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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4_BA_BA_E5_c34_39868.htm 导游方法和技巧是导

游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自己成为旅游者的注意中心

并将他们吸引在自己周围，导游人员必须讲究导游讲解的方

式、方法。国内外导游界的前辈们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

导游方法和技巧，不少优秀导游人员还在通过实践不断予以

补充、丰富，现择要介绍11种导游方法。 （一）分段讲解法 

所谓“分段讲解法”，就是将一处大景点分为前后衔接的若

干部分来讲解。也就是说，在参观一个大的、重要的游览点

之前，先概括地介绍此游览点的基本情况，包括历史沿革、

占地面积、欣赏价值等，使游客对即将游览的景点有个初步

的印象。然后，导游人员再带团顺次参观，边看边讲，将旅

游者导入审美对象的意境。如介绍杭州西湖时，一般先从其

概况、传说、成因开始讲起，继而带出“一山、二堤、三岛

”、“西湖新旧十景”等具体景点的讲解，旅游者边欣赏沿

途美景，边倾听导游员有声有色、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的讲

解，定会心旷神怡，获得美的享受。 （二）突出重点法 突出

重点法就是导游讲解时避免面面俱到，而是着重介绍参观游

览点的特点和与众不同之处的方法。一处景点，往往内容很

多，导游人员必须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和对象区别对待。做

到轻重搭配，详略得当，必要时出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并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脉络。 1、

