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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创办于 1952 年，是我国首批以培养职教师资

为特色的多科性本科院校，拥有招收培养博士后资格的高校，拥有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外国留学生招生权的高校，为全国“本科教

学工作优秀学校”。现有 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 个建设中的博士

点，1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拥有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

读硕士学位授权和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权。拥有江西省

有特色一流学科 1 个，省“十二五”高水平学科 1 个，省“十一五”

重点一级学科 7 个，省高校“十二五”重点一级学科 2 个，省高校

“十二五”示范性硕士点 2 个，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 1 个。

旅游学院创办于 1986 年，是江西省最早成立的旅游院系。历经

25 载，办学成效显著。现有一个 1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

理），2 个本科专业（旅游管理、酒店管理）、3 个专科专业（旅游

管理、酒店管理、英语导游），拥有《旅游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

江西省旅游管理“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江西省高校品牌专业、江

西省旅游管理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江西省旅游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英语导游》高职高专国家级示范专业，并拥有自主创办

的校级示范实训基地---江西亚细亚国际旅行社，江西省全国导游证

考试培训点设在本学院。目前旅游学院在校生近千人，拥有文理结合，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师资 30 人。其中教授 6 人、博士 6 人、副教

授 8 人、讲师 16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 1 人。具有国外留学与

工作背景的教师 6 名（材料 2.2 和材料 2.3）。具有领队证、导游证

等资格证书的“双师型”教师占 60%，他们在企业、行业协会均有兼

职经历。2015 年至 2018 年旅游学院 MTA共招生 16 人，毕业 5 人（包

括 2018 届毕业生）；创建实践教学基地 8 个（材料 2.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E5%90%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95%E5%A3%AB%E5%AD%A6%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5%99%E5%AD%A6%E7%94%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E5%90%8E%E7%A7%91%E7%A0%94%E5%B7%A5%E4%BD%9C%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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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1、评估组织情况

学校及我院对 MTA 专项评估工作高度重视，并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成立了 MTA 评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评估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周叶（院长） 秦著红（书记）

副组长：熊伯坚（副院长）

成  员：谢冬明（院学科建设负责人、MTA学位授权点负责人）

刘传喜（讲师）

钟家雨（讲师）

潘之波（学院研究生办主任）

刘 颖（旅游管理系秘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刘颖兼任。

2、工作日程安排

评估工作按照分工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分解任务、细化分工、

责任到人，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流程和日程安排，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4月 15日—4月 17日，对照指标，分头学习；

4月 20日—4月 25日，集中研究，分解任务；

4月 27日—5月 08日，查补缺漏，整理材料；

5月 11日—5月 15日，对照项目，撰写报告；

5月 18日—5月 22日，汇总材料，学院自评；

5月 25日—6月 09日，聘请专家，开展自评；

6月 10日—6月 20日，完善材料，完成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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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单位同行评估专家名单

田  勇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教授

黄细嘉   南昌大学江西发展研究院院长       教授

旷天伟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教授

陶春海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

4、同行专家对本学位授权点的意见

（1）学校高度重视 MTA 专项评估工作，部署周密，组织有力，

工作细致，评估材料齐整。

（2）办学定位准确，充分发挥了职教学科优势，办学特色鲜明，

综合考虑旅游管理学科主流方向、旅游专业人才需求以及江西乡村旅

游发展现状。培养目标与我国旅游发展人才需求相适应，尤其是较好

地对接了江西旅游业发展需要。教师队伍结构合理，师资力量较雄厚，

教学资源丰富多样，教学管理制度较完备，毕业生培养质量、用人单

位满意度和社会认可度均较高。

（3）建议改进之处有：1）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规范实践

基地的管理，明确实践教学内容。2）加强毕业论文选题的多样性和

应用性。3）加强招生宣传，力求在招生数量、生源质量和办学规模

上有所突破。



三、对照各项指标的评估结果及说明

1 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1.1 项目定位

评估结果：合格

1.1.1 根据《MTA 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制定了符合本校及地方实

际的 MTA 培养方案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获得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TA）授予权后，按

照教指委《MTA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关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业创

新能力和旅游职业素养、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能够胜任现

代旅游业与相关行业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要求，制

定了切合学校及地方实际的 MTA培养方案（材料 1.3）。

在人才培养上，结合学生特点和课程需要，学院实行人才联合培养

战略。在全省范围内，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

术学院、江西江西国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江西江西万达亚细亚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等高职院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联合培养旅游创新人才、齐心推进协同创新、共同促进成果

转化。在师资队伍上，既有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学者专家，又有

长期从事经营管理实践、行政领导工作的资深人士与业界精英，一支素

质优良、勤学善教、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已稳步形成。在教学方式方法

上，开展基于实践案例的研究式教学，同时也立足龙虎山国家 5A景区、

瑞金共和国摇篮国家 5A景区等实践基地开展现场教学与专业调查，并聘

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业界专家为 MTA学生做专题讲座。

1.1.2 对照江西旅游发展需求和学校特色，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

立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培养的办学特色，坚持为江西培养

旅游业各类高级专门人才，是学校 MTA授权点坚定不移的办学方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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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2013 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先后发布实施了《关于加快旅游产

