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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F_97_E9_A3_8E_E6_c34_40253.htm （一）努力成为民俗学

的“专家” 导游在游客的心目中是“万事通”“博学多才的

杂家”。而要作好民俗风情的专项导游，导游员除了是一个

杂家外，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一位民俗学“专家”。这里所说

的专家，不要求一定走向深刻，却希望逐渐走向广阔。 导游

员以内感掌握的民族、民俗学内容主要建议如下： 民族或地

方的简史；地理环境的特征与衣食住行的喜好；婚娶生丧的

习尚、节日庆典的仪式、内容及传说；信仰崇拜的缘由；待

人接物的禁忌；游娱竞技的规则及风物特产的状况等。尤其

要注意学习有关民族或地方人们的服饰、建筑、饮食、节庆

和婚恋习俗方面的知识。因为它们的直观性，可参与性与神

秘性直接导致了它们可能成为热点问题或问题焦点。 （二）

适当了解民族语或方言 各民族和各地方的人们对自己的语言

都寄予深厚的感情，一是会说哪怕仅仅是一点点当地的语言

，能赢得当地人的友爱与亲近，得于工作的开展；同时民族

语言和方言蕴含着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灵性”，了解民

族语言和方言，有助于全面、生动地讲解民俗风情。 （三）

熟悉重要政策，尊重当地民族 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区域政策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

定，受法律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但在我国，由于大多数民族都有宗教信仰，

宗都影响较深，要解决好民族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宗教问题

。 在熟悉重要政策的前提下，要提醒游客尊重当地少数民族



语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乡规民约。克服大民族主义，大

地方主义和都市优越感。因为民族风情愈浓烈的地方，民族

问题愈敏感，而大民族主义和都市优越感往往会刺激狭隘的

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四）掌握并灵活运用导游讲解方法

和技巧 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导游和专家们总结出了丰富的方

法与技巧，目前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选择和运用这些方法和

技巧作好民俗风情导游。在为游客进行民族风情导游中，除

灵活运用常规导游讲解方法如第五章提到的各类方法外，根

据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特点，在实际导游讲解服务中，应有

针对性地运用一些更有效的方法。 1 、借助声像资料法 由于

民俗风情涉及内容的丰富多样性，而游客外出旅游和游览范

围是有限的，有些民俗，如节日、婚恋习俗、葬仪等内容，

有的只在固定时间发生，有些内容游客是无法直接参观或参

与的。而这些内容又往往是游客了解旅游目的地民俗风情必

不可少的内容。目前大量的旅游车都有较好的声像设备，因

此在导游员的讲解过程中，可以借助相关的图文声像资料对

游客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讲解。 [ 提示 ] 导游员可在音像市场购

买相关资料，或直接运用、或自己根据需要加以编辑；必要

时导游人员也可在踩线时自己拍摄一些照片或录象，自己制

作导游讲解的辅助材料。 2 、 载歌载舞法 民俗风情中有一类

对游客有特殊吸引力的内容，就是民族歌舞。 人们都喜欢用

歌舞的形式直接表达和展示民族文化、表现民族情感。歌舞

中往往能体现不同的民俗风情，同时游客又可以参与和体验

民俗。因此导游员在进行民俗风情导游前应学会一些旅游目

的地的歌舞，在导游过程中载歌载舞，或自己表演以达到强

化、提升讲解内容的目的，或 导游员领唱领舞，带领游客参



与民俗活动。我们把这种方法成为载歌载舞法。 [提示]导游

人员应熟悉单地各类经典民歌和民间舞蹈，不求精，但求会

，还要善于为游客演示。同时要掌握歌、舞中所包含的文化

内涵。 3 、故事引导法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类别的传说、

故事。许多的民俗风情都与传说故事有关。因此，载实际导

游中，导游员应根据游客的兴趣和参观对象的情况，精选特

色鲜明、教育与娱乐内容并存的传说故事，借用曲艺演员表

演的方式，运用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解。 当然，要想把一个民

俗风情旅游景点（区）讲得全面，生动和精彩，仅用一、两

中方法是不够的，要提高讲解服务的质量，让游客满意，导

游员应载讲解方法上应做到灵活运用和融合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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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