突出大景点中具有代表性的景观 大的游览景点，导游人员必

须根据这些景点的特征，进行重点讲解。如去花港观鱼的游



览，主要是参观红鱼池和牡丹园，并加以重点介绍，不仅能

让旅游者了解景点全貌，还能使他们领略公园的园林艺术和

花卉知识，从中得美的享受。 2、突出景点的特征及与众不

同之处 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会发觉很多同类的东西，如同样

的园林建筑，同样的佛教寺院，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

看热闹。即使是同一佛教宗派的寺院，其历史、规模、结构

、建筑艺术、供奉的佛像也各不相同，导游人员在讲解时必

须讲清其特征及与众不同之处，才能使游客避免枯燥乏味的

游览，增加知识情趣，提高旅游兴趣。 3、突出旅游者感兴

趣的内容 旅游者来自各个层面，兴趣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

相同的，即大家出来旅游都是为了寻找快乐，如导游人员能

对他们背景有所了解，认真研究游客的喜好，努力做到投其

所好，便能博得大多数游客的青睐。 突出旅游者感兴趣的内

容就是要提高讲解层次，吸引旅游者注意力，如介绍建筑，

仅仅讲其布局、特征往往觉得很抽象。如果能引经据典加以

比较，就会显得层次丰富，内容厚实，因为建筑的外表不仅

是房屋或办公场所而已。一幢漂亮的建筑其造型本来就是“

凝固的音乐”，反之，不讲设计的幢幢高楼就会变成“水泥

森林”。导游员只有将其丰富内涵介绍给游客，才能使游客

叹服。 4、突出“⋯⋯之最” 对于某一景点，导游人员只要

根据实际情况，介绍这是世界（中国、某省、某市、某地）

最大（最长、最古老、最高、甚至可以说明最小）的⋯⋯因

为这也可以说是景点的特征，就能加深旅游者的兴致，有时

在讲解一个景点时也要避轻就重，如杭州飞来峰，洞窟岩壁

上分布着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石窟造像338尊，导游人员不可

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其重点，将“最大，最早，雕刻最细赋



”的三处佛像细述，其余概述即可。 （三）触景生情法 “触

景生情法”就是见物生情、借题发挥的导游讲解方法。在导

游讲解时，导游人员不能就事论事地介绍景物，而是要借题

发挥，利用所见景物制造意境，引人入胜，使旅游者产生联

想，从而领略其中之妙趣。如旅游者到西安旅游，当下飞机

从咸阳国际机场前往市区的时候，途中，看到一座座陵墓，

导游人员便即景生情地讲道：“中国的景观各有特色，北京

看墙头，桂林看山头，上海看人头，到了西安大伙儿看的就

是各种各样的坟头”，一席话说得非常形象，给大家留下深

刻的印象。 触景生情法的第二个含义是导游讲解的内容要与

所见景物和谐统一，使其情景交融，让旅游者感到景中有情

，情中有景。如当旅游团在参观海南三亚亚龙湾景区时，导

游人员结合电影《一声叹息》的场景，给他们作了生动的描

绘，旅游者望着无垠的海滩，蔚蓝的天空，从影片中的人生

感悟生活中的人生，发出了很多的联想。 触景生情贵在发挥

，要自然、正确、切题地发挥。导游人员要通过生动形象的

讲解、有趣而感人的语言，赋予没有生命的景物以活力，注

入情感，引导旅游者进入审美对象的特定意境，从而使他们

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美的享受。 （四）虚实结合法 虚实结合法

就是在导游讲解中将典故、传说与景物介绍有机结合，即编

织故事情节的导游手法。就是说，导游讲解要故事化，以求

产生艺术感染力，努力避免平淡的、枯燥乏味的、就事论事

的讲解方法。 虚实结合法中的“实”是指景观的实体、实物

、史实、艺术价值等，而“虚”则指与景观有关的民间传说

、神话故事、趣闻轶事等。“虚”与“实”必须有机结合，

但以“实”为主，以“虚”为辅，“虚”为“实”服务，以



“虚”烘托情节，以“虚”加深“实”的存在，努力将无情

的景物变成有情的导游讲解。如讲解杭州断桥时，结合白娘

子和许仙在断桥上“千年等一回”的故事，一定会显得更加

风趣生动。再如一座雷峰塔本来显得很平常，由于民间故事

的介入，白娘子、许仙、法海等人物穿插其中，导游人员一

加喧染，就会激起旅游者的极大兴趣。当然，导游人员在讲

解时选择“虚”的内容要“精”、要“活”。所谓“精”，

就是所选传说是精华，与讲解的景观密切相关；所谓“活”

，就是使用时要活，见景而用，即兴而发。 总之，讲解每一

个景点，导游人员应编织故事情节，先讲什么，后讲什么，

中间穿插什么典故、传说，心中都应有数。加上形象风趣的

语言、起伏变化的语调，导游讲解就会产生艺术吸引力，受

到旅游者的欢迎。 （五）问答法 问答法就是在导游讲解时，

导游人员向旅游者提问题或启发他们提问题的导游方法。使

用问答法的目的是为了活跃游览气氛，激发旅游者的想象思

维，促使旅游者与导游人员之间产生思想交流，使旅游者获

得参与感或自我成就感；也可避免导游人员唱独角戏的灌输

式讲解。 1、自问自答法 导游人员自己提出问题，并作适当

停顿，让旅游者猜想，但并不期等他们回答，只是为了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促使他们思考，激起兴趣，然后做简洁明了

的回答或做生动形象的介绍，还可借题发挥，给游客留下深

刻的印象。如，导游人员在讲解六和塔时，讲到塔的高度、

外观层数时就可用自问自答法，这样定会大大加强导游效果

。 2、我问客答法 导游人员要善于提问题，但要从实际出发

，适当运用。希望旅游者回答的问题要提得恰当，估计他们

不会毫无所知，也要估计到会有不同答案。导游人员要诱导



旅游者回答，但不要强迫他们回答，以免使其感到尴尬。客

人的回答不论对还是错，导游人员都不应打断，更不能笑话

，而要给予鼓励。最后由导游人员讲解，并引出更多、更广

的话题。 3、客问我答法 导游人员要善于调动旅游者的积极

性和想象思维，欢迎他们提问题。旅游者提出问题，证明他

们对某一景物产生了兴趣，进入了审美角色。对他们提出的

问题，即使幼稚可笑的，导游人员也绝不能置若罔闻，千万

不要笑话他们，更不能表示出不耐烦，而是要善于有选择地

将回答和讲解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过，对客人的提问，导游

人员不要他们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一般只回答一些与景点有

关的问题，注意不要让他们的提问冲击你的讲解，打乱你的

安排。在长期的导游实践中，导游人员要学会认真倾听旅游

者的提问，善于思考，掌握他们提问的一般规律，并总结出

一套相应的“客问我答”的导游技巧，以求随时满足旅游者

的好奇心理。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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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