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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职业素养》

课程单元设计方案

二 0二 0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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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一、课程定位

《旅游职业素养》是旅游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对学生的综合素养养成教育进行了系统

的设计规划。

（一）旅游人才的思想素养培养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优质的服务意识。能够遵守社会公德和旅游职业道德，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诚信敬业、学习创新、认真负责、忠诚求实的思想素质。

（二）旅游人才的专业素养培养

除了具备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之外(重点在专业课程上培养),在能力上重点培养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三）旅游人才的行为素养培养

行为素养要求旅游业从业人员应该气质高雅、语言文明、平等待人、举止大方等,既

要有美好的职业形象,又要有良好的职业习惯。

二、课程的设计思路

本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教学的立足点，将拓展训练的独特创意和

训练方式引入实践教学。根据行业需求，确定课程目标，进行模块化的课程内容设计；根

据教学内容采用了“体验式学习法”进行学习。最终我们形成了完备的教学实践方案。

三、课程内容组织

本课程采取小班授课形式，以活动为主线构建教学内容，共分 11个教学项目。（预备

活动、思维工具学习、自我认知训练、潜能开发训练、社会适应训练、人际交往训练、情

绪管理训练、团队熔炼拓展、压力管理和挫折应对训练、人格魅力训练和总结与提高）每

个模块都具体规定了任务要求、活动开展方式、合作企业、学习资源、教学成果以及监测

指标，教师始终围绕大纲开展教学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实验实训条件

教学环境选择（打√）

（1）实训中心（ √ ） （1）户外（√ ）

五、教学方法

 基于游戏的学习（角色模拟游戏、沟通游戏、团队游戏等）

 体验式学习

 协作学习

 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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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项目二：自我认知训练（8课时）

单元教学任务

自我认知训练项目

子项目名称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时

认识自己
引导、点评、总结 活动一：20 个我是谁

活动二：三个我

2

肯定自己
引导、点评、总结 活动三：是谁塑造了我

活动四：独特的我

2

创造自己
引导、点评、总结 游戏五：我的人脉支持系统

活动六: 个人盾牌

2

超越自己

引导、点评、总结 活动七：殡仪馆之旅——我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活动八: 生命曲线

2

子项目一：认识自己（2课时）

一、教学内容分析

（一）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掌握詹姆斯、弗洛伊德、罗杰斯等经典的自我意识的理论

（2）正确认识自我，全面评价自我；

2.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游戏和相关活动，认识自我评价的重要性。

（2）通过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共同学习、互相促进的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增强自我认知，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

（二）教学任务

正确认识自我，全面评价自我，使学生在从事旅游服务中明确自身定位。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学生的自我分析

二、学生分析

大学生自我意识具有不稳定性。大学生自我意识的不协调性。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强烈性。

大学时代的青年，不仅身体发育成熟，而且抽象思维能力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同时独立的倾

向也越来越强烈。因而，他们对自身的兴趣更浓厚。大学生自我意识还具有突发性。

三、教法和学法

 体验式教学

 互动教学

 启发式教学

 体验式学习

 小组协作学习

 反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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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过程

教学活动与教学进程

时

间
教师指导活动 学生活动

理论依

据

15

分

钟

8

分

钟

12

分

钟

第一环节：激发动机阶段

1、“猜猜我是谁”的游戏:让同学在纸上写 3-5 句自我评价

的句子，但不能写出名字，写完后将纸条收集起来，然后以小

组为单位随机抽取，猜出同学的名字。

2、分小组讨论：游戏的启示（正确的自我评价的重要性）,

教师提问，给予肯定。

3、教师点评

第二个环节：体验活动阶段（学习者参与）

1、活动“20个我是谁”

目的：强化自我认识，促进自我接纳。

操作：写出 20句“我是怎样的人”，要求尽量选择一些能

反映个人风格的语句，避免出现类似“我是一个男生”这样的

句子：

我是一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人

我是一个 ____________________的人.

