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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团，他拿到接待计划时心想，老师的工作很崇高，也很辛

苦，好不容易在暑假里出来玩玩，我一定要尽我的努力，让

他们玩得开心。然而，半天下来，小于就已经力不从心了，

他甚至觉得，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还不如那些文化水

准不高的游客懂得尊重自己。 这些老师总是喜欢“及时纠正

”小于的讲解，即使是属于“不同学术观点”，也希望小于

用他们的观点来修改导游辞。 这些老师还喜欢“抠字眼”，

常常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与组团社签订的旅游合同，完全不

考虑现实的可能性。要求小于带他们去一些相当冷僻的人文

景点，这让小于感到十分很为难。 这些老师也非常固执。当

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交通临时管制，不可能去计划景

点时，小于和他们商量，是否用一个类似的景点来代替，他

们总要反复地问是什么原因，还提出一些无法实施的方案，

坚持要去计划景点。这让小于觉得他们还不如那些不是老师

的游客好商量。 这些老师对他真是关心得“无微不至”，从

小于的工作，到他的在职进修，直至他的恋爱观、婚姻观都

一一加以指点，真是“诲人不倦”。 终于要把这个教师团送

走了。在机场，全团老师真心地为小于唱了一首歌，还写了

一封表扬信。这是小于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什么每天都对自

己挑三拣四，最后还表扬自己呢? 当那个学校的第二个教师团

又要来旅游的时候，经理高兴地对小于说：“你干得真不错

呀，这一次他们是点名要你接团哪!”当小于从经理手里接过



第二个教师团的接待计划时，心想：这些老师可真是叫人摸

不透呀! 分析 本案例讨论旅游者“角色移植”问题。 旅游者

的“角色移植”是指旅游者把在原永久居住地的社会角色“

移植”到旅游团中来了。 要说“角色移植”，先要从“社会

角色”(简称“角色”)说起。理解社会角色主要从三点入手

，第一点，社会角色是处在社会关系的两端位置。比如说，

导游员与旅游者分别在服务与被服务的社会关系的两端，没

有这种关系，导游员角色和旅游者角色就不能形成。第二点

，社会角色是个人的行为类型、方式和规定性。在这里我们

要理解的关键是角色是个人的。第三点，行为模式是由社会

需要规定的。它有三层意思：一是社会角色是随着社会的需

要而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旅游活动，也才有了旅

游者角色，也才有了导游员角色。二是角色的行为模式是符

合社会需要的。比如说，我国的教师是不能体罚学生的，但

是。在有的国家里，社会却是允许教师体罚学生的，一个从

不体罚学生的教师会被认为是无能的。三是一个人有多种角

色。根据实际所处的社会关系是什么，他就应该采用与这种

社会关系相适应的社会角色。比如说。同一个人，在学生面

前是老师，在父母之前是子女，在校长面前是属下。 “角色

移植”是旅游者在旅游团是临时性、松散性群体的条件下，

自我认知的一种结果。 旅游团只有几天，或者十几天，旅游

者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凭借自己的人生经历、社会经验

与他人共同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也就很难理

解旅游者在旅游团中的权益和义务。但是，他们又必须在这

几天。或者十几天中呆在一起!共同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权利和

义务来规范旅游者的言行，以保证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旅



游团的正常运行。这样，旅游者不得不为自己确定与他人的

临时关系，规定一套具有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来作为旅游

者角色的内涵。 那么怎样确定角色呢?这时，旅游团的性质再

一次发挥作用，旅游者意识到旅游团的临时性、松散性和规

范没有强制力等等特点之后，他们就会选择最清晰、最省力

、最便捷的方法为自己“戴上角色”。于是，旅游者就把原

永久居住地现成的社会角色移植到旅游团中来。这种选择带

有“偷懒”的色彩，只是为了适应旅游者能够在旅游团中进

行交往的要求，是被动性选择的结果。问题就在这时出现了

，移植来的角色是不是旅游团这个“小社会”所需要的呢?是

不是符合旅游团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显然不是。移植来的

角色代表原永久居住地角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需要。它必然

造成社会交往的双方在认知和行为上的矛盾。 本案例中的“

角色移植”并没有在老师之间造成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之间

的同事关系在旅游团内没有改变，但却给小于的工作带来了

不少的麻烦，因为小于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事”或“师

生”关系，而是“导游员与旅游者”的关系。 “角色移植”

者“移植”的是原永久居住地的社会角色，该角色的熟悉让

他们对该角色在旅游团内适用性缺乏警惕，因而不能审视自

己的行为，只有当)中突爆发后才能有所察觉，此时往往为时

已晚，矛盾性质已经向别的人际意义转化。 分析“角色移植

”的现象给导游员的启迪是：要更多地了解社会，了解客源

国(地区)的情况，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要善于识别“

角色移植”，调整心态以适应“角色移植”后的旅游者言行

，有针对性地为发生“角色移植”的旅游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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