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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酒店实习视角的酒店专业学生实践培养模式探讨
———以华南师范大学本科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庄晓平，黄晓蕾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摘要：以华南师范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２０１２年毕业生为研究对象，根据他们对实习前后的思想对比，通过对酒店
管理专业学生实习情况的访谈调查，归纳出学生在酒店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研究发现
学生对实习认识不足、心理准备不足、设定期望值过高、实习老师跟踪指导不足、实习部门单一、工作乏味等问题，

并根据问题提出做好实习前的学生心理辅导工作、设立具有一定心理辅导能力和酒店专业知识的专职实习指导教

师并给以一定的工作计量指标、产教结合和理论结合实际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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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实习是酒店管理专业学习中必不可少的重
要的教学环节，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也是酒

店专业的学生提高综合能力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
酒店行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不但要求高校毕

业生在毕业时具备较为熟练的服务技能，而且要求

学生毕业以后能立刻调整好心态，适应从大学生到

服务员的身份转变，以适应酒店的工作环境．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酒店专业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需要经

过较长时间的技能操作训练和心理磨合．然而就目
前本科酒店管理专业的实习来看，虽然学生在技能

上能达到职业要求，但是实习质量和实习心理却是

比较难掌控的．
国内外有关酒店专业学生实习研究主要集中在

实习效用、实习教学模式、实习心理及对策、实习满

意度调查，以及酒店实习对本科生就业的影响、实习

基地、实习测评体系等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目前对
酒店专业实习研究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国内外比较方面．学者［１－４］通过比较中国

与国外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发现中国旅游高等教

育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旅游教育的整体质量却始

终在低水平徘徊，提出必须加强学校教育，推出适应

市场需求的各种专修课程丰富学生的学识和能力；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就旅行社和酒店求职者及员工进

行调查，从中分析出旅游专业毕业生旅行社就业观

念及偏好等观点．
第二，实习心理和影响因素的调研．有学者［５－６］

认为中国的本科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更多的是在学校

学习理论知识，而实习期间又主要是实际服务操作

技能的联系，学生在这个跨越上需要作出较大的心

理调整幅度．或通过发放问卷，发现显著影响酒店实
习生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工作报酬、领导水平和

培训机会等．
第三，高校旅游管理实习模式的思考上．有学

者［７－９］认为高校旅游管理实习模式分为３种实习模
式．如“１＋１２”的实习模式．“１”为在当地酒店为期
一月的是实习，“１２”是在最后一学年为期１２个月
的实习；先试行的借鉴德国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

的“２＋１”培养模式，在校学习２年，酒店顶岗实习１
年的教学模式［１０］．

总的来讲，酒店实习目的不但在于使学生掌握

酒店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相关专业技能，熟悉

国际酒店行业的惯例，具备高级英语应用能力，能独

立分析、解决酒店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成为实践

能力强的应用型国际酒店管理人才；还在于培养其

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
为学生毕业后可顺利进入星级酒店工作，拥有走上

管理岗位的能力．
根据该目标，本文以华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

“华师”）酒店管理专业的２０１２年毕业生为研究对象，
根据他们对实习前后的思想对比，通过对酒店管理专

业学生实习情况的访谈调查，归纳出学生在酒店实习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发

现专业设置与实习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学生以后

从事酒店行业的影响因素，让学校了解学生的实习情



况，为学校培养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提供参考意见．

１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样本介绍
华师国际酒店管理开设于旅游管理专业之下，

专业主要培养适应旅游市场与国际接轨背景下，能

胜任各类管理模式的高星级酒店与宾馆服务管理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开设管理学原理、西方经济学、
统计学、会计学、酒店管理信息系统、现代酒店房务

管理（双语）、现代酒店餐饮管理（双语）、酒店服务

学、酒店人力资源管理、现代酒店管理概论等１５门
经济管理类、旅游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程，以及中外酒