第三个环节：归纳感悟阶段 （教师引导评估）

1．教师指导学生归类

将陈述的 20项内容作下列归类：

A．身体状况（你的体貌特征，如年龄、身高．．．．等）。

B．情绪状况（你常持有的情绪情感，如：乐观开朗．．．）。

C．才智状况（你的智力、能力情况：聪明、灵活．．．等）。

D．社会关系状况（与他人的关系、如：乐于助人的、．．．．）。

2．教师指明:

分类是为了了解自己对自己各方面的关注和了解程度，

某一类项目多，说明你对这方面关注和了解多；某一类项目少

或没有，说明你对这方面关注和了解少或根本就没关注、不了

解。健全的自我意识应能较为全面地关注和了解自己。

3．教师引导学生作评估

学生做游

戏

小组讨论

学生回答

学生按要

求进行此

活动。

学生分析

奥苏贝

尔的”

动机理

论”

建 构 主

义 学 习

论

加 德 纳

多 元 智

能理论.

建 构 主

义 的 学

习观.

元 认 知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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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钟

15

分

钟

15

评估你对自己的陈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你列出的每

句话的后面加上正号（+）或负号（-）。正号表示“这句话表达

了你对自己肯定满意的态度”，负号的意义则相反，表示“这句

话表达了你对自己不满意、否定的态度”。看看你的正号与负

号的数量各是多少。

4．教师引导学生思考

思考： 如果你正号的数量大于负号的，说明你的自我接

纳状况良好。相反，你的负号将近一半甚至超过一半，这显示

你不能很好地接纳自己，你的自尊程度较低，这时你需要内省

一番，寻找问题的根源，比如是否过低地评价了自己？是什么

原因使你成为这样？有没有改善的可能？

第四个环节：分享交流阶段

分组交流。在组内进行交流。交流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

活动的感受。

团体内分享。每组派一名代表在团体内进行小组情况交流

或个人体会的发言，供大家分享。

第五个环节：演绎深化阶段（增强活动）

三个我

目的：协助个体作自我反省、促进协调整合自我。

1． 请先预备三张纸，首先在第一张纸上描述“理想的

我”，然后将已写好的第一张纸搁置一旁，暂时不准再观看。

接着照此类推，在第二张和第三张纸上分别具体描述“别人眼

中的我”和“真正的我”。

2．反思（教师指导学生反思）

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三个“我”是协调和谐的。当一个人

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我”没有太大的差距，个人理想也没有脱

离现实，就是一个自我形象明确而健康的人。但当三个“我”

不协调时，我们就该问自己：别人为何不了解我？我是否不能

表里一致？不过，我们不必期望自己的三个“我”百分之百协

调一致，因为那是不实际的期望，只会导致负面的影响。

第六个环节：实践提升阶段

詹姆斯的理论（经验自我、纯粹自我）

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自我、超我）

学生评估

学生感悟

学生分享

交流

学生参与

学生反思

学生理论

生 态 式

教 育 理

论.

多 元 智

能理论.

合 作 学

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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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钟

15

分

钟

罗杰斯的理论（现实自我、理想自我）

第七个环节：评价反馈阶段

评价方法 评价内容

（1）堂上提问（√ ） 活动感受

（2）评测量规（√ ） 自我认知测试

（如行为测试、认知测试等）

（见附录）

（3）反思日记（√ ） 学生体验式活动结束后的反思。

学习

学生自测

学生表达

感想，总结

所学内容，

完成新知

识的建构。

迪克与

凯里教

学设计

的系统

方法模

型

五、教学反思

1．实践证明，在这堂课中，通过进行体验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教学方法符合认识

规律.这种坚持在“做中学”的方法能够娱教于乐,让学员在游戏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同时学

生在亲身体验中获得认知和感悟，使知识的学习变的轻松，使理论的理解变的深刻。

2．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认识到：课堂理论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留空白.在讲解时选

择时机留空白,不是一口气讲个没完,如本单元介绍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时。首

先是通过课堂提问，让学生回答这些概念的含义。再不断地引导促进学生的思考，最后学生在

老师的点拨指导和启发讲解下得出答案。有关如何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掌握留白技术是有待今后

