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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学院与英国卡迪夫城市大学合作举办旅游

管理本科教育项目 2016 年自评报告 

 

一.项目组织 

1.学校成立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领导小组。拟定了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管理办法，明确了校内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义务，规范了项目的前

期准备、项目申报及项目实施工作。我校领导多次亲自主持通报会和

协调会，与北京东方国际教育研究院及英国卡迪夫城市大学认真有效

沟通，推进合作办学过程中的各项问题有效解决。  

2.学校为外方师资配备了专门的教学研讨办公室，为外方师资配

备了助教，加强了教学课堂质量反馈，强化了与北京东方国际教育研

究院、二级教学学院之间的沟通联络，提高了工作效能。 

二.招生成效 

1.招生宣传影响扩大。我校积极通过网络、报刊、杂志等渠道向

社会公布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招生规模、收费项目和标准等办学基

本情况。2016年 6月期间我校招生就业处组织相关人员及旅游管理专

业的骨干教师，赴主要生源地山东、甘肃、海南、浙江、福建等地开

展高考招生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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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数量显著提高。通过一系列招生宣传推介，该项目的高考

招生志愿填报人数为 73名。实际报到人数为 45名，比上年度增加 14

名。招生分数有所提高，报到新生普遍对办学条件感到满意。 

三．教学管理 

1.科学制订 2016年人才培养方案。在总结 2015年办学经验的基

础上，对课程设置方案进行了完善。对相关教学文件（培养方案、教

学计划、教学日历、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描述及相关管理制度文件等）

及教学档案（学生学籍材料、成绩登记表、课程考核的原始材料等）

重新进行了审核。 

2.编写了课程实验教学大纲。对酒店管理、旅行社管理等十余门

专业课程的实验学时、学分、实验性质、实验内容、步骤与要求、实

验报告等做出了规范。强化了实验室的管理，通过课内课外的专业实

习和课程实习加强了实践技能的训练。 

3.加强了对中外专业教师的管理。中方教师的配置贯彻高于其他

普通旅游专业的师资原则，保持日常的教学监督和听课制度。为外方

教师配备教学助理，随时反馈学生要求和教师的意见，定期召开二级

学院教学领导、北京东方国际教育集团的外派专员、外方教师的教学

例会，共同保障教学秩序按计划进行，促进教学质量。 

四．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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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主要通过学校教学督导、二级学院教学抽查、学生期末

评教、教学例会等多种渠道监控和反馈。加强了对拟引进的外方师资、

课程、教材进行审核，对外方提供课程的教育质量进行前期调查与评

估。对我方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听课检查和优化改进，通过同行课程

交叉听课检查与监督机制，组织专业课程教师观摩优秀教师公开课，

展开教学技能讨论。邀请专家及优秀教师，定期组织教学技术研讨活

动及培训会。 

五．教学效果及社会评价 

1.学生英语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改善。按照出国留学雅思要求，聘

请专业教学机构进行了雅思培训，教学效果良好。双语课程以及外方

课程的顺利开展，提高了学生的英语水平。英语四六级通过率也相应

提高，截至目前四级通过率：16.13%， 六级通过率：3.22%。 

2.专业课程学业水平普遍较好。2015、2016两届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有了明显提高，期末专业成绩普遍达到取得学分要求。所开设的酒

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规划、生态旅游等多门主干课程均强调实

践技能的训练，都到合作企业进行了见习、实习与完成调研任务。合

作企业对本专业学生的表现表示赞赏。15级中英班学生还参加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参与率达 25.81%。获自治区级立项

1项，校级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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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是广西首个旅游专业中外合作项目，目前招生两届，仍未

有毕业生，但前期社会关注度较高，对学生的培养质量、毕业率以及

出国率有所期待。 

六．存在问题和努力方向 

1. 存在问题 

（1）2015级的学生学习态度仍然有待提高，求学目标大多数只是

获取国内本科文凭，出国留学意愿不强，影响了英语的学习和专业的

学习，个别学生的成绩差强人意。2016级的生源质量有所好转，学习

态度相对积极。 

（2）2016下学期外方师资未能按时到位，影响了学习进度，导致

后续课程计划调整的较为紧张，加上首次外教授课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学习效果收到了影响。 

（3）相对于相对良好的学习风气营造，中英合作班的特色氛围塑

造不足，留学沙龙、板报、师生联谊、中外方校际交流等开展不利。 

2.努力方向 

（1）提高生源质量。通过提升课内外学习与活动的氛围，提高中

外方师资的教学质量，多途径扩大招生宣传影响，加强对出国留学前

景的引导，建立长期合作的中学生源学校，以提高项目招生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优质学生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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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搭建旅游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交流平台。在目前的

合作办学交流机制的基础上，提升中外合作交流的层次和频度。 

（3）建立更为柔性的师资引进机制，重点面向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的海外人才，创新教学模式，树立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的典范。 

 

 

广西师范学院 

2017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