店管理运作模式比较（双语）、酒店美学与形象设

计、国际酒店质量管理（双语）、酒店规划与设计（双

语）、旅游电子商务等２７门专业选修课．
目前华师酒店实习采用的是通常模式，即由学

校旅游管理专业先和实习酒店联系，签订实习协议，

然后学生到实习酒店进行实习，实习期间一切的培

训和管理工作都由酒店负责，学院负责协调和辅助

工作．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形成了对酒店实

习研究现状的总体认识，设计针对性的问题，对学生

实习前后进行总体把握，对多个在酒店实习过的及

正在酒店实习的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得到了学

生酒店实习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使本研究的结果更
科学，此次的调查样本以华师的学生为调查对象，所

选取的样本均为已参加过酒店实习的旅游管理系管

理专业的 ３７位学生．从 ２０１２年 ２月中旬开始到
２０１２年４月中旬，利用 ＱＱ和面谈等方式根据以下
几个问题进行：

第一，你实习前对酒店工作的期望值及满意度

如何？

第二，你实习期间在何部门？你对实习指导工

作有何建议？

第三，对酒店专业的期望值及满意度实习前后

的对比？为什么？

围绕以上主题，鼓励受访者尽可能的各抒己见，

每个访谈在０５～２ｈ，所有访谈为当场记录，并对记
录的文本资料进行过归类、分析．

２　研究发现

为了了解实习生在实习前后酒店管理专业看法有

何转变，对样本实习生进行访谈时设置“五点”量表，将

对酒店管理专业的喜好设置成“很喜欢”、“喜欢”、“一

般”、“不喜欢”和“很不喜欢”，访谈结果见图１．

图１　学生实习前后对本专业的态度变化

　　实习生实习后对酒店管理专业喜欢的下降了
２５％，感觉一般的增加１８７５％，很不喜欢的从０升
到６２５％．可以看出总体呈下滑趋势．通过专业实
习，虽然学生在操作技能上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拥有

了酒店基本服务的从业技能，但是职业热情却没有

相应的提高．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点．
２．１　对实习认识不足，设定期望值过高

实习前对酒店充满憧憬的占总人数的４５９５％
（１７人），感觉一般的占５１３５％（１９人），表示无奈
是一种负担的则仅占２７％（１人）．学生由于长期
在校，和社会接触较少，对于真正成人化的社会生活

充满好奇，对于即将到来的实习工作充满期待，良好

的校园环境容易使学生产生类推思想，将实习理想

化，因而在实习前对酒店实习态度还是积极、向往

的、对酒店抱的期望相对较高，

从访谈中得知其期望可分为对酒店硬件上的期

望、对酒店软件上的期望、酒店对自己期望的符合度

三类．而对软件和硬件的期望上，酒店管理本科生经
过几年的理论学习对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因而

对于酒店的软件方面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而这个

评价标准对于学生对酒店的期望值来说是一个参考

基准．但实际上，对此的满意度往往取决于被访者实
习的酒店的档次．一般说来，星级越高的酒店，与受
访者的期望越贴近．这一届被访者中五星级酒店实
习的人数为２３人，占样本总量的６２１６％；在四星
级别实习的人数为１４人，占样本总量的３７８４％；
三星级及以下的酒店的样本数为０．四星级以上酒
店的硬件设施过硬，基本符合学生的期望（据访谈

所得，在五星级酒店实习的学生满意度要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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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星级酒店实习的学生，被访者认为五星级酒店

在软件和硬件上都比价符合自己的期望）．
而对自身的期望上，其满意度往往取决于受访

者对酒店工作、工种的认识和理解上．在受访者中实
习前对酒店工作情况有较深认识的有２１６２％，大
概了解的有７２９７％．这主要是由于学校统筹安排
的酒店实习时，对所实习的酒店工作所做介绍不够，

也没有就具体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做出具体的说

明．但是受访者自身所设置的期望值来看，将近
６０％的受访者希望通过实习深入了解整个酒店的运
作，并以这个为参考考虑以后是否在酒店业发展，

１０８１％的人是希望学到基本的酒店实践操作技能，
增加实践经验．但在实际实习工作中，实习视角很
窄，难以了解酒店的管理事务．酒店安排实习生到基
层岗位对学生深入了解一线部门的工作规范和运作

模式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作为实习任务之一的
“了解本部门及整个酒店的运营情况和管理体制”

