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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8_AE_B2_E8_c34_38805.htm 导游讲解并不是单靠

动口就可以圆满完成的,必须用态势语言来辅助导游讲解,如果

把站姿、眼神、手势、表情等处理得恰到好处,就会增加讲解

的效果和魅力。凡是不注意游客视觉反应,完全凭自己的口才

来进行导游讲解,是不会成功的。讲解时的态势语言艺术有站

姿、目光、表情、手势等。 1.站姿 站姿能显示导游员的风度

。一般说来,导游人员讲解时,身体要挺胸立腰,端正庄重。所

谓“ 站如松,坐如钟” 就是这个姿态。导游人员若在车内讲

解,必须站立,面对客人,肩膀可适当倚靠车厢壁,也可用一只手

扶着椅背或扶手栏杆。在实地导游时,一般不要边走边讲。在

讲解时,应停止行走,面对客人,把全身重心平均放在脚上,上身

要稳,要摆出一副安定的姿势。要注意的是,不可摇摇摆摆,焦

躁不安,直立不动,或把手插在裤兜里,更不要有怪异的动作,如

抽肩、缩胸、乱摇头、不停地摆手、舔嘴唇、掐胡子、摒鼻

子、拧领带等等。 2.目光 导游讲解是导游员与游客之间的一

种面对面的互动。这种面对面的互动,双方可以进行“视觉交

往”。游客往往可以通过调动视觉器官一一眼睛,从导游员的

一个微笑,一种眼神,一个手势中加强对讲解内容的理解。讲解

时,运用目光的方法很多,介绍几种如下: 一是目光的联结。这

是加强导游员与游客关系的重要因素。凡是一直低头或望着

毫不相干处,以及翻着眼睛只顾口若悬河的人,是无法与游客产

生沟通的。但目光不能老是盯着一个人,更不要老是盯着一个

人的眼睛,尤其是异性,否则会使人反感或使人不自在。 二是



目光的移动。导游人员在讲解某一景物时,首先要用目光把游

客的目光引过去,然后再及时收回目光,继续投向游客。 三是

目光的分配。目光要注意统摄全部听讲解的游客,即可把视线

落点放在最后边的游客的头部,也可不时环顾周围的游客,但切

忌只用目光注视面前的一些游客,不然就会冷落后边的游客,使

他们产生遗弃感。 四是眼球的转动。当你的视线朝向哪方,你

的面孔就应正对着哪方,那种只眼球滴溜溜转动,而头却不随着

眼球转动的人是令人生厌的。 五是讲解与视线的统一。当讲

解内容中出现甲、乙两人对话场面时,在说甲的话时,要把视线

略微移向一方,在说乙的话时,要把视线略微移向另一方,如此

可使听众产生一种逼真和临场感。 3.表情 表情是指眉、眼、

鼻、耳、口及面部肌肉运动所表达的情感,有关资料载,美国心

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首先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这

么个公式: 信息的总效果=7%言词十38%语调 55%面部表情 由

此可见,面部表情在导游讲解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前面谈到的“目光”是面部表情的一个方面,下面再谈谈讲解

时的面部整体表情。 讲解时的面部整体表情有助于讲解内容

的情感表达。如果讲解时导游员“铁面元情”或麻木不仁,没

有必要的感情流露,那么他只能是一部“ 会说话的机器” 。

比如,当讲“现在,我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想,此刻大家一定

和我一样,感到无比兴奋,无上荣光和自豪!”这段话是表达喜

悦心情的,如果导游员的面部表情没有喜悦兴奋的神色,就难以

使游客感到你的真情实感,就激发不起游客的感情波澜。 但

是,脸上有一定的表情,而缺乏足以表达内心丰富情感的变化,

或面部表情过于做作,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不一致,不协调,

同样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比如,有的导游员在讲解时,努力做



出过于夸张的各种“表情”,就像给小学生讲课或话剧演员的

表情一样,就显得矫揉造作,不自然。因为导游讲解既不同于给

小学生讲课, 也不同于艺术表演,面部表情要准确,又要适度。

为此,面部整体表情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要有灵敏感。

就是说,要比较迅速、敏捷地反映内心的情感。面部表情应该

与口语所表达的情感同时产生并同时结束,在时间上要同步,表

情时间过长或过短,稍前或稍后都不好。 第二,要有鲜明感。

导游员的面部表情要明朗化,即每一点细微的表情变化都能让

游客觉察到,那种似笑非笑,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表情是不可

能给人以美感的。 第三,要有真实感。导游员的面部表情,要

表里如一,即要使游客感到你的表情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皮笑肉不笑或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 第四,要有分寸

感。运用面部表情要把握一定的“ 度”,做到不温不火,适可

而止。以“ 笑” 为例,导游员可根据讲解情感的变化,有时可

表现为“ 朗笑”,有时只表现为“ 莞尔一笑”,有时可表现为

“ 微笑”。讲解时的表情,不可用艺术表演的“ 表情”,“ 艺

术性” 太强的表情往往过于夸张,在导游讲解的情境中,会显

得不自然、不真实,有损于导游讲解的现实性。 总之,怎样运

用好讲解的表情语,全在于导游员自己的细心琢磨。 4.手势 讲

解时的手势,不仅能强调或解释讲解的内容,而且能生动地表达

讲解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使讲解生动形象,为游客看得见悟

得着。手势在讲解中的作用有以下三种: 第一,用来表达导游

讲解的情感,使之形象化,具体化,即所谓“ 情意手势”。在说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取得成功”时,可用握拳

的手有力地挥动一下,既可渲染气氛,也有助于情感的表达。 

第二,用来指示具体的对象,即 “指示手势”。如 “现在我们



来到了王府井大街,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东边的(用手

指东边)是东安市场,西边的(用手指西边)是百货大楼, 这是王

府井大街的心脏部分。" 第三,用来模拟状物,即 “象形手势”

。如:当讲“有这么大的鱼”时,就要用两手食指比一比。当讲

到“五公斤重的西瓜”时,就要用于比成一个球形状。 在哪种

情况下用哪种手势,都应视讲解的内容而定。在手势的运用上

必须注意:一要简洁,易懂；二要协调合拍；三要富有变化；四

要节制使用；五不要使用对方忌讳的手势。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