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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会展概论》培养会展专业学生的专业认知度 

朱桂红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从《会展概论》的内容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设置的理念等角度，探讨如何在最初接触到会展专业的关键学期，会展专业学生就很快

认知自己的专业，甚至喜欢自己的专业，从而避免或减少他们的专业倦怠感。为以后的专业实务知识的学习奠定好认知基础和情感基础。 

【关键词】 

会展概论；专业认知；任务驱动；探究 

一、《会展概论》课程现状严重制约会展专业学生的专业认知度的培养 

《会展概论》课程可谓是学生步入会展专业的试金石或敲门砖。如果学生在刚刚入门就被这门课程所吸引，进而有更深入了解专业知识的欲

望，那么后面的专业实务课程学习就有了动力，我们的会展教学才能走上良性轨道。 

然而，现实状况不容乐观，无论是教学的内容、讲授方法、教师的安排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致使教学的结果堪忧。学生一个学期后，

非但没有对专业的基础性知识有所掌握，不知所学，云里雾里，反而出现大量的厌学情绪和倦怠情绪。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材内容稍显滞后，行业发展和学生需求亟待充实到教学内容 

《会展概论》教材很多，理念有的很新，但是我们发现，书本中指出的千篇一律的会展人才需求、出版时间之前的会展展馆状况、很久以前的

法律条文、在后面其他专业课程重复的知识使得《会展概论》生动不起来，有时反而使得学生刚学习这个专业就产生厌烦心理。 

更不用说，很多教材对会展所涉及到的概念内涵过窄，不能全面反映实际会展行业的实际情况，使得学生根本找不到该专业最后落脚点在哪

里，使得学生的专业认知成为空谈。 

经过我们的调研，学生在最初步入这个专业时最想知道的问题也是行业的基本相关知识，它们分别为：会展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这个行业

到底是什么样、前景如何？毕业后将来能做什么？什么样的公司和组织在做会展？什么岗位的人在做会展？他们都在具体做什么？流程是什

么、怎么做合法又能挣钱？主要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等等。但是，一旦我们一个学期的基础理论课程完之后，学生却找不到相关答案，他们是何

等的失望。也难怪会出现睡觉、玩游戏、逃课的现象了，我们更没有理由责怪学生连自己的专业都说不清楚的现象了。 

（二）《会展概论》课程的讲解方法时有乏味，专业特色急需创新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像《会展概论》基础理论课程讲授是“教师讲学生背诵”，学生简单了解基础知识即可。学生认为这些知识只需眼看黑板和教材，不用

离开教室，就很容易学习；同时，教师也认为基础知识就是简单介绍，实质性的知识会在实务里面讲解。即使有负责任的教师会在上课前收集

到大量的新信息，也会出现学生对过多的信息很反感不接受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否认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近几年的大学和大专

生中存在大量学习习惯还未养成者，被动接受知识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如同再次进入噩梦。 

上课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有知名专业教师经过全国的会展专业的调查，甚至发现有的会展学生很少有网络实训设备收集信息的经历，更不用

说到场馆到企业调研的机会了。这样的黑板加课本的教学方法和环境，非但不能培养学生专业认知度，相反，有可能抹杀学生的原有兴趣。如

果学生没有了兴趣，他们认知专业的动力就成了空谈了。 

会展内涵的多样性、行业的创新和发展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收集信息，与身边的实际案例相结合。实际调研、实地学习，结合理论，才能获

得一手的专业认知信息和知识，才能把专业基石打牢。 

（三）《会展概论》教师的安排有欠重视，理念急需提高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上至领导、教师，下至学生对《会展概论》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都不高，因此在该课程的教师安排上，有的

学校显得过于随便，甚至安排不是相关专业教师去教授本课。 

即便是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专业教师，也需要把自己没有涉足的该专业所需的必备的知识、以及不断更新的专业和行业信息充实到相对不变的教