的工作中进一步的努力、完善提高的。

学习是体验的过程，是学生的自我感悟，体验使学生得到发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

思考和实施的事情，因此，我们的教学要以参与求体验，以创新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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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教学资料

活动
1．是谁塑造了我

目的：协助个人探索自己的发展历程，增强自知。

操作：

① 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其塑造与成形，往往是有根可寻的。请按照要求填写下面

的表格。请在各方格中简单描述不同人物对你的看法、评价，及任何难忘的正面和负面的经

历：

父 亲 母 亲 自 己 老 师 一位重要人物 其它

② 在填写过程中，请重点作如下自我探索：

第一，你对哪一个人的看法最为重视？原因是什么？

第二，最难填写的或最少资料的是哪一部分？原因是什么？

第三，假设你很努力填写，却始终出现资料贫乏的现象时，你应当反省一下自己整体性

人际关系到底如何？

第四，除非有充分理由，对于全栏出现空白的情况时，应做出探索。

③ 各栏所填写的，若是和谐又具正面取向时，反映你有着完整健康的自我。若不幸各

栏资料出现矛盾时，或资料倾向负面取向时，你应努力面对自我。这项练习往往引发出你一

些长期压抑的感受，有时还可能出现父母、其他人对自己的一些恶劣评价，甚至是羞辱性的，

这实在是很痛苦的。面对这些情况，要设法作有效的处理，必要时，一定要寻求团体的帮助。

④ 团体处理③中的认知与情绪。这就要求团体指导者运用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技术对负

面认知和情绪进行矫正和疏导。

⑤ 团体分享与小结。

2．独特的我（我的长处和限制）

目的：帮助个人具体界定自己的长处和限制，学习接纳自己和欣赏自己，同时，肯定自

己是一个独特的人。

操作：

① 请认真地自行填写下表。

我的长处 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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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假如你所填的长处太少时，说明你是一个自我概念比较低、自我形象贫弱的人，

同时你肯定也是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因此，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设法具体地发掘、界定

你的长处，对自己做出肯定。下面要做的是：邀请你的家人或者熟悉你的同学、朋友（起码

要有两位）参与进来，让他们根据对你的了解，分别说出他们认为你拥有的长处。然后，你

把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三（或更多）种回答比对一下，看看其中有多少项是你没有发现，而别

人却一致的看法。遇到这些项目时，你还可以和参评人做些讨论，了解自己在他人眼中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在经过别人的帮助和诱发后，你的表格中往往是长处多过限制。请再填写下

表：

当我再一次看清楚自己的长处和限制之后，我感到：

③ 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地进行一些探讨：在限制方面，按“不能改变”的限制和“可以

改变”的限制进行分类。分好类后，对于后者，还可定出改进的计划和方法。

④ 小组交流后团体分享，或直接进行团体分享。

3．个人盾牌

目的：强化个人对自己独特之处的接纳，树立“我之所以为我”的积极态度，增强自信

心。

操作：

① 分享：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

有一个生长在孤儿院中的小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的没人要的孩子，活

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院长总笑而不答。

有一天，院长交给男孩一块石头，说：“明天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上去卖，但不

是‘真卖’，记住，无论别人出多少钱，绝对不能卖。”

第二天，男孩拿着石头蹲在市场的角落，意外地发现有不少人好奇地对他的石头感兴趣，

而且价钱愈出愈高。回到院内，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笑，要他明天拿到黄金市场

去卖。在黄金市场上，有人出比昨天高 10 倍的价钱来买这块石头。

最后，院长叫孩子把石头拿到宝石市场上去展示，结果，石头的身价又长了 10 倍，更

由于男孩怎么都不卖，竟被传扬为“稀世珍宝”。

男孩兴冲冲地捧着石头回到孤儿院，把这一切告诉给院长，并问为什么会这样。

院长没有笑，望着孩子慢慢说道：

“生命的价值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会有不同的意义。一块不起眼的石

头，由于你的珍惜、惜售而提升了它的价值，竟被传为稀世珍宝。你不就像这块石头一样？

只要自己看重自己，自我珍惜，生命就有意义，有价值。”

