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课

一、课程信息

授课课程:天府之国-四川 1

授课时间:2022 年 9 月 5 日第 2 周星期 1 第 7、8 节；

授课班级:21 旅游管理 PB1A 班

授课类型:理论课

授课人：冯野凌

二、教学目标、要求

教学目标：1. 掌握四川历史沿革

2. 掌握四川物产资源

3. 掌握四川文化特色；

教学要求：要求同学能够就四川历史沿革、物产资源和文化特色

进行导游词创编和讲解。

三、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四川的历史沿革---四川名字的由来，天府之国的

名称由来。 2.四川的物产资源---四川土地资源、动植物资源、水

能资源、矿产资源以及旅游资源。

教学难点：四川的文化特色---四川的文化名人代表和市井乡土

文化。

四、教学方法

课堂讲解、多媒体展示、导游词演练。

五、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六、教时安排

2 课时。

七、教学过程

一. 四川的历史沿革



经典导游词引入（见书 P2）

四川名字的由来：（蜀的由来）

1. 4500 年前奴隶社会出现“蜀”。

2.蜀人祖先据说是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古代羌族

一支，被称为“氐族”。

3.历代帝王在四川建立政权-蜀汉、前蜀、后蜀。

（四川的由来）

1.唐太宗设剑南道、唐玄宗将之分为剑南西川节度

和剑南东川节度，“川”字首现。

2.宋代合并设置西川路，又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合并

为川峡路。宋真宗时期，川峡路一分为四：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

和利州路--川峡四路的由来，简称四川路。

3.元代行省制度下，川峡四路被合并成为四川行省，

后世沿用至今。

天府之国的由来：1.天府最早见于《周礼》，是管

理国库的官名，用于比喻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饶的地方。

2.张良称关中平原为“天府之国”。

3.诸葛亮最早将四川称为“天府”，见《隆中对》。

4.四川地理条件优越，四川人世世代代的精心经营

与守望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千年。

二.四川物产资源：1.土地资源丰富，耕地、林地、草地和水面资源在

全国都有重要位置。素来农业发达。

2.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植物资源超过 4000 种，

珍稀植物丰富，中草药品种多、产量大。

3.动物资源丰富，仅脊椎动物就超过 1100 种，约

占全国 40%。有大熊猫、金丝猴、牛羚、白唇鹿、野牦牛等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

4.水能资源丰富，河流众多，境内大小河流不下

1300 余条。可开发水力资源，居全国第一。

5.矿产资源丰富。

6.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旅游资源大省，历来有“天下山水之观在蜀”

之说。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独具特色。

3.四川文化特色：1.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三星堆遗址表明 4000 多年前

古蜀文化就已逐步形成且具有相当的规模；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发

挥作用。

2.人杰地灵。文翁创办第一所官办学堂；众多文人

墨客在四川留下不朽诗篇；四川诞生了众多名人。

3.市井乡土文化：安逸的生活，茶馆遍地，川菜川

酒闻名天下，手工艺品土特产众多。

（引入四川方言趣味介绍，见书 P9）

八、作业布置

进行本章节主题导游词创编和讲解演练。

九、教学后记或反思

十、参考资料

《四川旅游文化》赖启航等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四

川高校旅游专业教材。出版时间：2020-10-1。ISBN：9787564375454。

《LonelyPlanet 中国旅行指南系列·LP 四川另辟蹊径》爱尔兰

Lonely Planet 公司著，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2022-03-01。

ISBN：9787520428095。

十一、审定信息

教案执笔人：冯野凌

https://book.jd.com/writer/%E7%88%B1%E5%B0%94%E5%85%B0Lonely Planet%E5%85%AC%E5%8F%B8_1.html /t /Users/cloudgorilla/Documents//x/_blank
https://book.jd.com/writer/%E7%88%B1%E5%B0%94%E5%85%B0Lonely Planet%E5%85%AC%E5%8F%B8_1.html /t /Users/cloudgorilla/Documents//x/_blank


审批人：熊志芬

执行时间：2022 年 9 月 5 日

第二次课

一、课程信息

授课课程:天府之国-四川 2

授课时间:2022 年 9 月 14 日第 3 周星期 3 第 5、6 节；

授课班级:21 旅游管理 PB1A 班

授课类型:理论课

授课人：冯野凌

二、教学目标、要求

教学目标：1. 掌握当代四川建设成就

2. 熟练讲解四川概况经典导游词；

教学要求：要求同学能够自由选择四川各方面特色主题进行熟练

导游词讲解。

三、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四川的当代建设成就。

教学难点：四川导游词升华技巧

四、教学方法

课堂讲解、多媒体展示、导游词演练。

五、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六、教时安排

2 课时。

七、教学过程



一. 当代四川： 1.建国后四川经历了高速的发展。经济总量飙升、

交通日臻现代化、科教和文化事业全面开花。

*二.汶川地震与灾后重建：1.灾情及其严重，伤亡及其惨重。

2.灾后重建速度惊人。（大量新景区、新建

设项目出现）

三. 导游词课堂讲解和点评

八、作业布置

进行本章节主题导游词创编和讲解演练。

九、教学后记或反思

十、参考资料

《四川旅游文化》赖启航等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四

川高校旅游专业教材。出版时间：2020-10-1。ISBN：9787564375454。

《LonelyPlanet 中国旅行指南系列·LP 四川另辟蹊径》爱尔兰

Lonely Planet 公司著，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2022-03-01。

ISBN：9787520428095。

十一、审定信息

教案执笔人：冯野凌

审批人：熊志芬

执行时间：2022 年 9 月 14 日

https://book.jd.com/writer/%E7%88%B1%E5%B0%94%E5%85%B0Lonely Planet%E5%85%AC%E5%8F%B8_1.html /t /Users/cloudgorilla/Documents//x/_blank
https://book.jd.com/writer/%E7%88%B1%E5%B0%94%E5%85%B0Lonely Planet%E5%85%AC%E5%8F%B8_1.html /t /Users/cloudgorilla/Documents//x/_bl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