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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酒店行业繁荣发展，亟需一批具备职业技能与道德素质的人才。学校是输送人才的主阵地，如

何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优质人才显得尤为重要。《餐饮服务与管理》是酒店管理

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以本课程为依托，基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式，探索课程思政与课程

教学相结合的方法途径，培养兼备思政素养和专业技能的行业人才，实现学校的育人目标，同时对其他

课程实践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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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hotel industry is booming and developing, and a group of talents with profes-
sional skills and moral qualities are urgently needed. Schools are the main front for transporting 
talents, and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od Service and Management is the core back-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29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291
https://www.hanspub.org/


于红梅 

 

 

DOI: 10.12677/ass.2023.125291 2148 社会科学前沿 
 

bone course of the hotel management major, relying on this course, based on the hybrid teaching 
method of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exploring the methods and ways of combin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cultivating industry talents with both ideological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chieving the school’s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providing certain refer-
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cours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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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将其贯穿在整个教学的过

程，重视德育建设，培养时代新人，这是关系到国家教育目的的大事。在时代的号召和我国社会主义教

育事业的宗旨之下，以课程为渠道，学校开始积极地探索创新思政教学方法。 
思政进课堂引起了各大学者的广泛关注，如何以课堂为平台抓手，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接受

思想价值的熏陶，形成课程与政治理论协同效应，对教师专业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信息化时代背景

下，创新教学方法，发挥先进技术的作用，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提高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不同的

专业学科，其核心价值也各不相同，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结合学科特色进行教学融合，培养新时

代高素质人才是我们当下需要探究的重要问题。在“餐饮服务与管理”教学设计过程中，要创新教学方

法，发挥先进技术的作用，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提高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1]，充分考虑餐饮行业的

专业特点，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以混合式教学为方法，探索思政与课程相融合的实施路径。 

2. 课程思政的内涵 

自全国高校政治大会之后，学者们对课程思政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作为一种全面育人的

教育途径或教育理念，课程思政已经上升为课程改革的重要战略。 
关于课程思政的含义，目前还没有一种确切的说法。高德毅认为课程思政是一种教学手段，即在无

形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学习的融合，这既不是一门课程，也不是一种活动[2]。邱伟光从价值

本源的角度去概括“课程思政”的内涵，即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内在

素质或德性，使其成为学生世界观的一部分[3]。赵继伟从“课程”与“思政”两个角度去总结“课程思

政”的内涵，即以借助各种课程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活动[4]。何玉海则从课程论的角度去认识课

程思政，并且从四个方面去界定课程思政的内涵：通过运作所有而非几门课程；需要教师学生的全员参

与；要对学生施加全方位的影响；整个过程持续且伴随终身[5]。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课程思政的内涵。本文认为，对于课程思政内

涵的理解，一定要避免两张皮的现象，避免将其看成是一种政治思想课或者是一种教育思想。课程思政

是依托各种课程或者思想政治教育融于课程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这种教育活动要求教师在讲授知识的

过程中塑造学生的精神价值。新时代，教师要充分把握学生特色，以混合式教学为方法，坚持以立德树

人为中心，打造优质金课，实现全面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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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3.1. 酒店专业的学生特点 

近年来，我国旅游行业迅速发展，旅游业的蓬勃兴起带动了大量酒店的建立，因此，酒店亟需一大

批具有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然而，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普遍不看好本专业的发展前景，不愿从事相关

工作。即使有部分同学选择从事相关工作，但是由于专业功底不强，实践经验不足，一般很难胜任酒店

繁琐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便会选择跳槽。酒店行业的人才在不断的流失，酒店行业现存的人才数量和

质量难以满足当前市场的服务要求，这些都将成为阻碍酒店行业转型升级的障碍。究其原因，与学生的

价值观有一定关系，学生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不强，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而这些精神，都是酒店行业

从事者所不可或缺的。 

3.2. 餐饮行业的业务需求 

餐饮业务的范围十分广泛，餐饮服务的对象也非常的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

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顾客对餐饮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服务人员职业道德上的工作偏差，不仅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也会对整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形象

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餐饮行业相关从业者应该以国家大局为己任，做好民族形象传播的使者，

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理论功底，爱岗敬业，坚持宾客至上的原则，以周到的服务、饱满的热情、高尚

的品德把服务工作做到最精最细。学校作为市场人才输送的主阵地，应以餐饮行业“德才兼备”的用人

观念为基础去设计教学目标，在专业教学中，充分发挥思政的育人功能。 

3.3. 新时代的教育特点 

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新发展阶段，优质化是其建设的内涵[6]。酒店专业的课程实践性极强，传统教学

