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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与青岛旅游学校贯通培养 2015 级“3+4”转段考试

《旅游概论》与《旅游心理学》课程专业基础知识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旅游概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

通过本科目的考试，要求学生了解、熟悉并掌握旅游概念及发展历史，旅游

活动的基本要素和旅游业的构成。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明白旅游业基本原理和

其中的构成，从而具有适应行业发展和职业变化的基本能力。

二、考试形式

采用闭卷笔试形式，总 50分，考试时间为 0.75 小时。

三、适用专业

旅游服务与管理

四、考试内容和考试要求（按章或按模块分别叙述）

第一章 旅游概述

1.了解旅游的定义和内容。

2.了解旅行、旅游和游览的联系和区别。

3.理解旅游的社会、文化、经济、消费属性和本质属性。

4.掌握旅游的特点。

5.了解旅游发展的规律。

6.掌握旅游的类型。

第二章 旅游简史

1.理解世界现代旅游迅速发展的原因及相互关系。

2.理解现代旅游旅游时代特征的地区的广泛性、影响双重性、运作综合性等

特点。

第三章 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

1.理解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

2.了解旅游者的概念。

3.了解旅游者产生的条件。

4.了解旅游资源的概念。

5.理解旅游资源的类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6.理解旅游资源的特点。

7.掌握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原则。

8.掌握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破坏的表现

9.了解旅游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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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了解旅游业的特点。

11.掌握旅游业的影响与作用，尤其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

有利的和不利的作用。

第四章 旅游业的构成

1.了解旅行社的概念。

2.了解旅行社的类型（我国的、国外的）

3.掌握旅行社的作用。

4.理解旅行社的职能。

5.理解旅行社的业务。

6.了解旅游交通的特点。

7.理解旅游交通的作用。

8.了解旅游饭店的概念。

9.了解旅游饭店的等级。

10.了解旅游饭店的类型。

11.了解旅游景区的概念。

12.理解旅游景区应具备的条件。

13.了解旅游景区的特点。

14.理解旅游景区的等级。

15.了解旅游景区的类型。

五、主要参考教材

邵世刚主编， 《旅游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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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旅游心理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考试，要求考生掌握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心理特点和行为

规律，掌握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并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会运用相关理论观察

并分析旅游活动主体的行为规律，并进一步指导旅游经营管理的实践。具体要求

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

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考试形式

采用闭卷笔试形式，总分 50分。考试时间为 0.75 小时。

三、适用专业

旅游服务与管理

四、考试内容和考试要求（按章或按模块分别叙述）

模块一：认识旅游心理

1.了解心理活动的内容。

2.了解心理活动的实质。

3.了解旅游心理学的学习方法。

4.理解学习旅游心理的意义

模块二：旅游服务人员的心理素质

1.了解注意的定义、特点及种类。

2.理解影响注意的因素。

3.掌握良好注意力的培养方法。

4.了解感觉、知觉的定义及种类。

5.理解感觉、知觉的变化规律。

6.掌握良好观察力的培养

7.了解记忆的定义。

8.理解记忆的种类、过程。

9.掌握良好记忆力的培养方法。

10.了解思维的定义。

11.掌握良好思维能力的培养方法。

模块四：旅游服务人员的心理保健

1.理解心理健康的一般标准。

2.理解如何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

3.理解挫折产生原因、受挫后行为反应的影响作用（理性、非理性行为）

4.了解自信的定义。

5.掌握如何提升自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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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了解情感的定义。

7.理解情感的作用。

8.掌握激情与心境的自我调控方法。

9.了解意志的定义。

10.理解意志品质的表现。

11.掌握培养坚强意志力的方法。

模块五：如何与旅游者交往

1.掌握如何对旅游者进行鉴貌辨色。

2.了解需要的定义、特点。

3.掌握旅游者的一般需要。

4.了解兴趣的定义。

5.理解旅游者的兴趣类型及特点。

6.掌握如何激发旅游者兴趣。

7.了解动机的定义。

8.掌握旅游者的五种旅游动机。

9.了解气质的定义、特点。

10.掌握不同气质类型旅游者的主要表现及接待技巧。

11.了解性格的定义。

12.理解旅游者性格的类型。

13.理解旅游者投诉的原因。

14.掌握处理旅游者投诉的原则。

模块六：旅游服务心理

1.理解旅游者在酒店前厅的一般心理。

2.能（会）根据客人的心理做好前厅服务。

3.理解旅游者在酒店客房的一般心理。

4.能（会）根据客人的心理做好客房服务。

5.理解旅游者在餐厅的一般心理。

6.能（会）根据客人的心理做好餐厅服务。

五、主要参考教材

李灿佳主编， 《旅游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

注：模块三未列入教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