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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吴岩司长提出“两性一度”的“金课”标准。本文根据“两性一度”的要求,分别从课堂讲授内容、课堂教学方法、期末成绩

评定方式等三方面,探讨《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课程的金课建设路径。 

[关键词]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金课；两性一度 

 

2018年6月21日召开的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向全国教师号召：消灭“水课”,建设“金课”。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司长吴岩提出了金课的标准——“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

战度。 

“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所谓“高阶性”,是指知

识能力素养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具有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综合素质以及

高级思维。所谓“创新性”,是指课程内容要能反映出前沿性和时代性,

在教学形式上要呈现出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成果则具有探究性、鲜明的

个性化。而所谓“挑战度”,指的是课程需要有一定难度,需要学习者跳一

下才能抓住重点,对老师课程的准备、学生课下练习有较高要求。与此相

反,“水课”则是指低阶性、陈旧性和无心敷衍的课。 

在“两性一度”的背景下,作者就自己主讲的《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

课程从课堂讲授内容、课堂教学方法、期末成绩评定方式三方面进行思考。 

1 传统课堂《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课程教材缺乏实用性 

酒店管理专业在笔者所在学院是新上的本科专业,根据《酒店管理》

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本科专业课程必须选用相对应的本科教材。该专业

属于新兴专业,市面上的教材很多都是从16年开始出版,并且还没有出现

具有行业权威或者经典性的教材；有些主编老师缺乏酒店实际从业经验,

教材的实用性不强。 

之前本门课程笔者选用的教材《前厅与客房管理》,书中内容全面,

但是缺乏案例支撑,书中关于“超额预订”公式的信息都出现失误；教材

里面提到的一些知识点比较老,与现代酒店行业的操作流程有些不符合等

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教材《客房服务与管理》、《前厅运行与管理》,

教材中内容排版合理,案例多,但是却是将前厅、客房这两个部门分别出的

教材,不能合二为一。 

1.2专业课教师更新行业知识较慢 

酒店管理专业的《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从2016-1017学年开课伊始,

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由于这是一门新设置的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所属的

学院近几年一直致力于该专业的管理与改进,以期将该专业与酒店行业更

好的衔接,以培育出更多符合酒店业需要的优秀人才。本人作为该课程的

老师,在进入学校上班之前,曾经就职于某五星级酒店,积累了前厅与客房

服务的工作经验。近几年酒店行业发展迅速,对客服务标准也出现变化,

本人从进入学校以后有将近5年没有机会参与到酒店一线的工作,对于酒

店业的了解一般都是从网络、书籍中了解到,酒店行业知识更新较慢。 

1.3课堂教学方法因循守旧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遵循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以老师为中心,

讲解为主,学生被动的接受课堂知识,缺乏学习积极性。学生课前不预习,

课后不复习,课堂上的案例讨论缺乏热情。 

1.4课程考核方式不能体现应用性 

笔者所在的学校为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这门课

程的期末成绩分别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组成,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0%和

80%。该门课程是所涉及的是酒店的两个关键部门：前厅和客房,知识应用

性极强。因此,这种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2:8的评分方式,忽略了课

程的应用性强的特点,限制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2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金课”建设路径建议 

2.1改革课堂讲授内容,展现课程的高阶性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属于酒店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但是笔

者通过近几年的积累的教学经验以及外出学习,通过对比发现,该门课

程存在定位不合理、内容更新慢、与酒店管理专业其他课程存在部门重

合等内容。 

在“金课”建设中,改革授课内容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1授课内容的选择上集众家之所长,不局限于某一本教材 

本校近几年处于教学改革阶段,教学大纲经常变化, 近两年还在改

革阶段。这种变化对于教学有一定不良的影响。 

因此,经过与本课程企业指导老师的反复探讨,认为该课程的授课内

容不以单一的教材内容为主,而是结合各教材之所长,充实授课计划中的

学习内容。在以唐飞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厅与客房管理》的为

教材的基础上,每个章节的内容都从不同的教材中找到内容翔实、适合同

学们学习的知识点。例如：酒店前厅的销售部分,则主要以刘伟主编的,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酒店前厅与客房部运行与管理》中的“客房销售

技巧”为主；“客房安全”的章节内容,则主要参考马勇主编,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的《酒店客房服务与管理》中的“客房安全管理的章节”。不同的