业大省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意见》，强调创

新旅游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旅游人才队伍结构，实施人才兴旅战略，重

点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的旅游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才队伍。

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及旅游扶贫背景下，江西省提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业，加强乡村旅游管理人才培养。为此，学院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江西电大高职学院、江西旅游发展委员会、江西教

育旅行社等单位广泛联系，确定了以旅游高职院校师资和旅游企事业单

位应用型高级人才培养为主的主攻方向。

在江西省旅发委、省教育厅、省农业厅的支持下，学校与江西润赣

旅游智业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江西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是

全国首家“院企”共建的专注乡村旅游产业科研与辅导的机构，成为江

西省乡村旅游管理人才的重点培养基地。

1.1.3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学术性与应用性结合

学生培养过程中，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MTA 教育实行科学研究的规范

训练与工作实践的能力训练相结合的方式，为每名学生配备分别来自学

界和业界的两名指导教师。学位点要求课程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学

院与旅游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鼓励旅游企业设立课题，根据具体

情况或作为教学环节，或作为学位论文环节，为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提供

相应便利。毕业生学位论文由校内导师和按学校规定程序推荐审定的业

务水平高、政策水平强、责任心突出、管理经验丰富的校外专家联合指

导，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管理项目研究、有

关课程和论文等不同环节的指导工作，努力实现 MTA 培养的学术性与应

用性结合。

1.2 项目特色

评估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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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发挥学校职教学科优势，凸显 MTA 的职教与产业融合特色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本科、研究生教育为主体，产学研相结

合，以“职教师资培养”为特色，文理学科协调发展的涵盖文学、理学、

医学、工学、法学、哲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艺术学

等学科的综合性师范大学。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国

家“万名旅游英才计划” 、“国培计划”、“江西省 2011 计划”、“江

西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首批“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

地”。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是我国首批以培养职教师资为特色的多科性本科院校，

目前为我国独立设置的 8 所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之一，学校被誉为“中国

职教师资培养的摇篮”。

学校 MTA 教育项目发挥了本校职教学科优势，凸显了 MTA 的职教与

产业融合特色，具体表现在：

（1）设置职教与产业融合特色的专业方向

一是旅游教育方向，侧重于培养从事旅游教育的教师类人才；二是

乡村休闲发展规划与战略方向，侧重于培养从事乡村休闲旅游的规划、

管理专门管理人才；三是旅游文化产业管理方向，侧重于培养旅游文化

产业管理方向的人才。

（2）开设职教与产业融合特色的专业课程

根据教指委 MTA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开设了服

务管理、旅游信息系统、旅游产业经济分析、旅游投资与财务管理、旅

游规划与战略、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旅游营销与品牌建设、旅游生

态学原理、旅游调查与研究法、旅游与文化产业研究、旅游地学与资源

科学专题研究、旅行社与酒店经营管理专题研究、现代旅游教育专题研

究等特色课程。

1.2.2 适应江西旅游发展需要，对接特定服务对象，生源特色明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7%A7%91/10640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94%E7%A9%B6%E7%94%9F/4987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5%AD%A6%E7%A0%94%E7%9B%B8%E7%BB%93%E5%90%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5%AD%A6%E7%A0%94%E7%9B%B8%E7%BB%93%E5%90%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64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0%86%E5%AD%A6/60597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AD%A6/235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B2%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D%A6/7844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E5%AD%A6/2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E5%AD%A6/17120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A%E6%9C%AF%E5%AD%A6/33627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6%95%99%E5%B8%88%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1%E8%AE%A1%E5%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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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江西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一直高度

重视发展旅游业，多次制定过适应当时省情的发展战略。20 多年的实践

证明，人才问题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制约因素，而人才培养中，来自

职教师生源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又极大地影响了职教师毕业生的培养质

量。有鉴于此，学校作为我国独立设置的 8 所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之一，

具有鲜明的“职教师资培养”特色，因此学校发挥职教资源优势，重点

联系省内多所高职院校和部分二本、三本院校，吸引在职教师报考。在

职教师由于报考旅游管理科学学位的成功率普遍偏低，考试难度很大，

获得学位的条件也较难满足，关键是所学习的内容与所从事的工作不能

完全对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MTA 教育的校内理论学习与校外专业实践

相结合的培养方式，非常符合旅游职业教育的需求。

此外，学院与江西润赣旅游智业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江西

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推行“院企”共建 MTA 教育新模式，该中心

是 MTA 学生参与和开展江西旅游发展研究的重要平台，以参与研究项目

的形式加强学生的实践实训教学，提高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地方旅游经

济建设的能力。

MTA 项目设立以来，学校与江西省旅游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旅游

管理人才培养和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是其中重要的战略合作内容。

企业层面：学校旅游管理专业拥有江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江

西万达亚细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近 8 个专业实训基地，MTA 项目设立

以后，又与江西教育旅行社、龙虎山 5A 景区、瑞金共和国摇篮 5A 景区

等多家旅游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旅游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材

