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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
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给旅游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全国大专院校旅游专业的数量与招生人数都呈上升趋势，但仍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产
业的需求，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已被国家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
2004年9月，教育部、人事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
要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特别指出在教学中要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优化教
学与训练环节，强化职业能力的培养。
为尽快改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教
育部决定将高等职业教育基本学制逐步由三年制过渡为二年制。
目前已有多家院校进行试点。
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旅游教材起步早，数量多，已有本专科层次的多套教材问世，被全国几十所高等院
校旅游专业选用，影响较大。
根据当前旅游职业教育学制改革的新形势，我们针对目前国内高校旅游专业职业教育尚无二年制教材
的现状，及时组织相关旅游院校的教师、学者编写了这套教材，旨在满足学制改革后旅游职业教育的
教学急需，填补空白，为旅游教育的发展再作贡献。
本套教材的特色是，按照职业教育本身的特点，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的，理论以
够用为度，知识以适用为本，注重反映旅游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教学中围绕岗位群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强调可操作性，注重方法训练，以为学生今后在旅游行业就业
奠定基础。
在编写体例上，为方便教与学，各章节前列出了本章的学习目的和主要内容，每章后附有思考题与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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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民俗概要》这本教材主要是为专科层次旅游专业的教学而编写的。
当然，对正在从事或者有意在将来从事旅游接待工作的其他读者以及想要了解中国和外国民俗知识的
读者都将是有益的。
    本教材的特色是，按照职业教育本身的特点，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的，理论以
够用为度，知识以适用为本，注意反映旅游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教学中围绕岗位群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强调可操作性，注重方法训练，以为学生今后在旅游行业就业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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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俗如何分类如此广博的民俗内容有必要归纳成类。
民俗学界对民俗的分类有多种意见，颇具代表性的分法有“四分法”和“三分法”。
前者是将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四大类型；后者将民俗分成心理的民俗
、行为的民俗、语言的民俗王大类。
经济民俗包括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的习俗。
社会民俗主要指家庭、亲族、村落等社会单位内部往来、组织、礼仪等习俗。
信仰民俗是指宗教和迷信方面的习俗。
游艺民俗是指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习俗。
心理的民俗是以信仰为核心包括各种迷信和禁忌在内的精神领域的习俗。
行为的民俗是在日常生活和生产诸方面以行动表现出来的习俗。
语言的民俗是表现在语占方面的习俗。
两种分类法自然各有道理，相对而言，“四分法”更清楚一些。
如果更概括一些，可以将上述四类民俗归纳为-三类，即物质民俗，大体相当于经济民俗；意识民俗，
大体与信仰民俗一致；社会民俗与游艺民俗合并，统称为社会民俗。
三、民俗的基本特点尽管民俗种类繁杂，内容丰富，却有着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集体性和社会性。
民俗并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习俗，而是社会上、集体中绝大多数人共同的习俗。
尽管在民俗的演变过程中，一些民俗新内容最初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只有当这些内容被大多数人模
仿接受之后才能被称为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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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外民俗概要》这本教材主要是为专科层次旅游专业的教学而编写的。
当然，对正在从事或者有意在将来从事旅游接待工作的其他读者以及想要了解中国和外国民俗知识的
读者都将是有益的。
本书写作大纲、序论、外国部分（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由张世满拟就、撰写，中国部分（第一章至第
六章）由王守恩撰写。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有关中外民俗、历史、文化的书籍，在此对这些书的著者和编者表
示感谢。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旅游与中外民俗》的基础上，经过调整
、取舍、修改、充实、完善而成的，因此，对《旅游与中外民俗》的另外几位撰写者——胡恤琳（满
族、朝鲜族）、乔新华（藏族、蒙古族）、张惠芝（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张海鸥（苗族、
瑶族、土家族、布依族）、巫敬（彝族、傣族、白族、哈尼族）、郭晋媛（壮族、黎族、侗族）致以
诚挚的谢意。
同时，对于南开大学孙淑兰老师以及其他编审人员在本书编写出版过程中的热情帮助和辛勤劳动表示
衷心感谢。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书肯定存在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舛错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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