中，教师往往只注重学生知识和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忽视学生职业精神的熏陶。专业课程与思想政

治教育相分离，学生缺乏对本专业和行业的正确认知。课程思政是融合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重要手段，

在《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去挖掘思政元素，去提升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

将学生的个人发展和行业需求相对接。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资源真正共享，单纯的线下教学已经不能满

足学生的需求，结合网络教学平台，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提高教学效果，

真正打造有深度的课堂。 

4. 课程改革的措施 

4.1. 教学目标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主要目的，在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时，要坚持全面育人的原则，不仅要明确学生

要达到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还要明确情感素质目标。下面以《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为例，去探讨

课程目标的制定。 
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餐饮行业的发展趋势、中西餐服务技巧、菜点和酒水服务常识、菜单的设计

程序、厨房管理的程序、餐饮市场营销理念、处理投诉的方法等知识。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餐饮服务过程中所必须的基本技能，能够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提供正确的餐饮

服务，熟悉餐饮行业的运作规律，使学生胜任将来餐饮部基层管理工作。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引导学生胸怀国家大局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责

任意识与责任担当，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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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学设计 

餐饮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餐饮业中蕴含着丰富的饮食文化和社交礼仪，在国际社会上，具

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培养学生餐饮服务与管理的能力，既要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又要注意

引领学生的职业道德品质。结合《餐饮服务与管理》的课程特点以及餐饮行业的职业需求，梳理了教材

各章节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如表 1 所示)，通过寻找与专业知识的切入点，建立思政教育素材库，结合混合

式教学模式，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形成爱岗敬业、真诚服务的职业意识，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实现全方位育人的教学目标。表 2 梳理了了《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中设计的几类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

案例。 
 

Table 1. Food Service and Management teaching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表 1. 《餐饮服务与管理》教学内容与思政育人元素 

章节 学习要求 蕴含的思政元素 

餐饮概述 了解餐饮业的发展趋势与表现形式；熟悉餐饮部的组织结构及 
主要岗位职责；了解餐饮产品生产、销售及服务的特点。 

行业热情、专业认同感、 
爱岗敬业 

餐饮服务基本技能 掌握斟酒的操作要领；掌握基本的折花手法；熟悉中西餐宴会 
摆台流程和标准；掌握点菜的基本要领。 精益求精、审美情趣 

餐饮服务 掌握零点服务的基本流程；了解各式西餐的服务方法；熟悉自助餐 
服务人员、酒会服务人员的工作任务；掌握客房送餐的流程。 

礼仪之道、服务精神、 
职业道德 

菜点、酒水服务 了解中国菜系和外国菜系的构成及特点；了解面点的分类流派； 
掌握酒水的分类及部分酒水调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自豪感、国际视野 

菜单设计 掌握菜单的作用和种类；掌握菜单的特点、内容、设计原则、 
设计步骤、设计方法；能够进行菜单设计。 创新精神、审美情趣 

厨房管理 
了解厨房的设计原则、布局；掌握厨房的作业区与岗位布局； 

熟悉厨房的组织形式、生产管理流程与标准化管理； 
掌握厨房的卫生管理和安全管理。 

团队精神、责任意识、 
严谨认真 

餐饮市场营销 了解餐饮营销的特征与环境；了解餐饮行业常用的营销策略； 
掌握餐饮行业营销策略的未来发展趋势。 

整体视野、发展视野、 
市场发展趋势、诚实守信 

餐饮服务 
质量管理 

了解餐饮服务质量的基本标准；掌握餐饮行业员工培训的基本原则；

掌握提高餐饮服务质量的基本要领。 
职业道德、服务意识、 

责任感 
餐厅服务中 
常见的问题 

掌握对客服务的常用语言；掌握处理客人投诉的基本原则与流程； 
培养员工应对问题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能力。 

服务意识、仁爱之心、 
创新精神、临危不惧 

 
Table 2. A ca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Food Service and Management 
表 2. 《餐饮服务与管理》思政元素的融入案例 

思政元素 含义 融入途径 思政元素切入点 思政教学成效 

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文化 
表现出一种认可、肯定的 

心理状态。 
知识链接 

1、学生了解我国的八大菜系， 
进行专题学习 

2、对比中国菜和外国菜的特点 

了解我国传统菜系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提升民族自豪感。 

责任担当 
责任担当就是对自己 
所做的事情负责的一种 

精神态度。 
案例分析 

1、案例呈现厨师对食物卫生的 
严格把关 

2、案例呈现厨房货物的管理程序 

通过厨师严格的食品把控 
以及厨房供货渠道的标准， 

展现对客人负责的 
担当精神。 

团队合作 
团队成员合力为达到共同的 
目标而朝一个方向共同奋斗

的精神。 
实践练习 1、小组合作完成宴会服务流程 

2、小组合作完成中餐点餐流程 

通过小组合组的方式， 
让学生认识到团队协作的重

要性，培养整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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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指的是和本职业 
相关的一些思想、行为 