如果你自己把自己不当回事，那别人更瞧不起你，生命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

“每个人应当从小就看重自己，在别人肯定你之前，你先得肯定你自己。”珍惜独一无二的

你自己，珍惜这短暂的几十年光阴，然后再去不断充实自己，最后世界才会认同你的价值。

② 根据下列问题的答案，每个人做个自己的盾牌。答案有时是文字，有时是图案，在

盾牌上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安排位置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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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画出出生到十四岁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⑵ 画出十四岁到现在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⑶ 画出你以前最成功的事项；

⑷ 画出你过去最快乐的时刻；

⑸ 画出你的一项专长；

⑹ 画出你想要加强的技能；

⑺ 你希望将来是什么样子？

⑻ 如果你一向无往不胜，但目前只有一年可活，你将会做什么？

⑼ 如果你现在死了，你喜欢别人用哪三个字来形容你？

图：空白的盾牌

③ 自我欣赏。在自我欣赏中增强自信。

④ 团体分享。

4．生命曲线

目的：协助你回顾“过去的我”，总结“现在的我”，展望“未来的我”，对自己的人生

做出评估。

操作：

① 在一张纸的中央画一个坐标，横坐标表示年龄，纵坐标表示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下

图所示：

100%

50%

0 10岁 20岁 30岁 （年龄）

② 闭目安静地思考一下，找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以及对当前的人生仍具

影响力的重要经历，并评价一下自己对这些重要事件的感受，按照发生的时间和对此事件的

满意度在坐标上用一个点表示，并简要地把事件标注在点的旁边。

③ 将不同的点连成线，边看着线边反省，并对未来人生的趋向用虚线表示。

④ 在探讨的过程中，你可参考以下的问题作出适当的思索，会令这项练习达到更佳的

效果：

——你对过往的人生历程满意吗？

——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生
活

满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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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自己生命的质量如何？有价值和意义吗？

请你仔细地再看看这简单而很有意思的生命曲线，并留心内心的反应。

⑤ 团体分享。

测试

[你受人欢迎吗？]

指导语：请你如实回答下列每一道题，A=一直是的，B=经常是的，C=有时是的，

D=很少是的，E=从来不是的。圈出相应的字母来表示你的回答。

1、你是否觉得有许多同事都给你留下美好的印象，

从而使你喜欢他（她）们？

A B C D E

2、你的同事是否容易受你的感染，接受你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

A B C D E

3、当你生病休息在家时，没有同事来看你使你感

到孤独吗？

A B C D E

4、当你离开原单位（或原小组）时，同事们感到

依依不舍吗？

A B C D E

5、同事们感到有趣的事，你也感到有趣吗？ A B C D E

6、你经常为一点小事与同事争吵吗？ A B C D E

7、你愿意做一些同事们喜欢做的事吗？ A B C D E

8、你遇到新来的同事，是否很容易接近他们？ A B C D E

9、你与异性同事是否很难接近？ A B C D E

10、当你出差时遇到一位陌生人，你会很容易接近

他并使他喜欢你吗？

A B C D E

11、同事们是否经常邀请你参加私人的聚会，并请

你主持一些活动？

A B C D E

12、是不是很少有人欣赏、夸奖你的仪表、才能和

品质？

A B C D E

13、接触过的同事，你能立即叫出他（或她）的姓

名吗？

A B C D E

14、你与各种性格的人打交道吗？ A B C D E

15、很少有同事找你聊天吗？ A B C D E

16、同事们背后是否很少指责你，并能很快地原谅、

理解你的过失和错误？

A B C D E

17、你是否在短期内与各种任务熟悉起来？ A B C D E

18、你是否不愿意与同事们一起参加集体活动？ A B C D E

19、你是否觉得与陌生人认识很容易？ A B C D E

20、你是否觉得应该主动关心同事？ A B C D E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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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倍数题记分方法如下：A=1 分? B=2 分? C=3 分? D=4 分? E=5 分

