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职业礼仪》课程思政元素

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017.01）要求，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

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融入生产生活、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中华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中央宣传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2021.04）要求，要在记忆、传承、创新、

传播四个方面着力：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

走向；积极推动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始

终；融通多媒体资源，加大传播力度，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

本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基于时间轴，

梳理了中华礼仪文明在各个时期的核心精神和内涵外延。尤其首创性的挖

掘、讲述了我党自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今”

的 7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立场和礼宾事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礼

仪交往的小故事。充分挖掘、融入礼仪思政元素，“如春在花、如盐化水”

般的引导学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学员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礼”才拥有最先进的政治性，才真正体现人人平等

和各国平等、服务于全世界人民大团结，才能担负起维护和平、共同发展

的神圣使命。

本课程教学标准基于全日制旅游类职业本科和高职层次学生，内容设



计具备权威性、历史性、丰富性、文化性、研究性、前沿性、拓展性、吸

引性。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中国人对礼有特殊的感情。课

程组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讲述中华“礼

仪文明缘起、容态服饰之礼、方位宴次之礼、家风处事之礼、雅言书信之

礼、节庆民俗之礼”，阐释中华文明礼仪注重内外修身、言谈文雅、人际和

谐、家国情怀等优秀内涵，且每章节题目都能拓展为可深入思考研究的课

题，使课程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和权威性，符合“较高素质、较强求知、较

强判断、较久思考”的学情特色。

基于学情特色，适应新形态下文化旅游岗位的工作需要，参照中办、

国办、外交部等标准，将相关政策、礼宾接待、外事礼仪、公务礼仪、会

务礼仪、服务礼仪、场合礼程、位次礼序、危机公关等知识扼要明晰为手

册说明，结合在线教学资源库，达到“学即解惑、便捷操作、即时实用”

的目标。



文化浸润教育和美好生活建议。基于职业教育服务社会、价值培养、

文化育人等学情需求，培养学员成为“中华故事库”、“文明旅游人”、“文

化爱好者”和“生活设计师”。使学生了解世界旅游经济发展、引导文明智

慧旅游风尚、感受民族特色民俗活动、传播中华故事优秀文化。“如春在花、

如盐化水”的融入美丽中国、文化浸润、家国情怀、大国自信、乡村振兴、

法律意识和工匠精神等德育元素，帮助学生端正价值，提升科学态度、思



考水平、实践本领、生活智慧，依靠学习走向美好未来。

红色旅游情怀和美丽乡村元素。基于成长经历、红色情怀、乡愁眷恋，

带领重温少年学习、青春奋斗、峥嵘岁月、美丽乡愁，展示祖国城市乡村

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旅游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向前辈的激情岁月和建设

成果致敬，向新青年表达“铭记父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

不负时代任务”的信心决心。协助学员树立优质生活理想，激发共同建设

“积极美好社会”的热情和动能。



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礼”。了解中国文化，必居于高视野，看中国

文化之心。本课程将“中华礼仪”阐释为一个包括政治制度、道德标准、

行为准则的庞大礼仪体系，提倡以礼正心、以礼修身、以礼治国、以礼为

教，促进全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和文明水平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