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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5_A4_9A_E7_c34_39979.htm 小葛遇到小白就说：

“听说你在三峡有一次艳遇?” 小白说：“什么艳遇呀!都是

吃了眼睛不好的亏!” 小白的“艳遇”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一

次团里有位比小白年纪小的女孩子，一路上两个人很谈得来

。三峡游船上举行舞会的时候，小白没有戴隐形眼镜，看什

么都是模模糊糊。他觉得有一个人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

想看清楚那个人是谁，就盯住那个人看了比较长的时间。舞

会散了后，有人来敲小白的舱门，小白戴上眼镜一看，原来

就是那个女孩子。她邀小白到甲板上去走一走，说要和小白

发展超过一般朋友的关系。小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女

孩子竟然哭了，说：“你既然不肯跟我好，为什么在舞厅里

老盯着我看?”小白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弄得狼狈不堪。 小

陈说：“当然解释不通!两人对视，要么是仇视，要么是情人

之间的凝视。像你那样哪是仇视，那不是对情人的凝视是什

么?” 小白说：“我已经够惨的了，你们还拿我开玩笑!” 小

陈说：“好了好了，说正经的。我觉得这目光还真的有讲究

，还需要注意客人有没有什么别的动作。比如，你朝他看，

他把身子往后移，或者把目光转向别处，那就说明他觉得不

舒服了，你就不能再盯着他了。个别谈话的时候，你老盯着

他也不行，老往别处看也不行。我的办法是看他怎么样，我

也怎么样。他的目光离开一次，我也离开一次，他两次，我

也两次⋯⋯” 小葛说：“其实，旅游团里的客人并不从心底

里尊敬他人，但是对别人是不是尊重自己却非常地敏感。导



游员的目光长时间地停在一个人身上，别的人就会不高兴了

。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被你冷落了。所以我带团

的时候，经常要用目光来表示对每一位客人的尊重。上团的

第一次正式讲话的时候，我要和每一位客人都对视一下。我

要把目光在每一位客人的脸上都停留一下，就好像我当时是

在对他一个人说话。同时与几位客人聊天时，不把目光一直

停留在与我说话的客人身上。有时候，团里会有个别不合群

的客人。对这样的客人，我就特别注意用且光关照他一下，

就是要让他觉得，至少还有一位导游员在关注着他。我一般

把目光停留的时间控制在一分钟以内超过一分钟，就要用目

光扫视一下其他的客人。” 分析 本案例讨论目光的应用。目

光是“无声符号系统”中内涵最丰富的一种。目光所表达的

含义往往既模糊又深刻。 运用目光要充分注意它的三项物理

指标：“目视之处”、“对视时间”和“目光分配”。 “目

视之处”表示你对对方的什么发生了兴趣。导游员与旅游者

交往时，最恰当的“目视之处”是对方的脸部。容易犯的错

误是：一、边说话边看别处。让旅游者觉得导游员瞧不起他

，或不愿意与他打交道。二、目光停留在人体某些不恰当的

部位。这会让旅游者觉得导游员心术不正，存有邪念。 “对

视时间”长短的不同代表不同的人际关系。长时间地与旅游

者对视，这表示你已经进入对方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私人领域

。其人际意义有“亲密”和“仇视”两个极端。导游员不应

与旅游者有较长时间的对视。特别是与异性旅游者，长时间

的对视会带来感情上的麻烦。“对视时间”的长短要根据对

方其他“无声符号”的变化来加以控制。根据交往媒介的平

衡原理，往往是“有声符号”还没有发生变化，“无声符号



”的组合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当发现旅游者“无声符号

”发生变化，如：对方身体的朝向有变化、或手脚有不自然

动作、或人际物理空问距离拉开，导游员就应该及时地退出

与对方的目光对视。目光对视变换的频率基本上应与对方的

变换频率保持一致。 “目光分配”是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交往对象在场时，如何把自己的目光“分配”给不同的对象

。导游员应该掌握以下要点： 一、导游员的目光应扫描到所

有在场的旅游者，不能有所遗漏。二、与某一位旅游者交谈

了较长时间，就要及时地与所有在场的其他客人进行目光接

触。三、如果导游员不得不把目光长时间地分配给一部分旅

游者，那就应该增加与其他旅游者日光对视的次数。四、在

导游员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旅游者的尊重时。应该用目光的对

视来表达。五、当导游员需要一位或几位旅游者帮助自己来

对团队施加影响时，导游员可以在对大家说话的同时，用目

光来暗示和诱导自己所选定的对象。 注：“有声符号系统”

和“无声符号系统”请参见案例21 “运用交往媒介的规律”

请参见案例25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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