材里面。以满足行业对学生的需求，尽量减少理论知识与现实的差距。 

《会展概论》原本是试金石，目的是引徒入门的。然而现实是这门课程却令学生不知所云。他们的专业认知稀里糊涂，抱怨满腹。 

二、把任务驱动探究式教学法渗透在《会展概论》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满足学生的专业认知欲望 

（一）任务驱动探究式教学法在《会展概论》课程中的应用改变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任务驱动探究式教学法是任务驱动和探究式教学的结合。 

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和学二者都是主动和快乐的，首先，是教师的角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为完成任务而获得知识，在学习的同时完成

任务。教师的角色，不再是知识的权威灌输者，而是策划者、组织者、引导者、咨询者、点评者和欣赏者。 

在《会展概论》课程实施中，教师要作为策划者，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合理的任务、设计任务单、设计任务考核标准、设计辅助资料、设计课堂

实施流程（教案）、设计课件、设计情境等；教师作为组织者和引导者，组织学生、引导学生完成任务，在学生完成任务过程中，随时了解和

监控学生的进展情况；教师作为咨询者，不是权威的理论传授而是方法的提醒和渠道的提供；教师作为欣赏者和点评者，对学生的任务成果欣

赏和点评。成果展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能肯定或修正学生自主学习的结果，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经验的正确形成，进一步形成更持久积极

的学习动力。因此教师行动导向教学法下，要允许学生出错，更会引导学生反思纠错。教师从主讲者身份淡出，但这并不影响教师作用的发

挥，相反对教师的要求则是提高了，教师只控制进程，不控制细节；只控制主题，不控制答案。 

其次，是学生的角色。在学习过程中，任务完成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学生通过独立完成任务和合作完成任务获得知识、完成任务的过程就

是知识的积累过程。因此，学生为完成合格任务而自发参与，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变成既是学生又是学徒工、既是知识探究者又是知

识发布者、既是问题发现者又是问题解决者、既是评价者又是被评价者。 

在《会展概论》课程实施中，学生在企业专家和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参观和收集信息，体现了学生和学徒工的角色；学生收集信息并综合完成任

务、汇报任务，体现了知识的探究和发布角色；学生因为完成任务要不断碰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习惯、创新

意识以及创新能力；学生在每个任务的总结和反思环节中，既是评价者又是被评价者，同时总能获得完成任务的快乐，发现新知识的欣喜。

“为小组争光，不给公司抹灰”，这是学生们在特定情境下，不由自主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出现了“我想学”、“我想做”，体现了自主学

习和合作的精神。 

由此可见，以任务为中心为载体，教师和学生在任务的驱动下，不但完成了自己角色的扮演，快乐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还完成了知识的潜移

默化的迁移过程。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把自己对专业的疑惑逐一化解。 



（二）任务驱动探究式教学法渗透在《会展概论》课程设计和实施的重要环节中 

在《会展概论》课程设计和实施中，我们尝试了以下几个环节，设计任务、引领和实施、任务展示和评价、反思与互测。这些环节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会使得任务的完成以失败告终，教学的任务同样失败。 

1、任务——即载体的选择和设计要体现“能做”、“有目的做”，“能学”和“有目的学”的理念。 

根据杜威的“做中学”相关理论，任务必须是有目的的、可操作的、可考核的、和学生需求有关的、有知识内涵的并吸引学生探究的。首先，

任务是实现课程设计的载体，它的设计首先要紧扣课程目标，才能完成指定任务。其次，任务必须是学生认知范围内可以执行并完成的，“不

能泛泛而谈、含糊不清，应落到具体的某一点上，应可操作、易执行。” 

因此我们把会展概论书本内容打乱，学生分组组成不同性质的模拟公司，比如场馆、大公司的销售部或公关部、广告传媒公司、协会、婚庆策

划公司、宾馆饭店、会展服务公司、会展设计公司和会展搭建公司等进行几个任务的探究“业务介绍、合作伙伴、业务流程、人才招聘、法律

咨询和基础培训”。学生要经过真实调研找出真实的内容，既能找到个性公司的业务内容和流程、人才要求等，也能找到存在于不同公司类型

操作会展相关活动的共性知识，最后的基础培训是理论知识的补充和综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果是学生自己在实践中就能总结出相关的理论