料 2.10）。

校际层面：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等旅游职业院校合作，为其培

训旅游师资，成为江西省旅游专业师资的培训基地（材料 2.10）。

1.2.3 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开放性培养特色明显

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办学，先后与美国、英国、芬兰、瑞士、丹麦、

德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多所高校及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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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开展了本科学历学位层次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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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学分互认、教师互访、学生互换、合作研究等项目。学校长期

坚持聘请外籍教师、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讲学，并选派本校教师到

国(境)外进修、教学和进行合作研究，鼓励学生赴国(境)外大学学习深

造。学校进一步拓展硕士学位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并积极探索境

外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等新的合作办学模式。依托学校的国际化办

学资源，学校 MTA 教育项目的国际化也在稳步推进，同时也与国内兄弟

院校建立合作交流关系，MTA 师生的开放性交流逐渐成为常态，先后派遣

叶张煌、罗琼等教师赴国内外高校访学或交流访问，加强师资队伍国际

化建设（材料 1.6）。

1.2.4 在教学与管理方面具有创新

学校 MTA教育已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做法，主要有：（1）在教学方

面，推行案例式教学和现场体验式教学等创新教学方法。积极利用全国

MTA教学优秀案例库或自行开发案例进行案例教学，重要的专业课程全部

安排到实践基地现场教学，请业界精英现场授课、举办讲座，开展实地

考察，实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材料 2.11）。

（2）在导师指导方面，通过 MTA学生参与导师项目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3）在研究生管理方面，与学术型研究生统一管理，共同

组织开展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以提高 MTA研究生的学术素养。（4）在论

文选题方面，由战略合作单位提出本地区或本单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MTA研究生围绕这些实际问题进行选题并开展研究。

1.3 培养目标

评估结果：合格

1.3.1 培养方案符合国家教指委《MTA 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MTA 主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业创新能力和

旅游职业素养、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能够胜任现代旅游业

与相关行业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材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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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培养领域面向省内旅游职业师资和应用对策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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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作为我国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具有“职

教师资培养”特色与优势，并在职教与产业融合研究方面形成优势。因

此学校 MTA 力求凸显“职教师资培养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和“乡

村旅游特色”等三个特色。围绕江西旅游强省建设的实践，经过学科团

队整合和研究方向凝练，学校 MTA 已逐步形成旅游教育、乡村休闲发展

规划与战略、旅游文化产业管理三个特色研究方向，围绕这三个研究方

向涌现了一批教研成果。

其中，旅游教育研究方向依托与发挥学校职教学科特色与办学基础，

以及学校旅游管理等学科的专业优势，针对江西省旅游人才培养中，来

自职教师生源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又极大地影响了职教师毕业生的培养

质量的问题，重点联系省内多所高职院校和部分二本、三本院校，吸引

在职教师报考，对其进行校内理论学习与校外专业实践培养，非常符合

旅游职业教育的需求。

乡村休闲发展规划与战略立足于创新发展江西省乡村旅游运行机制，

提高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实现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凸显乡

村旅游策划规划这一特色领域，专注乡村旅游产业科研与辅导，为江西

乡村旅游发展服务。目前，该研究方向团队已承担江西各地 10 余项乡村

旅游规划与策划设计项目。

旅游文化产业管理方向以文化旅游为特色，注重知识和能力结合，

培养学生扎实的旅游管理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把握旅游与文化融

合发展的行业前沿。

1.3.3 培养重点面向素质教育与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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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点围绕培养目标，不断优化课程设计。注重培养学生具有开阔

视野和战略意识，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方法与技能，富有人文底蕴及求

实创新精神，具备良好的商业伦理观和社会责任感。针对市场需求，突

出学校特色。在教学内容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式上组合运用

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实践参观等方法，在教学手段上采用

多媒体、信息化等工具，提高学生满意度。为了克服招生人数较少，办

学成本过高的困难，学校 MTA学位点开展学术论坛活动，拓展学生视野，

搭建与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成功人士接触和交流的平台，提升沟通

交流、创新思维、商业道德、社会责任等素质。

1.3.4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管理制度和考评制度

为保证教学质量，使教学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真正做

到有章可循，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作保障。学校先后制定和完善了 17 项主

要教学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和管理制度，这些制

度得到严格执行，效果明显。制定的管理制度主要有：MTA教学管理制度

（包括：MTA学籍管理细则、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MTA培

养方案、实践导师工作职责、MTA教师选聘及考核制度、教学案例开发管

理办法、MTA 课程教师教学管理办法、MTA学位论文写作有关要求、江西

科技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MTA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

学校的校园管理、学生网络管理、校园卡管理、机房管理、图书馆等管

理规定、MTA学生管理规定、MTA班主任岗位职责等）、硕士学位论文撰

写规范、MTA培养和学位工作进程表、MTA 课程评估制度、教学评价表、

MTA 管理队伍岗位职责分工细则等（材料 1.4、3.11、3.12、3.13 和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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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策支持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952320023300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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