其余各题记分方法如下：A=5 分? B=4 分? C=3 分? D=2 分? E=1 分

结论：

70分以上——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60——69分——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人；50——59

分——在同事眼中印象还可以；

40——49 分——一般，很勉强；39 分以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要注意自己的行

为和态度。

[你对人的行为了解多少？]

我们常常发现，不少管理者对认识、分析人的行为很自信，能举出一大堆有关

人的行为资料。而现代组织行为学家相信的是事实而不是感觉。人们发现和收集的数据是认

识的基础，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许多认识事实上往往并不以这些数据资料为基础。我们在作

决策和评价别人时往往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存在偏见，有时凭预感，有时得到错误的结果。

下列 50 题就是检测你对人的行为的了解程度。请仔细阅读每一个句子，并在第一个方格内

填上“Y”（正确）或“N”（错误）

1、喝一杯酒实际上能改善一个人的驾驶能力。

2、大学毕业成绩位于前三名的学生参加工作后挣的钱一般比普通毕业生高。

3、天才和愚蠢紧密相联。

4、因为人天性好斗，故战争不可避免。

5、足智者体弱身虚。

6、四肢发达则头脑简单。

7、寡言者多智。

8、一般说来，男性司机比女性司机技术高明。

9、讲友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10、所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相同的取得成功的能力。

11、高收入家庭成功者比例比较高，低收入家庭成功者比例低。

12、读书越多，视力越差。

13、一般说来，女性比男性智力水平略高一些。

14、人的性格不是内向就是外向。

15、从小就教孩子弹钢琴可以使他在这个领域保持永久优势。

16、学习之后，最初几个小时忘却的东西比未来几天忘却的东西多。

17、少量饮酒有助于学习。

18、夜间开车的司机一般比白天开车都差。

19、“左撇子”比一般人更容易成为优秀运动员。

20、女性的直觉比男性强。

21、抽烟者比不抽烟者发病率高。

22、50 岁的人比 20 岁的人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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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大都是高个子战胜矮个子。

24、若要谴责某人的过失，最好的办法就是事发之后立即进行。

25、音乐爱好者具有遗传性。

26、人的智商受到测验方法的影响。

27、吸烟者善决策。

28、矮个子女性更愿意和比自己高的男性结婚。

29、学术能力差的人操作能力强。

30、冒的风险越大取得的成绩越大。

31、天才具有别人没有的特殊智慧。

32、如果身体状况很好，智力商数可以改善 2-5%。

33、盲人强闻。

34、高内聚力的群体有高劳动生产率。

35、一般职工都会承认，挣钱是他们工作的基本原因。

36、贫穷者最虔诚

37、人受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攻击性

38、幼年的经历一般会影响以后的行为

39、神童成年后也具有优势

40、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能探知你的内心世界

41、成名者一般出身于虽然贫穷但父母努力工作的家庭

42、政治家有说服、影响其他人的强烈欲望

43、已取得成功的高层管理者对钱的欲望比对权的欲望大

44、每天锻炼身体有助于缓解工作紧张感，减少心脏病的发病率

45、大学教授比其他任何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自尊心

46、大多数生产线工人认为：他们更喜欢在小群体中工作，产生这种思想的原

因是生产线工作单调枯燥。

47、医生的自杀率比其他人高

48、大多数为政府工作的职员所冒的风险都很小

49、大多数有效的管理者都是以高度民主的办法管理职工

50、大多数大学教授并非智力超群，只不过受到良好的教育

1N 11Y 21Y 31N 41N

2Y 12N 22N 32Y 42Y

3Y 13N 23Y 33N 43N

4N 14N 24Y 34N 44Y

5N 15N 25N 35N 45Y

6N 16Y 26Y 36N 46N

7N 17N 27Y 37Y 47N

8N 18N 28N 38Y 48N

9N 19N 29N 39Y 49N

10N 20N 30N 40N 50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