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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4/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2009_c34_544936.htm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导游活动

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其原始形态却是伴随着人类旅行的产

生而萌芽的。 在最初的含义上，导游是作为一种助游活动出

现的。 导游活动的原始形式： 地陪：车夫、当地居民、客店

堂倌 全陪：陪臣、书童、家奴 在中国古代旅游活动中，帝王

的巡游最具规模和影响力。 根据人们相互交往的缘由，社会

学家把社会关系概括为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泛

缘关系四种形态。 古代社会旅行者和向导之间是一种泛缘关

系，现代社会这两者之间是业缘关系。 引导旅行游览的专门

导游图最早出现在唐代，称之为“图经”、“地经”。 唐代

旅行活动的类型：商务旅游、宗教旅游、文学漫游 唐代的旅

行家：李白、杜甫、玄奘、鉴真 古代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

的具有独立形态的导游活动。 托马斯库克 第一位职业导游

（1841年） 第一位职业旅游代理商 第一家旅行社创办者

（1845） 第一本旅游指南编写者（1845-46）《利物浦之行手

册》和《苏格兰之行手册》 第一位环球旅行的开拓者 职业导

游员的诞生，是导游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出现的标志

。 美国人视导游员为“祖国的脸面”。 大众时期的导游活动

特点：导游职业自由化 导游服务商品化 导游运作规范化 1923

年，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立了旅行部。 1924年，旅

行部组织了国内第一个观光团乘专列赴杭州旅游。 1927年，

该旅行部从银行中独立出来，更名为“中国旅行社”。 我国

职业导游活动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1923年至1949



年 我国职业导游成型时期 作为一种职业形态已浮出水面 第二

阶段 1949年至1978年 我国导游发展摸索时期 导游工作依附于

外事、政治工作 导游队伍尚不成规模 主要为各语种的翻译导

游员 第三阶段 1978年至今 我国导游全面建设时期 导游服务

业作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一环 第三阶段我国导游建设成就体

现在：导游服务专业化 导游管理制度化 2002年，国家对导游

员实行计分管理制度和年度审核制度。 导游服务概念的含义

：满足旅游者需要是导游服务的出发点 导游服务的行为特征

是引导 导游服务表现方式有物化导游和人工导游两种。 人工

导游的优越性：有利于导游活动中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 能

应付旅游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随机事件 导游服务的特性：社会

性 经济性 （直接创收、扩大客源，间接创收、促销商品、促

进经济交流） 文化性 涉外性 导游服务的特点：独立性强 知

识面光 差异性大 （导游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心理自控力

，并从服务的标准化方面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关联度

高 （导游员在事业心、协调能力。公关能力等方面有更高的

追求） 导游接待服务的全过程呈流动的、单兵作战的活动方

式。 独立带团既是导游接待服务的特点之一，也是导游员上

岗的前提条件。 导游服务可分为技能服务和情绪服务。 导游

服务的成效实际上是导游员、旅游者和旅游情景三个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 导游服务只有适应旅游者在特定情境下的消

费需求，并被他们接受，其服务才最有效。 导游服务的原则

：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原则 效益原则 按合同行事原则 合理而可

能原则 满足旅游者需求，就是提供规范化服务，提供个性化

服务。 导游服务规范化是导游服务质量的基础和保证，一般

包括服务标准和服务程序两项内容。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



是导游服务追求的目标。 合理而可能原则已成为导游员处理

旅游者计划外要求的一个重要尺度。 导游员的分类： 按业务

范围划分：全程陪同导游、地方陪同导游、景区（点）导游

、处境领队 按使用语言划分：中文导游员、外语导游员 按职

业性质划分：专职导游员、兼职导游员 按等级划分：初级导

游员、中级导游员、高级导游员、特级导游员 全程陪同导游

员是指受组团旅行社委派，作为组团社的代表，在领队和地

方陪同导游员的配合下实施接待计划。为旅游团（者）提供

全旅程陪同服务的工作人员。 地方陪同导游员是指受接待旅

行社委派，代表接待社实施接待计划，为旅游团（者）提供

当地旅游活动安排、讲解、翻译等服务的工作人员。 从业素

质的基本要求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心态、心理品质、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 敬业精神是导游员成就事业之本。 良好的个

性品质包括：热情、自信、诚实、随和、自制、开朗、友善

、幽默 服饰穿戴的基本要求：整洁 协调 导游的夫妻其他要求

：服饰不可过分华丽、时髦甚至怪异 服饰不可过于庄重 男导

游员不穿无领汗衫和短裤，不赤脚穿凉鞋 女导游员佩戴首饰

要适度 导游员的容麽总体要求整洁、端庄。 正确的站姿是一

个人优雅举止的基础。 导游员坐要坐得端正。 导游员的步态

要轻盈而稳健。 礼节礼仪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际交往中

文明行为的规范。 年轻者应向年长者问候，男性应现象女性

问候，身份低者应向身份高者问候。 一般是先将身份低、年

轻者介绍给身份高者和年长者；先将男士介绍给女士；先将

主人介绍给客人。 与西方人交往时一般不随意交换名片。 握

手礼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现已成为全世界人际交往中最常见

、最普遍的见面礼。 见面行握手礼时，主人、身份高者、年



长者和女士一般先伸手。 鞠躬礼源自中国，现在盛行于日本

、韩国和朝鲜。 合掌礼（合十礼）盛行于印度和东南亚佛教

国家，泰国尤盛。 对方行合十礼，导游员应以同样形式还礼

，但不主动向旅游者行合十礼。 在人行道上行走时，男生应

走在外侧。 一般不单独去异性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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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