以及习惯。 
案例分析 

1、呈现“青岛天价虾”案例 
2、呈现员工处理客人投诉 

的案例 

通过案例让学生树立诚信 
对客，合理定价的意识， 
以及临危不惧、周到服务的 

精神。 

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指的是打破管程 
思维提出新的方法和 
观点一种态度。 

实训练习 1、根据本土文化进行菜单设计 
2、根据本土文化进行折花设计 

通过让学生结合文化特色 
进行菜单和折花设计，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4.3. 教学方法 

考虑到新时代学生网络原住民的学情，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混合式教学，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时代资

源共享的特点，去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选取超星作为线上网络教学平台，在平台上发布自主学习清单、

教学课件、话题讨论、章节测试以及扩展资料等学习资源，让学生在线下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在线上完

成提前预习、在课上进行话题讨论、在课下进行知识巩固与延伸。 
《餐饮服务与管理》的实操性强，除了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以外，进行专业实训是必不可少的。鉴

于此，充分利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通过平台展示餐饮服务过程中的标准化服务程序，让学生对流程作

业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去巩固加深课上理论知识的了解。然后将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在实训教室协作

完成各种任务活动，如折花方法、摆台技巧、点菜服务、酒水服务等，既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精神，又

锻炼学生知行合一的专业能力。最后，利用超星平台开展翻转课堂，在平台上发布一些餐饮服务主题的

服务案例，学生进行自主的学习思考，然后各小组根据理解自行进行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老师和其他

小组的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点评，充分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在课后，引导学生把《餐饮服务与管理》的知识运用在实践中，组织或鼓励学生参加一些职业技能

大赛，如折花大赛、摆台大赛、菜单设计大赛等。鼓励学生要学会创新，充分挖掘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

融入技能大赛中去。另外，可以发挥校企联动的优势，让学生深入企业一线，参与到其中的餐饮服务流

程中去，企业根据行业标准给出建设性意见，让学生真正在实践中获得锻炼。 

4.4. 教学考核 

科学的评价方式可以有效评估教学效果的完成情况，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评价指

标的制定不仅要考虑知识理论和实践能力情况，还要考察责任意识、职业道德等思政素养。表 3 为《餐

饮服务与管理》课程评价体系。 
 

Table 3. Food Service and Management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表 3. 《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评价体系 

课程目标 
过程性评价(50 分) 终结性评价(50 分) 

权重 课前 
自主学习 

线上 
主题讨论 

虚仿 
平台试验 

小组 
实训操作 

期中 
考试 

期末 
考试 

知识目标 5 5 5 5 5 7 0.3 

能力目标 5  5 5 5 8 0.35 

道德目标  5 5 5 10 15 0.35 

分值 10 10 15 15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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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过程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两部分，从知识、能力、道德三个目标出发，从

线上和线下两个角度进行评价。过程性评价包括课前自主学习、线上主题讨论、虚仿平台试验、小组实

训操作；终结性评价包括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通过过程性评价，可以考量学生的预习情况，根据反馈

及时调整教学内容；线上主题讨论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意识，提高学生的参与性；虚拟仿真

试验具有高沉浸、高感知的特点，通过高度仿真模拟的情景，让学生对实训流程有更好的感知；而小组

合作进行实训练习，既能做到知行合一，又锻炼了团队合作的精神。终结性评价包括期中考试和期末考

试，在进行测试的过程中，注意结合富含思政元素的案例，去考察学生社会责任感等职业精神的养成情

况。 

5. 结论 

思政进课堂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单一化的问题，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而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可以使学生接触更多的教学资源，以学生为中心，扩展学生知识视野，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实践性强、与人交往紧密的课程，既要

注重实践训练，又要强化服务意识，应该不断创新教学设计，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在各个教学环

节中找到切入点进行融入，实现全面育人的目的。然而，《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并不

是简简单单的就能实现的，一方面要注意避免出现“课程”与“思想政治”两张皮的现象，另一方面也

需要极具综合素养能力的教师。因此，需要全员参与，将课程思政贯穿整个教育环节，培养知行合一、

有理想、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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