教材,知识的侧重点不一样,集各教材之所长,充实授课内容,提升本门课

程的授课质量,丰富同学们关于酒店前厅与客服的基础知识。 

2.1.2吸收酒店专业知识的渠道多样化 

在教材上下功夫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该通过酒店方面的专业论文以

及网站来寻找与本课程有关的资料。万豪酒店集团旗下致力于中国酒店教

育发展的慈善项目“万礼豪程”项目的网站,提供了酒店教学各方面的真

实视频,以及通过为酒店业教师提供挂职机会而收集而来的各类案例,为

笔者的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洲际、香格里拉等国际知名酒店集团

的公众号关注,其中推送的一些文章,让笔者有机会接触到酒店行业的

新动态。酒店前厅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客房销售,在讲授这一内容时,从酒

店前厅服务员的销售技巧开始,进而讲解到了现在各酒店集团为了吸引客

人推出的VIP会员制,以某城市浦香的会员制营销为例,在详细介绍了酒店

会员制的内容后,引导同学们用所学知识来分析上海浦香会员制的利弊。这

些会员制的知识来源,是通过网络获得的。 

2.1.3校企合作,授课内容紧跟当今酒店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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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材的基础上,课堂上应增加酒店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些新的方

面的知识。例如：酒店智能化、酒店互联网销售渠道分析等。这些新的知

识,都是教材中提及却未展开的一些内容,增加这些酒店发展的 新内容,

可以帮助同学们在酒店顶岗实习时更好的融入酒店的工作环境。 

2.2改善课堂教学方法,体现课堂的创新性 

改善授课方法的关键,是将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转变成以学生为

中心。 

2.2.1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课堂上,教师的身份变成课堂的引导者、参与者,学生则变成课堂的

中心,成为课堂的主动学习者、发现者。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引导其在本

门课程的学习,共同完成本门课程教学任务。 

在具体的教学中,老师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同学们阅读大量的课外资

料,例如经典的教材、论文等,每次上课前确定一个课程主体,布置任务,

学生分组完成任务。在课堂上老师占用较少时间简单讲解知识点,其余

时间则让同学们参与案例讨论或者播放本组同学共同完成的PPT。新的

授课方法,将学生学习知识,资料收集安排中课堂以外的时间,课堂上主

要是展示自己学习的心得,老师与同学们中课堂上完成思想的交流以及

知识的探讨。 

2.2.2利用新的教学工具,提升课堂的智能化 

第一,在教学中习惯性的使用英文酒店专业术语。同学们的酒店顶岗

实习,选择的基本上都是国际知名酒店集团旗下的高星级酒店,这些酒店

前台使用的是OPERA操作系统,全英文页面,并且在酒店工作中,很多专业

术语也是用英文。这与同学们平时的生活、学习习惯有很大的不同；同学

们平时接触英文少,初到陌生的酒店,环境的改变,中文到英文的思维切换,

让同学们或多或少会有压力。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多跟同学们用英文沟

通；或者是在说到一些酒店专业术语时,用英语表达,有助于同学们适应外

资酒店的工作环境。第二,使用学习通教学,学习渠道多元化。对于《酒店

前厅与客房管理》部分内容进行学习通的教学,课前教师通过PPT等方式

让同学们对知识点进行了解,提出问题,学生课前学习；课堂上主要解决

同学们认为理解困难的知识点。学习通的时候,有利于增加老师与同学

们互动,也方便同学们在课外进行预习和复习,提升同学们的学习能力

以及思考能力。 

2.3改良期末成绩评定方式,提升课程挑战性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课程之前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据课程总成绩

的比重高(80%),期末成绩评定方式以试卷类考试为主,俗称闭卷考试。尽

管学生考试前都会花时间复习,但是班级里大多数学生考分不高,主观题

回答很难拿高分。说明学生的专业知识功底不扎实,平时对于课程知识的

复习时间少,对于主观题的分析不到位,导致考试成绩不理想。 

2.3.1关注成绩的评定过程,评定标准细化 

根据建设应用型本科的要求,课程考核要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

因此,本课程应进行考核方式改革。建议学生 终考核成绩分别由平时成

绩(20%),课程内实验成绩(20%),闭卷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中,考勤以

教学手册记录为依据,课堂表现和学习态度根据课堂发言讨论及笔记记录

情况,作业完成情况根据作业完成质量评定成绩；学生课堂表现由以下几

个方面判定：是否遵守课堂纪律、课堂上是否积极配合老师的教学活动、

能否认真准备课堂讨论的资料等；作业则是每章节结束后,会布置相关内

容的案例分析,可以及时检查学生关于章节内容的掌握情况。课程内实训

成绩,根据学生课堂实训表现实训报告成绩评定；考试成绩则是 后的闭

卷考试的内容,试卷由老师根据授课内容决定,考核内容则是本学期课程

专业知识的80%,题型分别为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主观题所占据的分数较

高,可以更好的考察学生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2.3.2理解并熟练使用课程基本知识,增强课程学习效果 

本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根据学校要求,要进行试卷类考核。试卷出

题范围以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包含了该课程中参考的教材、著作等,

但是却没有建立本课程的试题库。试题库中各类知识点的学习以选择题和

判断题为主,每种题型的题量至少100个左右,以方便学生网上做题练习。

学生通过试题库中刷题,找出自己本课程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通过做题

将薄弱环节提升,力争将每个知识点理解并且熟练使用,提升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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