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山西省导游资格考试试卷试题分析导游资格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3/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5_B1_B1_c34_633898.htm （一）、四门课程的难易变化 

从历届的考试结果来看，《导游基础》、《导游法规》是每

年最让人头疼的，而较之，《导游讲解》、《导游实务》更

容易理解，更贴近实际，相对轻松一些。《导游基础》的内

容太多，门类杂乱；《导游法规》则枯燥，知识点专业性强

，不容易理解。所以这两门是每年考证率的最大的“拦路虎

”，而在平时的练习中，也决定了打多数同学的整体成绩，

可以这么说：“《导游基础》、《导游法规》学的好，不一

定就能考上导游证，但这两者任有其一学的不好，就一定考

不上导游证。”从今年的考试来看，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6

号上午的《导游基础》一考完，好多学生已经心里瓦凉瓦凉

的了，而令人欣慰的是7号的《导游法规》反而难度降低，甚

至成绩还要好于其他各科，其中有50%至80%的题在离考试前

几天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刚刚做过，包括后面的案例题，

有的甚至连选项的顺序都一模一样，所以，08年的山西省导

游资格考试，《导游基础》将会决定大部分人的命运。 （二

）、《导游基础》的变化 《导游基础》是四门考试课中最难

的一门了，难就难在其门类繁多；难就难在其出题无章可循

，厚厚的一本书，随便找几个点都可以把人给考糊涂；《导

游基础》的难还在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全国的《导游法规》

《导游实务》都学的差不多，虽然从去年省旅游局匆忙换了

教材，但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平时的练习网上一百度，可

以拿来用的题不计其数，而《导游讲解》在改革后，实际上



难度降低了不少，只要普通话不低于二乙，相貌五官端正，

不至于看了让人反胃难过，基本上问题不会很大。《导游基

础》则不同，一省一个版本，出题又无章可循，网上一搜索

，能用的题少之又少，山西更是抠门，每年的考试题密不外

传，找来找去就只有个不知道那年老掉牙的旧题，在新教材

改革后，山西史等新内容大量增加，虽然不少是最早的《山

西导游基础知识》上的内容，但重点难点更加模糊，这也是

去年全省考证率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导游基础》十三

章的内容中，按照惯例，第一章、第九章、第十三章，每年

出题的分值平均不足5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两大专题：宗教

与建筑。所以第三章、第四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也成为

了我们日常复习考试的重点，而第十章的山西专题部分形如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按常理，山西省组织的考

试理应山西部分占一定比例，但实际上从去年的考试看，出

的知识点寥寥无几，而平时那么一大章的东西又不得不看，

不敢不看，剩下的其余章节只是些补充，如第五章、第六章

、第七章，分值也不出10分之外，但从今年的考题来看，第

一章、第十章的考点明显增加，尤其是关于第一章的综合填

图题，更是出乎人意料之外，而宗教、建筑等考点则明显减

少，这也就造成学生认为题偏、题难、题怪的主要依据，以

此类推，明年的基础应该也按照这个路子发展。第三章、第

四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为重点，其次是第一章

、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最后是第九章、第十

二章。基本上题不会太难，但大的知识点已经不会再考了，

需要注意每一章中的一些细节内容。 （三）、关于《导游基

础》试题的分析 首先，考了这么多年，最基本的知识点是绝



对不会再考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一些不太令人注意的东

西比例逐渐增加，如第十三章中关于山西山西丘陵的比例的

考察和对第十章中对黄河锣鼓出现年代的考察查，这在平时

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东西。其次，考点之间的联系加强，过去

往往是部分章节、部分考点集中考查，而现在许多知识点混

合在一起考，如果单一章节不熟悉，就是拿着课本也找不出

答案来，如对第五章民风民俗中各少数民族的考查就充分的

体现了这一点。第三，关于同一知识点的考法也有变化，如

对第九章中法国人喜欢什么花的考察上，其实只是想考其禁

忌是哪些，在平时也就是个多项选择题，但他不直截了当的

问，而是让你用排除法来解决，结果这样就使得大多数人莫

不着头脑了。 （四）、关于选择题的变化 每年的单项选择题

都属于基础分值，多项选择题属于拔尖分，其余是补充。只

要单项选择题答的好，多选能对上一多半，其余的发挥正常

，六十分绝对没问题，但从今年开始，单项选择题的难度也

开始增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选项的变化，由常规的ABCD

四个选项变为了ABCDE五选一，这就要求平时的基本功要更

扎实一些，那样才能做到“任他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多项选择是限制许多人成绩不佳的罪魁祸首，今年的多

项选择也有变化，如“下列关于某某的说法正确的或者错误

的是什么”这种题型比例增加，这种题难就难在其五个选项

来自于“五湖四海”，想甄别其对错的难度增加，往往很难

将不同章节中的知识一下子想起来。 （五）、关于综合题的

变化 综合题占到了20分，可以说是决定了很多人成绩的好坏

，在过去，综合题多为书本上的一些原话，按点给分，"一句

都不能少",后来有了些自由发挥的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要



会思考，搜肠刮肚的写几句话，多多少少可以给个同情分，

而今年则考分乍变，首先是第一章的地图，一个看似简单的

东西，却搞闷了一大部分人，这也是下来以后好多同学说题

偏的主要佐证之一，其实，这也无非就是考了个基本的地理

常识，即便不学习第一章，靠着点过去初中地理课的底子，

也完全可以拿到六七分；第二题更绝，将关于山西的名人都

合到一块，连作品带年代一起考，而且诗人、画家混于一处

，完全打破了平时复习时以类别划分，以年代统计的常规。

两个大题的共同特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就是对，错就

是错，没有同情分可言，估计明年又会变回原来的那种考试

方法，而且会逐步向论述性的题型转化。 总而言之，言而总

之，从今年的导游基础试题来看，出题人的出发点依旧是考

课本上的一些基本知识点，可以划归到偏、难之流中的题不

足十分，但在考试方法上有了一定的变化，对能力的考察上

也注重理解能力，而严打死记硬背，所以下一步复习，就要

学会前车之鉴，对各知识点的把握上要敢于打破常规，要学

会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要立足于基础，放眼于细节。只有

这样，才能够考试前胸有成竹，考试时一挥而就，考试后谈

笑风生。 （以上拙见，羞于见文，水平局限，能力欠缺，在

此瞎论，只图心安，如有苟同，拜请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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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