却形同虚设，学生不可能了解到酒店真正的管理事

务．所以，实习期间学生对于酒店的认识只是冰山一
角，而枯燥、高强度的实习工作，使得整个实习阶段

充斥体力劳动，觉得专业知识无用，导致希望深入了

解酒店运作的学生失去热情．
从这个角度上看，受访者容易理想化实习工作，

据此设定较高的期望值．期望和满意度两者呈负相
关，期望值设置得越高，满意度越低，学生对酒店的

实际情况和实习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不甚了解，往

往设定的期望值会相对过高，从而造成满意度较低．
这是影响学生对酒店管理专业的喜好因素之一．
２．２　实习前心理准备不足

在针对华师已经经过酒店实习的学生调查中发

现，大部分受访者对学校在实习前情况介绍和心理

辅导不满意，甚至将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没有介绍．而
且几乎全部同学在访谈过程中均认为学校对学生在

实习前就实习的各种情况做介绍是必要的．
从大学生实习生基本上处于青春后期，他们存

在诸多内在矛盾和心理障碍，这些急需学校的引导

和调整．而在实习过程中又存在过高的抱负与自己
的实际能力的矛盾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会暴露在对
实习单位本身期望与实际感知的落差，对自我表现

预期和实际表现的落差，对工作岗位初期认识和实

际感知的落差之上．尽管有７２９７％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已经做好了实习的心理准备，但是实习一旦展

开，酒店对员工工作纪律要求高、劳动强度超于想

象、酒店人际关系复杂往往挑战实习学生的心理底

线．酒店实习时刻让学生出现了在学校学习的理论
知识无用武之地等疑问，面对突如其来的实习问题

会导致酒店管理专业本科实习生一系列的心理问

题，进而影响实习生对酒店专业的偏好．
２．３　实习老师跟踪指导不足

逾８０％的受访者表示在实习过程中，老师所做
指导不足．由于指导老师并不能专职指导，只是在课
后之余．且指导的工作量计算，以及高校教师的评估
指标等问题，导致于老师对学生的实习指导流于表

面．这存在很大的危害性，许多学生不会主动向指导
老师反映情况，即使反映也只是集中在实习工资、实

习中产生的工作矛盾和酒店对实习生的不公平待

遇，由自身引发的问题却极少涉及．实习生初到酒
店，酒店为令其尽快上岗，采取简化培训的方式，没

有经过充分的培训指导就上岗，在酒店实习服务工

作中容易犯错，因而被实习师父批评，实习生心理尚

处于半成熟阶段，以上情况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影响

他们对酒店行业的好感，也为日后实习生离职另作

选择埋下隐患．
酒店行业复杂性高，接触对象非常广泛，工作要

求极其细微，和单纯的校园生活有很大差别，学生在

实习期间接触到社会的阴暗面，对实习产生不良印

象，对酒店管理的有负面影响．对于此类问题，指导
老师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疏导，也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学生对酒店管理专业的喜爱．
２．４　实习部门单一，工作乏味

根据访谈得知，受访者的酒店实习部门主要集

中在前厅部、餐饮部、客房部、办公室及其他（图２），
其中前厅、餐饮和客房需求量最大，三者占到了超过

９０％的比例．实习生岗位均由接收酒店决定，而酒店
给实习生安排的岗位无一例外都是基层服务员，造

成大部分学生对酒店工作的感觉比较累，再加上实

习生的工资低，受访者认为实习是为酒店提供廉价

劳动力的观点人数占到５０％．在这观点之上，由于
实习期间实习生只能在一个岗位上从事单调乏味的

工作，缺少轮岗锻炼的机会，使得酒店管理专业本科

生原有的系统学习和掌握的酒店服务流程、技巧不

能得到实质性的应用，所以受访者觉得自己所学所

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持有该观点的占所有访谈

者的３０％．
而实习部门的单一，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学生

以后对酒店行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因为酒店行业的
特殊性质，要从事管理工作必须对酒店的实际情况

