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服务礼仪是中高职酒店管理实践教学中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具有易学、易会、易懂、难养成的教学特点。因
此，实训教学是该课程的主要教学环节。针对服务礼仪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探究，以期优化中高
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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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礼仪作为中高职院校酒店管理的一门基础课程，是提
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塑造职业形象、道德修养以及礼仪规范的基
础课程。礼仪服务贯穿于整个中职高实践教学中，对未来的服务
行业而言，通过礼仪实训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
与服务技能，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目前，在服务
礼仪课程教学课时不足，理论教学与职场项目严重脱节，加之教
学方法枯燥是直接影响这门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在
课堂教学中仍然墨守成规，势必会阻碍中高职教学改革进程。

一、教学渗透教育思想，提升学习兴趣动力
大部分学生在当初高考志愿选报中对酒店管理这一专业缺

乏必要的认知，加之酒店管理专业其自身认知度的低下，导致大
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味地照本宣科，而这种教法显然是不
恰当的。因此，在服务礼仪教学中，教师应当摒弃传统教学模式
的陋习，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以及行业实际需求，在教学中注重提
升对该专业的认知，同时又将这门课程中潜在的教育思想渗透
到课堂教学中，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在具体教学实践中，
要让学生明确地了解礼仪是酒店管理与服务的前提与基础，更
是提供优质服务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评价一个酒店质量高低
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还应当让学生知道礼仪课程是提升学生
个人素质、提高学生人格魅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专业的思想教育
更正学生不恰当、不合时宜的错误思想，从而让学生重视并逐步
爱上这门课程，并主动参与其中。唯有当学生的思想觉悟提升以
后，学生才能真正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
习。这一举措对服务礼仪实践教学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我们的专业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专业思想教育对学生学习的重
要性，并将其落到实处。

二、整合内容结合行业，设置实践教学环节
在传统教育教学下，大部分教师通常是根据课本教材中的

章节设置进行实践教学，不仅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教学内容更是
抽象乏味，毫无针对性。而教学实践证明，真正在毕业工作中将
服务意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的学生大部分是经过实践操作训练
的。换言之，学生在服务礼仪的学习中不仅有理论知识上的学

习，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动手实践能力，将其学以
致用。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课堂教学中，应当对学生提出
严格要求，让其不仅需要将课堂所教的礼仪知识吸收消化，更重
要的是还需要在平时的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一般的酒店员工
主要包括上班前礼仪准备、上班时礼仪规范以及下班后礼仪需
求这三部分，让学生在生活与学习中这样要求自己，从而在不知
不觉中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并在今后的酒店管理中提升自己
的服务意识。

三、加强校企合作交流，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服务礼仪作为一门综合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对教师的

要求也颇高，除了需要具备较好的形象气质以及言行举止以外，
更需要教师全面掌握酒店管理的各项事务以及礼仪规范。而除
了要规范教师行业知识以外，更需要注重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
因此，需要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加强校企合作交流与沟通，邀
请各大企业的名人专家到学校进行讲课教学。一方面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克服视觉疲劳，为课堂教学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需
要将目前酒店管理过程中礼仪规范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促进学
生礼仪素养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校企之间的合作交流中，教师能
够探索出适合于中高职学生学习实际的教学内容，贴近学生实
际，让其在动手实践以及理论教学中更加深刻全面地掌握酒店
管理以及服务过程中的礼仪规范。

总而言之，服务礼仪是酒店管理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直
接决定着酒店管理的质量。因此，在中高职教学中，教师应当高
度重视学生服务礼仪专业知识的培养，将专业教育思想渗透到课
堂教学中，并通过整个教学内容，设置实践教学环节。此外，还需
要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交流与沟通，促进课堂教学效果的优化，
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学生服务意识，树立学生专业素养，让
其在今后的酒店管理中能够随时保持这种服务精神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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