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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游讲解服务是导游服务的灵魂。 导游讲解在导游服务

中占主导地位。 讲解服务能给旅游者带来知识享受和美感享

受。 这两种享受是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真正目的。 导游服

务是一门艺术，它集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一身

。集中体现在导游讲解中。 导游讲解技能体现的就是导游方

法和技巧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创造性。 二、为什么导游讲解

在导游服务中占主导地位？ 图文声像导游方式具有形象生动

，便于携带保存的有时，但仍将处于从属地位。因为 1． 导

游讲解是一种双向循环运动过程的传播类型 2． 现场导游讲

解可提供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服务 3． 现场导游讲解具有激发

性 三、导游语言的运用原则 （正确、清楚、生动、灵活） 导

游语言是：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结合体。 1

． 正确 内容正确，逻辑性强 科学性的体现，必须遵守的原则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导游讲解的内容必须言之有据，正

确无误，切忌胡编乱造。须与景点有密切联系。 ②语音、语

调、语法、用词造句正确。外语导游要避免家乡音和汉语语

法的影响。 ③敬语谦语有助传达友谊和感情。成语，谚语名

人名言能起画龙点睛作用，俚语要谨慎，不要滥用高级形容

词 2． 清楚 科学性的又一体现 ①文物古迹的历史背景和艺术

价值，自然景观的成因几象征必须交待清楚。 ②口齿清晰，

简洁明了，确切达意；措辞恰当，组合相宜；层次分明，逻

辑性强。 ③忌用歧义语生僻词汇，避免长的书面语，不满口



空话套话。使用中国专用政治词汇要适当解释。尽量口语短

句化。 3． 生动 要做到：①使用形象化语言，以求创造美的

境界 ②使用生动流畅的语言。要求思维逻辑清晰，中心内容

明确，有整体性和连贯性 ③在充分掌握资料下注意趣味性 ④

恰当比喻 ⑤幽默感 幽默还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 4． 灵活 体

现在到导游员应具备语言的应变能力，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时

空条件决定讲解多 少。内容的深浅，语言的层次，声音的大

小等。 考\试\大收集整理四、导游语言的艺术处理 1． 适中

、优美的语音、语调 2． 适宜的语言节奏 语速 声调 音调和节

奏体现了导游语言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3． 必要的体态动作 

用人的动作、表情等来传递信息的无声伴随语言，成为态势

语言，又称体态语言、动作语言。 ①手势 通过手及手指动作

所传递的信息，包括握手（语义：见面致意或离别欢送）招

手和手指动作。主要作用是增强口语表情达意的情感色彩。 

英国人胜利：食指和中指构成V字，中国的“九”=日本“偷

窃” 美国人的“OK”=巴西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的诅咒 拇

指与食指尖形成一个圆圈 ②表情 微笑是导游服务使用中最突

出的表情动作。 ③目光 目光语是通过视线接触所传递的信息

。连续注意导游对象在1~2秒钟以内。 正视的目光语让人感

到导游员的自信坦诚认真。整体信息是：亲切、友好。 ④姿

态。 姿态语是身体在某一场合以静态姿势所传递的信息。主

要有坐式和立式两种。 五、导游风格与导游语言 导游风格是

导游员在导游语言中所表现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语言流派和格

调。 导游风格是导游员通过对言语的对象、情境和内容的把

握，在言语流程和表达方式上所显示的格调。 导游风格是导

游员成熟的标志。是导游员追求的一种到有境界。导游风格



是一种定型。也是一个导游员不断自我提高的激励因素。 言

语流程有激情和循循善诱两种类型。 表达方式有明快型和含

蓄型两种。 六、导游词创作要以人为本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⒈事先准备旅游者想急于知道的内容 ⒉因人而异选好“热

点”话题 ⒊言辞要有时代感和激情 七、导游词创作技巧 1． 

景点主题要正确、明确 导游词的写作（公式）=正确和明确

的主题思想 景点深刻的内涵 贯穿全篇统一的相关知识 优美生

动和风趣幽默的言辞 2． 写作内容要新颖、有特色 ⒊ 景点揭

示要有文化内涵 八、导游词写作的基本要求 （准确、鲜明、

具体、生动） 1． 准确 准确性差表现在： ①对史实掌握不准

，以讹传讹，误导旅游者 ②片面追求导游趣味，以野史代替

正史内容低俗，导游词丧失严肃性 ③语言表达不准，语法错

误较多，用词不够精当，容易引起误解。 2． 鲜明 为达到鲜

明效果，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基本方法：排比 对比 递进反复 3

． 具体 主要具体，次要精练 4． 生动 要素：绘声绘色、细致

刻画、生动形象、幽默诙谐 九、导游词写作要注意掌握的几

个问题 1． 依照游览线路的顺序展开（常选择中轴线做主线

） 2． 虚实结合，以实带虚 ⒊ 通俗化，便于交流 十、导游方

法与技巧运用原则 （因人而异 因地制宜 因时而变） 1． 因人

而异 就是从旅游者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讲解内容的深度、

广度和重点。 2． 因地制宜 就是根据地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

导游方法和技巧。 3． 因时而变 十一、导游讲解方法 （面的

讲解 线的讲解 点的讲解 即兴讲解） 1． 面的讲解 一种是概

括介绍 一种是景点内容外延的讲解 2． 线的讲解 就是沿途导

游 要有提前量 切忌游客反映过来景也过去 不要转身找 3． 点

的讲解 景点讲解 边走边讲 是导游讲解的核心所在 4． 即兴讲



解 由旅游者引起，无定式，又随时触及 是颇有难度的讲解 十

三、常用导游讲解技巧 概述、分段讲解、突出重点、触景生

情、虚实结合、问答、制造悬念、类比 1． 概述法 是按前后

顺序、因果关系对景物进行系统讲解的一种方法分简述、详

述 2． 分段讲解法 将一处大点分为前后衔接的若干部分来分

段讲解。 3． 突出重点法 就是导游讲解时避免面面俱到，而

是突出某一方面的讲解方法。 ①突出大景点中具有代表性的

景观 ②突出景点的特征及与众不同之处 ③突出旅游者感兴趣

的内容 ④突出“⋯⋯之最” 4． 触景生情法 是见物生情、借

题发挥的导游讲解方法。 两个含义：一、就所见景物进行扩

充讲解，介绍情况，借题发挥。 二、导游讲解的内容与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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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旅游者以想象空间，从而调动旅游者的审美感觉

。 5． 虚实结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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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景观的实体、实物

、史实、艺术价值。虚：与景观有关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

、趣文逸事 6． 问答法 在导游讲解时，导游员向旅游者提出

问题或启发他们提出问题的导游方法。 形式有：①自问自答 

②我问客答 ③客问我答 考\试大收集整理7． 制造悬念法 在导

游讲解时提出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但故意引而不发，激起旅

游者急于知 道答案的欲望，使其产生悬念的方法。 先藏后露 

欲扬先抑 引而不发 的手法 导游员可以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8

． 类比法 以熟喻生 达到类比旁通的导游手法 同类相似类比

、同类相异类比、时间类比"#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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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