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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背景下，生态旅游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生

态游。生态旅游给我国旅游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是否拥有具有生态素养的旅游业人才，成为我国生态旅游发

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旅游业一线的人才，导游的生态素

养更是至关重要，本文试着对导游的生态素养做粗浅探讨。 

导游的生态素养现状 （一）生态意识不强，观念较为传统 在

导游的传统观念中，导游就是为客人提供向导、讲解及相关

服务的人员，能做好讲解、服务就是一个好导游，往往忽略

了与景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处理。在带团活动中，导游往

往以方便快捷为原则，并不避开脆弱、敏感的生态区域，有

的随意丢弃垃圾，有的为了经济效益，极力建议旅游者购买

当地的土特产品，而不管这种土特产品是否影响了当地的环

境。即使有些导游做到了不破坏环境，但对生态的认识还仅

仅停留在保护的层面上，并没有上升到人类理性生存和发展

的认识上。因此，导游的观念传统、生态意识不强已成为我

国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生态知识简单，程

度参差不齐 导游是一项知识密集型的工作，没有必要的知识

，就无法做好导游工作。这里的知识涵盖面很广，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几乎无所不包。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导游

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往往会把自己该掌握的知识分为主要知

识和次要知识，而生态知识往往都被列为次要知识，属于可

掌握可不掌握的那种。因而，在旅游中，我们只能看到少数



的导游在讲解中突出生态、环保、教育功能，倡导游客进行

绿色消费，视旅游环保为己任。大多数的导游由于生态知识

的缺乏，自身的言行都不符合生态旅游要求，更不用说对游

客行为的控制。从整体上看，导游掌握的生态知识较为简单

，程度参差不齐。 导游的生态素养培育 （一）导游个人 改变

观念，担负环境保护和教育的新角色。在今天的旅游中，导

游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自己担负的传统角色上。在做好讲解及

相关服务的基础上，更要担负环境保护和教育的新角色，倡

导绿色消费，通过自身的示范作用，引导游客做负责任的旅

游者。目前，有许多人热衷于生态旅游，但仅仅作为一种时

尚，对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并不了解，更不用说当一个合格

的生态旅游者了。当然，生态旅游者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但导游的引导、教育和示范作用对旅游者有很大影响。

因此，今天的导游应该认清自己的角色，为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树立生态危机意识，自主学习生态知

识。导游几乎天天奔波于各类景区，景区就像是导游的亲人

，当看到景色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导游能不心疼吗？

当看到几年前的美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导游又作何感想呢？

因此，导游要树立生态危机意识，为了拯救美景，为了将对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应该主动地学习生态知识。生态知识

包括生态学、林学、环境保护学、自然地理学、动植物学等

相关知识，导游应该经常读书看报、上网浏览最新的生态信

息，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生态学方面专家的报告，不断补充

完善自己的知识。一个人所具有的生态知识越多，他越能从

内心去关注生态环境，也越能去影响他人。 （二）旅游企业 

注重生态效益，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旅游企业的经营者和决



策者要增强生态保护的历史责任感，提高生态保护的政策法

规水平和决策能力，在经营中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的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激

起导游对生态的热情，也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导游的生态素养

。因为，导游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旅游企业的形象，经

营者可以从企业的高度要求导游的生态素养，这样容易取得

良好的效果。 营造良好氛围，鼓励导游提高自己的生态素养

。旅游企业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实地参观等方式及时补充导

游的生态知识，也可以通过举办竞赛鼓励导游多学习生态知

识。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定期全面考核导游，把生态知识

和导游在旅游接待过程中的环保行为纳入考核范围。总之，

只要企业有了关注生态的良好氛围，导游就会更加注重自己

的生态素养。 （三）旅游行政机关 完善相应的法律和制度，

培养生态意识。我国现有的旅游法规和文件中，没有明确规

定导游人员要宣传环保，另外，对破坏生态环境和有益于生

态环境的行为缺乏惩罚和奖励措施，这样，生态意识不会长

久。因此，旅游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旅游法规，

如《导游人员管理条理》等，明确导游的生态素质和相应责

任，用法律和制度进一步保障和巩固导游的生态意识。 完善

导游的准入和考核体系，不断提升导游的生态意识。目前各

省的导游资格考试，与景区相关的就是全国导游基础知识和

地方知识这两门，但大多是概括性的介绍，对生态环境提及

不多，因此，建议在导游资格考试中增加相应的生态环境知

识，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才有资格进入这个行业工作。同

时，在导游人员的年度考核中，也要增加对生态知识的培训

考核。最后，在平常的旅游工作中，可由旅游者对导游的生



态素养进行监督，如通过发放生态素质调查表或是随机与游

客访谈等方式不断提升导游的生态素养。 在生态旅游越来越

普及的今天，导游要具有更强的敬业精神和环境责任感，不

断提升自己的生态素养。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新时代导游的

新形象，也才能实现自身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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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