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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  

  冰雪旅游精品培训课程开发工作的通知  

吉文旅发〔2020〕419 号 

各市（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梅河口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为适应国家冰雪旅游人才能力建设需要，推进人才培训供给侧改革，按照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要求，决定开展冰雪旅游人才培训精品课程开发工作，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开发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以来，亿万人的冰雪运

动热情逐步走向现实。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度假、冰雪文创、冰雪装

备、冰雪演艺等新业态产品层出不穷，成为未来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蓝海。为进

一步适应冰雪旅游市场需求，2018 年，原国家旅游局与吉林省政府采取合作共

建的形式在我省设立国家冰雪旅游人才培训基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冰雪产业

人才培训，推进了冰雪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后，为

适应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更好地发挥培训

基地对于文化和旅游干部人才教育培训功能和作用，对全国各基地优化调整，

统一规范管理，“国家冰雪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名称变更为“文旅部吉林培训

基地”，依旧保留基地培训特色，持续实施冰雪旅游短缺人才培训项目，壮大

冰雪旅游人才队伍。但是，在冰雪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理论研究落后于实

践发展、冰雪专业师资队伍不足、冰雪课程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

围绕规划设计、产品开发、品牌运营等冰雪旅游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的精品课程开发不足，无法满足冰雪旅游人才的培养需要。因此，加快推进冰

雪旅游精品课程开发步伐，势在必行。  

  二、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论，紧紧围

绕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当前冰雪旅游发展和建设中的热点、重点、难点问

题为导向，以培养和提高冰雪旅游人才队伍“文化力、判断力、决策力、道德



力、行动力”为目标，以“冰雪情怀、学者智慧、商业思维、职业道德、岗位

技能”五大核心素质培养为重点，坚持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发展冰雪旅游的重要指示精神融入全部课程，突出时代要求；坚持冰雪文化和

旅游先进理论素养提升与破解当前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管理的难点问题的创新

能力提升相结合，力求培训时效性；坚持冰雪旅游岗位技能的实操训练与冰雪

文化培育传承相结合，彰显文化和旅游融合；坚持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体现

与时俱进。形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力强的精品课程，构建适应冰雪旅

游人才发展的现代化课程体系。  

  三、选题方向及数量  

  申请人围绕以下方向自主选题，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选择申

报，课程申报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预计开发 20 门课

程。  

  （一）冰雪旅游资源开发与产品设计  

  课程选题围绕冰雪旅游资源的分类与评价、冰雪旅游产品体系构建、冰雪

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冰雪文创产品开发、冰雪旅游项目策划等进行课程开发设

计，围绕我国在发展冰雪旅游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

行自主选题。  

  （二）冰雪旅游项目开发与运营  

  课程选题围绕冰雪竞技体育项目、冰雪旅游休闲娱乐项目、冰雪民俗文化

项目、冰雪康养度假项目、特色冰雪演艺项目、“冰雪旅游+”融合发展等项目

的开发与落地实操及品牌运营进行课程开发设计。围绕目前我国冰雪旅游项目

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项目体系不完善、内容不丰富、落地性较难等问题进行自主

选题。  

  （三）冰雪旅游职业经理人培养  

  课程选题围绕冰雪旅游景区的全面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智能化信息服务

管理、餐饮和住宿管理、品牌营销和策划管理、商业模式与运营等方面的高层

职业经理人人才培养进行课程开发设计，围绕目前制约我国冰雪旅游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冰雪专业领军型人才数量不足、创新型人才不够、专业队伍不强等问

题进行自主选题。  

  课程开发不止局限于以上内容，也可根据申报人的研究方向进行自主选题

申报。  

  四、开发团队要求  

  课程负责人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高级专业技术职称，长期承担本领域教学

工作，至少已连续主讲此方面课程两年以上，教学水平高、学生评教好。或长



期从事该领域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省内为同行业具

有一定影响力和突出贡献。课程团队老中青搭配、专业技术职称结构和知识结

构合理，教研活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活跃，成果丰硕。  

  五、课程形式及开发成果  

  课程可以采取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翻转课堂、情景模拟演

练、实操训练等进行。开发成果体现为：1份教学大纲、1份课程 PPT、1个课

程视频录像（4 学时）、2 套考试题。  

  六、实施步骤  

  （一）公布选题方向，集中上报（11 月 23 日—12月 4 日）  

  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征集开发题目，要求

参选单位提供开发计划书（包括课程题目、教学大纲等，详见附件 1）。   

  （二）遴选开发单位和项目负责人（12月 7 日—12 月 11 日）  

  文化和旅游部吉林培训基地组织课程开发专家，根据选题价值、课程建设

目标、教学内容及形式、创新和引领作用、师资教学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在

上报的单位中选择 20个开发单位和个人（团队），并将结果向社会公示 7

天。  

  （三）课程开发（12 月 14 日—12 月 31 日）  

  对公示无异议的开发单位和个人，与文化和旅游部吉林培训基地签署开发

协议，拨付课程开发经费，每个题目 1万元。开发团队按照审定的开发计划，
开展工作。12月 20 日前基地组织专家对课题开发情况进行中期评审，提出修

改意见。  

  （四）课程验收。（2021 年 1月 4日至 8日）  

  组织专家组采取试讲、答辩方式、现场查阅等形式，对教学大纲、课程

PPT、现场教学、考试题等进行评审验收，评审验收合格的颁发文化和旅游部吉

林培训基地精品课程证书。  

  （五）课程录制及提交成果。（2021 年 1月 11—15 日）  

  录制课程视频，并提交：1份教学大纲、1份课程 PPT、1个课程视频录像

（4 学时）、2 套考试题。  

  七、成果应用  

  1.对于验收合格的课程，作为精品课程在媒体公布。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67/xxgkmlqy/202011/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67/xxgkmlqy/202011/


  2.聘请精品课程教师为文化和旅游部吉林培训基地客座教授，在主体班次

上授课，聘期 3 年。  

  3.课程视频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线教育平台上展播。  

  八、组织领导和有关要求  

  1.课程开发工作由文化和旅游部吉林培训基地负责，请各地、各高校协助

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  

  2.课程开发计划书的报送截止时间为 12 月 4 日，以电子版形式报送，联系

人：杨佳，电话：15164358662，电子邮箱：jdjl2020@163.com  

  此通知。  

  附件：课程开发计划书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0

年 11 月 20 日  

附件：课程开发计划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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