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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规划与开发》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课程名称 《旅游规划与开发》

课程简介：《旅游规划与开发》是我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开设的一门

学科基础课程，它既是一门理论课，又是一门具有旅游发展的战略、规划、旅游

产品在市场在中运行的管理模式实践课。通过《旅游规划与开发》课程的学习，

使人文专业的学生系统地掌握了旅游规划的基础概念和理论的同时，增强了旅游

规划的实践能力和管理水平。本课程团队充分发挥《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思政教

育功能，按照旅游市场中的整体规划、分区布局的原则，有效落实课程思政教育

理念，挖掘了 “文化自信”、“文明和谐”、“敬畏自然”、“扶贫旅游”和“全

域旅游”等程思政主题元素，为更好地引导广大学生向德才兼备的方向发展搭建

良好的教学平台。

主讲教师 马文梅

马文梅老师，环境科学专业博士，地理与环境学院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教师。主要承担《环境监测》、《旅

游规划与开发》、《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环境规划》

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参与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

的课程、专业实习指导等工作，指导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专业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相关课程设计和毕业论

文。主要从事环境监测，生态环境保护专业复合型人才培

养的研究，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等不断开展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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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树立新时代旅游规划热点，深入推进扶贫旅游产业，增强使命担当

一、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 3.4、3.5 节《精准扶贫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学习，实现下述教学目标：

1、主题公园的概念

2、主题公园规划与开发的主要内容

3、了解我国扶贫旅游及其产生的背景；

4、明确扶贫旅游对于当地的影响

二、思政育人目标

1、现代科学技术和多层次空间设置方式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

2、开发和建设过程中，有的放矢，注重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性。

3、树立扶贫旅游开发就是为了帮助摆脱贫困，合理规划旅游发展中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4、发展扶贫旅游的区域经济落后，明确未来规划中可能面临的复杂问题，把

握适度原则，强化环境保护机制，增强担当的使命感。

三、课程育人案例设计及实施过程

1、案例设计

教训内容 思政要素切入点 育人目标

3.4 主题公园规划与开发

3.4.1 主题公园的概念

3.4.2 主题公园规划与开发的主要内

容

（1）园区主题选择

（2）园区功能分区

（3）园区游线设计

（4）项目创新机制

3.5 精准扶贫旅游规划与开发

3.5.1 扶贫旅游及其产生背景

3.5.2 扶贫旅游对于当地的影响

3.5.3 精准扶贫旅游规划的主要内容

（1）切实构建精准扶贫的工作体系

（2）关注社区的满意度与参与热情

（3）选择更具针对性的旅游项目及

（1）集诸多娱乐活动、休

闲要素和服务接待于一体

的现代旅游目的地。主题

公园的旅游产品成为主要

项目类型之一。

（2）一定的客源市场、交

通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影响主题公园园区的选

择。

（3） 阐述我国扶贫旅游

的产生背景以及当前的旅

游业发展前景。扶贫旅游

地区的经济效益和旅游现

状和特点。

（4）讨论我国当前贫困地

（1） 了解旅游规划与开

发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

题。

（2） 作为影视和旅游业

相结合的产物，主题公园

发展的势头强劲。

（3） 引导学生自主了解

我国贫困地区的现状和

扶贫旅游概念之间的关

系。（4） 利用国家扶贫

政策和引导和当地扶贫

旅游相结合，进一步思考

扶贫旅游给当地带来的

影响，以及味蕾可能面临

的环境问题。游客和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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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内容 思政要素切入点 育人目标

管理模式

（4）构建完善的环境保护机制

（5）适当完善旅游服务设施

区的开发条件，不同贫困

人口的状况，运用科学有

效的程序和方法对旅游扶

贫目标进行“扶真贫”“真

扶贫”的目标进行扶贫。

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

（5）培养学生的主人翁

精神，强化旅游产业中的

忧患意识，增强担当的使

命感。

2、实施过程

①通过图片和视频，让学生了解我国具有特色的，发展成熟的主题公园产业。

②随后引出我国目前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区位优势。旅游业作为新兴

的朝阳产业，又是“无烟工业”，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关联度。自然成为贫困

地区优先发展的特色产业。全国通过发展旅游可 10%以上的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中

国政府在十三五期间通过发展旅游带动 1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③乡村旅游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然而，如果管理和控制不当

也会造成对乡村原声景观和文化的破坏。为了更好的强化扶贫旅游的目的和结果，

在发展扶贫旅游时，应事先做好相应的规划工作。在课堂开展

自由讨论，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可以缓解和事先做好相应符合规划工作的有

效途径，进而提出规划过程中正确的文化融合和经济互动观念，树立合理利用和

开发的可持续发展观，进一步扩展到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