知识，枯燥的理论知识反而给予了他们大大的成功感。同时，也避免了教材中会展范围有时过窄的问题。 

学生通过《会展概论》课程中所有任务的参与，首先充分了解自己公司和其他种类公司的业务、工作流程、不同公司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素质要

求、如何做挣钱多又不违法，以及曾经的法律案例、利用法律解决工作中的危机的方法、会展的内涵和意义、场馆情况、将来所从事的行业现

状和前景。 

这些任务根据内容含量分别占用不同的课时，共40课时，“业务介绍（6）、合作伙伴（7）、业务流程（7）、人才招聘（7）、法律咨询

（4）和基础培训（9）”引领和实施。 

2、任务单的设计要体现“做中能学”、“学中能做” 

任务单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决定任务的完成质量。任务再好，没有任务单的引领，也达不到预期效果。做中学，不是只做不学，要先行后学，

或边做边学，否则教学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只有热闹没有内涵，学生热情过后，如同没有学，结果就是白做白学。 

任务单内容应当包括引导语（情境引入），任务说明（引领任务），任务考核标准（使学生明确合格的概念），和任务展示（或以表格形式或

以其它形式）。 

运用任务驱动探究式教学法在《会展概论》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的探究、归纳、反思，以及教师的适时指导，使得学生为做而

学，为学而做，不断完善核心知识，而且是最能反映行业的实况知识。比如，学生会通过收集了解到最近的会展法规、最近的参展商纠纷的原

因、北京地区会展招聘的具体要求、最近场馆建设情况、最新的政策等等，使得原本被认为枯燥的知识活起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也

无疑弥补了传统教材内容的死板和知识滞后性。经过这样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学生专业认知度大大提高。对将来自己喜欢的岗位工作拭目以

待，摩拳擦掌。 

三、有效利用会展概论课程培养会展专业学生的专业认知度的相关因素 

（一）理念要更新 

从领导到教师，乃至学生，要更新专业课程设置理念，重视基础理论课的作用，安排专业教师，尤其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为学生

的专业认知度培养打好关键基础。 

（二）企业资源要充足 

专业来源于行业，而充足的企业资源是专业教学的加油站。从制作课程标准、实施监督，最后评价反思，我们哪一个环节缺失了企业的声音都

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失去了意义。 

（三）专业教师要会“做”、能“教”且教学理念先进 

教师要会做也会教。教师需要在理解操作的前提下，精心设计任务，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前提下，合理组织，通过现代教学手段，利用行动导向

教学理念，使得学生真正“做中学”学到实用的知识。教师只有熟知企业工作实操，这样才可以指导学生，同时正确评价学生的任务。这个能

力光靠教师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同样需要行动来获取最前沿的行业知识，这样教师的知识不会落伍或外行。 

教师要会做。请企业专家到校培训教师、教师到企业跟师傅现场培训、教师到企业实际参与项目操作；同时，教师寻找机会学习理论和实操知

识并取得职业证书。教师在实际操作和参与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一手的材料，为教学实施和评价提供依据和材料，自己要有较高的专业认知

度。 

教师要会教。专业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不断收集最新的专业信息，传授学生获取基础知识的方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设计课

程，多种方法实施课程，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提高学生的专业认知度。 

（四）教学管理要配套 

首先，管理要配套。由于任务的安排，学生需要走出教室到多媒体实训室、到公司、到展会现场，这些需要学校教务从教师和机房等角度合理

调剂和安排。需要学校整体协调，并对专业教师、学生外出调研、实训设备的维护等做出全面的配套政策。另外，课程要衔接。专业任务的完

成考验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需要很多其他知识和技能的支持。比如计算机方面的ppt制作、传真机等办公设备的使用等，课程内容的安排一

定要在这些方面打好基础。需要衔接合理，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个最能激发学生专业认知度的机会，认真做好会展专业基础理论的教育教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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