有准确的了解，而这种了解则是基于长期的、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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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岗产生的．作为本科专业的学生而言，毕业时平均
年龄为２３岁，相对于从高中或中等学校毕业就进酒
店工作的其他员工比较，势必出现应届毕业生年纪

比酒店员工大、学历高比酒店员工高但是工资待遇

是一样的情况，因此酒店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产生了

心理落差．所以，许多学生想借助在实习期间多拿经
验、多走不同部门、为以后进入这行业铺垫的打算落

空．由此，产生对酒店实习的不满，或是对以后从事
该行业的信心不足．

图２　主要实习部门

２．５　理论知识无用武之地
访谈中得知，对酒店工作的认识觉得太简单不

需要本科生来做的占２１６２％，觉得综合能力提高
的占２７０３％，觉得增长了见识对以后是否从事酒
店业有了清晰认识的占５１３５％，在是否对从事酒
店业有清晰认识的人中，明确表示会从事酒店业的

只占５４１％，不会从事酒店业的占１０８１％，将酒店
当成后备选择的则占到了８３７９％．

另外，知识的“无用论”还体现在酒店对实习生

实行同工同酬，使得实习过程中本科生和高职、专科

生待遇相同，对比之下，容易引发本科生的不满．同
时，酒店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

不高，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工资明显偏低．随着实习
的深入，与外界的接触增多，不同岗位甚至不同行业

的同学之间会互相比较，容易产生酒店行业只是体

力劳动、在实际工作中在校学习的酒店管理理论毫

无用武之地、实际服务技能太简单不需要本科生来

做的思想，从而懈怠工作．

３　建议

酒店实习生作为酒店人员中新生力量而言是特

殊的，其经过酒店实习后对酒店专业的喜好对日后

择业的影响举足轻重，根据以上分析资料，本文拟提

出改进酒店本科专业学生培养的对策．
（１）产教结合，理论结合实际，在教学设置中鼓

励学生多动手多参与．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酒店
管理人才的需求也与时俱进，对于高校旅游管理专

业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培养出符合市场需

求的酒店专业人才，是酒店管理专业教育工作者必

须思考的问题．
酒店专业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常处于动手能力

差、理论运用不上的境地．学问化是中国旅游高等教
育课程体系最为显著的特点，理论课程在所有的课

程设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特征在华师也非常明

显．为了缓解这种情况的出现，专业教育要不断适应
产业的要求，理论结合实际要不断渗透到每一个教

学环节中去．学院在课程设置、师资选择和学生管理
上都必须坚持产教结合的原则．酒店管理教师本身
缺乏实践经验．教师脱离行业实践不利于更新教学
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产教结合，有利于克服老师
的教学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２）做好实习前的学生心理辅导工作．酒店实
习是学生踏入社会实现由学生向工作者转变的第一

步，对于学生而言，实习前的生活是单纯而理想的，

而踏入社会则是另一番景象．学生社会知识的缺乏
使其在应对社会时往往不知所措，在完成这个角色

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实习前的心理教育不仅仅是开一次动员大会借

以提高实习干劲，而是要学生明白实习的目的和实

习内容，帮助学生正确地预见实习中可能产生的各

种困难，对实习中可能产生的心理落差、人际关系处

理、高劳动强度、低报酬等情况也要作一定的说明，

帮助学生顺利渡过实习期．实习前必须就实习酒店
作全面的介绍，使得学生对实习岗位和实习工作内

容有所了解，避免学生对实习设置过高的期望，让学

生明确从学校到企业，角色已经从学生变为员工，做

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３）设立具有一定心理辅导能力和酒店专业知

识的专职实习指导教师，给以一定的工作计量指标．
实习指导老师未能及时发现和引导学生在实习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学生对酒店专业兴趣丧失的影响

因素之一．酒店就是一个小社会，其复杂性决定了实
习生会遇上许多的人际关系压力和工作压力，专职

辅导员要善于捕捉学生的心理变化，适当适时地解

决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运用自

己的酒店管理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酒店专

业的性质，处理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老师和学生之间

应当定期联系，掌握学生准备阶段———尝试适应阶

段———不良反应阶段———相对平稳阶段的不同的心

理特征，做好随时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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