藏在旅游休闲的背后，需要我们用

眼光和智慧去发现它。广安要吸引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关注广安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

源，关注广安旅游。旅游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如果缺少了文化包装和文化含量，就如同

雄鹰缺少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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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艺术品位
体验式的旅游形象是旅游者体验历史文化大省内涵美的直接对象，其设计的直接效果

是能够让旅游者从旅游形象中体会到旅游目的地的美及吸引力。要做到这一点，进行旅游

形象设计就必须要用美学观点使旅游产品、旅游项目具有艺术性，能使旅游者去领悟历史

文化名城的美的内涵，调动旅游者的情感，因景触情，随之喜、随之哀、随之乐、随之

奋。广安体验式旅游形象创意、旅游产品的设计可从艺术的层面去思考，利用现在新建的

红色影视基地来打造 “红色旅游”艺术品位，让游客融入到角色中去，形成以情景化为

基础的参与式、体验式旅游模式，在红色情境中感悟生活。这就从艺术的角度让游客体会

到红色旅游的乐趣，让游客流连忘返。

５创意意境
当旅游市场适应需求变化从 “大众观光市场”发展到 “大众休闲市场”和 “个性化

体验市场”时，传统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创意旅游策划就是从根

本上打破传统思维束缚，以从整体上实现产业价值体系增值为策略，着力解决旅游产业自

身发展和升级的内在要求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创意”，顾名思义就是创造

性的意念，是一切思维主体最宝贵的思维结晶和生命价值的体现。在成功的形象策划中，

主体所集聚起来的一系列灵感，当数创意的产生最具创造性，最富有价值魅力。其他的灵

感要么是创意的补充与拓展，要么就是创意的铺垫与具体化，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 “乒

乓外交”创意，至今仍是人们经常传颂的美谈佳话；“海天佛国”是浙江宁波普陀山风景

意念的创意。广安的创意意境也应该结合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独特地理位置来打造，如邓

小平说：“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广安的旅游

意境可以设计为 “川东门户—红色经典”。

综上所述，历史背景、人文情怀、文化内涵、艺术品位、创意意境这五种形象策划思

维是进行广安体验式旅游形象设计的基础思维理念。

通过进行旅游形象设计，并辅以个性化产品的生产和一定的营销手段，相信广安红色

旅游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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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职学校 《茶艺表演与创编》的
教与学
高　曦

摘　要：《茶艺表演及创编》是中职学校茶艺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最后一个学期的专业
课，学好这门课程，不但可以加强与巩固之前学习的专业知识，还可以为即将迈入社会从

事茶艺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茶艺表演与创编　教学

一、课程简介

《茶艺表演及创编》是茶艺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它是在中职二年级学生具

备茶文化基础知识、茶叶基础知识、茶叶营养与保健、茶叶冲泡技艺等专业知识后的一门

具有创造性的专业课程。它要求学生在学习完成后，掌握茶艺创编的相关要素，能够独立

完成不同种类的茶艺表演及创编，为适应将来从事茶艺工作或是相关具有策划性、表演性

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经过数年的教学计划社会调查研究后，笔者得出的经验是：中职学校开设专业课必

须以就业为导向，为学生服务，这些专业知识应该能够真正被学生运用到他们的工作中。

《茶艺表演及创编》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开设的，学生学好这门课程后，可以从事茶艺表

演、茶企业文化活动的宣传与策划、茶叶产品的营销宣传策划以及旅游服务等相关工作。

二、教学内容

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围绕茶艺表演及创编的几个要素一一展开。

（一）茶艺表演的主题

茶艺表演是在茶艺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通过各种茶叶冲泡技艺的形象演示，科学

地、生活化地、艺术地展示泡饮过程，使人们在精心营造的优雅环境氛围中，得到美的享

受和情操的熏陶。

纵观各种茶艺表演，大体可分为三类：民俗茶艺、仿古茶艺和其他类型的茶艺表演。

民俗茶艺以茶为主体，取材于特定的民风、民俗、饮茶习惯，经过艺术的提炼与加工来反

映民俗文化，如 “西湖茶礼”“藏族酥油茶”“赣南擂茶”“白族三道茶”“青豆茶”等。

仿古茶艺，取材于历史资料，经过艺术的提炼与加工，大致反映历史原貌，如 “公刘子

朱权茶道表演”“唐代宫廷茶礼”“韩国仿古茶艺表演”“宋代点茶”。其他类型的茶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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