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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
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要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
、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
根据此文件精神，《旅游文化学概论》的编写力求贯彻“以能力为本位，以应用为目的，以学生为主
体”的原则，突出高等职业教育“能力培养”的特色，尽可能贴近业务实际及学生特点，做到准确精
练、深入浅出，突出实用性、可操作性。
　　《旅游文化学概论》课程是旅游类高职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为旅游管理（会展
管理、景区管理、旅行社管理、饭店管理）、导游等专业而设置，同时也可作为非旅游专业的公选课
。
该课程是一门涉及历史、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广阔领域的综合学科，它兼具历史性、时代性、
社会性，时刻面临着时代的挑战。
在高职院校“重视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加强素质教育，办出特色，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路指导下
，其教学应与高职院校“重基础、宽知识面、重实践性”的能力培养目标相适应。
　　从“重基础、宽知识面”的角度讲，旅游文化是综合的文化现象，它是由与旅游相关的不同形态
文化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
一般按现代旅游的基本要素所涉及的文化内容，将它分为三大类，即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
旅游媒介文化。
其中旅游客体文化是与旅游资源有密切关系的文化，应该是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必备的知识。
同时，在中国旅游文化中：历史、建筑、园林、饮食、民俗、旅游景观与山水文化、旅游文学艺术、
宗教等是客体文化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内容。
作为高职院校学生，他们是未来旅游从业人员的中坚力量，其知识更广博，涵盖政治、经济、科学、
历史、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应该具有较高的旅游文化修养，为将来认识、理解、欣赏、介绍、
开发文化景观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重实践性”的角度讲，《旅游文化学概论》的难易度，大致与本学科专科水平看齐或略低于
专科水平；在内容安排上，力求内容排列上的系统性、逻辑性及各部分的层次关系。
基本理论尽可能简明通俗、准确精练、详略得当，重点和难点突出，并尽可能使理论贴近实际及学生
特点，突出实用性、可操作性，淡化学科体系，少讲“为什么”，多讲“怎么做”。
在相关的教学方法上，尽量体现实用性和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根据高职高专旅游专业多数毕业生从事
导游和酒店服务的实际，在内容上尽可能与导游资格证书考试相联系，增加了相关的案例、范例、思
考题、技能训练的比重，并用“图表”或“知识链接”栏，以帮助理解、巩固和深化所述内容，达到
训练技术能力的目标。
同时，本书力求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力求文字通俗、简练、准确，在此基础上也有生动的要求，以
合乎旅游行业的特点。
　　对于教师而言，为解决好教材的转化问题，在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时，一要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反
映旅游文化的最新发展成果，将新颖的内容、信息、有关旅游文化的热点、焦点问题渗透到教学中。
二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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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文化学概论》课程是旅游类高职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为旅游管理（会展
管理、景区管理、旅行社管理、饭店管理）、导游等专业而设置，同时也可作为非旅游专业的公选课
。
《旅游文化学概论》内容包括旅游山水文化；旅游园林文化；旅游建筑文化；名人故居文化；旅游民
俗文化；旅游休闲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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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遗产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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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中国古建筑反映包容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积淀深厚、无所不包的文化系统。
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开放精神。
汉魏以来，它不断接触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吸收其中的优秀成果，成为自己文化系统新的因子
。
这种博大的胸襟在唐朝表现得尤为强烈。
唐代不是一个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朝代，它广泛地从事国际交流，可谓百无禁忌。
这时，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其融合的程度达到了一个历史新水平。
宋代以后，这种融合逐渐走向成熟，三教显示出一统的发展态势。
中华文化这种开放与包容的特征对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中国古典建筑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以宗教建筑为例，它既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其自身的布局、装饰、主题等又鲜明地表现出中国建筑对
各种优秀文化的吸收与综合。
庭院式是中国建筑的国粹，原本是一种典型的民居建制，但是佛教传人中国之后，它成为寺院建筑的
主要形制。
因此有人说，宗教建筑与世俗文化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恐怕只有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才得以一见。
当然其间难免存在冲突碰撞的过程，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进
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土文化的内核并没有被异化，建筑文化的本质也没有
发生改变。
　　第三节中国古代建筑的　　主要类型及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多种多样，建筑风格千差万别
，它们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建筑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这些古代建筑不但具有一定的历史纪念意义，而且对于现今社会来说也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一、宫殿建筑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规制最高、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建筑，是当
时社会文化和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和最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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