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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8_982010_c34_635121.htm 1、独白式 这是一种导游员讲旅

游者听的单向语言传递方式，在导游讲解过程中，使用最为

普遍。它的特点是目的性强，对象明确，表达充分。如致欢

迎词，独白式的讲解等。 例1：各位早上好!昨天晚上大家坐

了七八个小时的夜车，一定很累吧?的确，由于我国交通事业

目前还不十分发达，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

是贵国还有很大差距。若乘贵国新干线上的列车，那么，北

京到大同，就会从现在的七八个小时缩短到三个小时，大家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疲劳了。但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面

积是贵国的26倍，实现这一愿望当需时日，同时，需要技术

上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能为中日友

好，也为大家今后在我国旅游的方面作出贡献。 例2：今天

我们将要参观浏览的景点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

。民间曾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间有一个周庄”的说

法。周庄四面环水，景色宜人，环境优雅。著名画家吴冠中

曾高度评价周庄说：“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

乡之美。”那么周庄有哪些引人入胜之处呢?下面就请大家跟

我一起走进周庄，去领略那“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特

色吧! 以上是口语导游独白式的两个实例。例1是山西大同一

位地培对日本旅游者所致的欢迎词，例2是江南水乡周庄导游

员的一段讲解。从这两段讲解辞中我们不难看出，独白式导

游语言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明确的讲解对象。导游员一席话

，例1是为了联络感情，例2是为了介绍情况(周庄概况)，且



话是说给旅游者听的。另外，独白式导游语言还具有完整的

特点。因为运用独白式进行语言传递，通常都有预先准备的

过程。对要接待的团队的基本情况，浏览的景点已经了解后

，导游员可以有针对性地查阅资料，选择内容，在独白时间

内，把自己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完整、有层次地表述出来。

2、对话式 这是一种导游员和旅游者之间的双向语言传递方

式，是导游员与一个或数个旅游者之间的交谈，可以是问答

，也可以是商讨。它的特点是依赖性强，反馈及时。 例：导

游员：“各位知道天津什么风味小吃最有名气吗?” 游客：“

知道。叫‘狗不理’包子” 导游员：“哪位知道它的来历吗?

” 游客：“知道一点儿。好像‘狗不理’是一个人的名字。

” 导游员：“您说的很对，一百多年前，天津一家包子铺有

个小学徒本名叫高贵友，乳名叫狗不理。他做的包子味道特

别鲜美⋯⋯” 3、不良的口语习惯 (1)含糊 导游员在讲解时，

首先必须对讲解的内容胸有成竹，讲解时才能有条不紊，词

语贴切，相反，如果事物理解不准确，望文生文，说起话来

就含糊不清，使人产生误解。例：还有的导游人员说话含糊

，主要是对讲解的内容不熟悉，缺乏自信心。讲解时，常用

一些“大概”、“可能”、“好像”谈的模糊语言，游客对

此是不会满足的因为他们要求得到肯定回答确切的知识，不

愿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话。有句名言道：“言语的暧昧

是由于思想的朦胧。”只有在对讲解对象了解的基础，注意

使用准确，肯定的言词，这样才能赢得游客的信任。 (2)嗦重

复 导游人员的讲解就应该内容紧凑，简洁明快。有的导游讲

解时，生怕游客不理解，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解释、说明

，尽管其动机是好的，但嗦的话语往往会把听者的耐心都耗



尽。还有的导游人员想用一些哗众取宠的话来吸引人，讲解

时，故意用一些琐碎的话作铺垫，用不必要的旁征博引来东

拉西扯，结果要么言不达意，要么离题太远，使人感到嗦。

美国口才学家卡耐基说：英文“嗦”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反

复咬啮”的意思，“反复咬啮”则使人想到松鼠关在木笼里

咬啮的情形。说话嗦人，其言语内容实质性的东西少，就像

海蜇皮，看起来一大片，但放在开水里一烫，就只剩下那么

一点儿。游客固然喜欢那种寡言少语、金口难开的导游员，

但对那种嗦嗦重复的导游员，同样不会有什么好感。 (3)晦涩

难懂 口语与书面语不尽相同，口语讲求简洁，而书面语则讲

求词藻。如果导游人员在讲解时，机械地背诵导游词，特意

地用修饰语、倒装句、专用术语，或用晦涩冷僻的词语，游

客不仅听不进去，而且无法消化。还有的导游员为了卖弄知

识，故意引用一些古文诗词，引用之后又不解释，故作高深

。造成口语晦涩难懂的原因，除了导游人员的工作态度之外

，不懂的口语的特性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须弄清

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之处： 书面语是无声的，不能表达每个

语句语音上的灵活变化，表情达意的功能自然打了折扣。口

头语的声音有轻有重，有高有低，有快有慢，抑扬顿挫，丰

富多变，声音能起到很好的表情达意的作用。 口头语除语音

语气之外，还有面部表情、手势、姿态等态势语言做铺助，

帮助表情达意。口头语说得不连贯、不周密，对方一般能听

懂。无须像书面语那样周全而规范。 语言环境可以使口头语

大量简略，每个句子不必非主谓齐全不可。加长了定语等修

饰，反而造成听觉上的困难，也不便于语义表达。 (4)口头禅 

导游人员的口语应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书面化倾向，但也要



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即惯用口头禅。讲解时使用平时的口头

禅，最妨碍整个内容的连贯性，游客听起来也很不舒服。如

“这个，这个普济寺最早的名字叫、叫这个这个⋯⋯不肯去

，不肯去庵，呃，这个为什么叫这个，这个名字呢?这里有个

传说，嗯⋯⋯这个这个传说是，五代梁贞年间，有个和尚，

叫这个这人⋯⋯慧锷的，对，这个这个和尚是日本来的，到

中国山西的这个这个五台山⋯⋯”。 这种“这个这个”的讲

解，听起来会焦躁不安，而且很难听懂讲解的真实内容。 造

成这种不良口语习惯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思维出现障碍，

便用废话填空，说一段话，由于想的跟不上说的，大脑出现

“短路”不自觉地便重复一些眼，如“这个这个”、“嗯”

、“基本上”、“原来呢”、“结果呢”、“反正”、“呃

”等，这些词不表达任何意义，只是用延长思维的时间。二

是用重复的方法填空。由于临时词语，寻找用词，或考虑其

他因素(如是否得体等)，边想边说就容易“卡壳”，如果对

讲解内容熟悉，自然难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熟悉，短时间

内要回答游客的问题，就要靠临时调动平时所积累的知识，

组合词语来加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习惯的不

良口语，如： “这个计划生育的问题，在我国，这个这个⋯

⋯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问题，所谓计划生育政策，就是

这个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提倡只生一个孩子，因

为，呃⋯⋯” (5)其他不良口语习惯 除了上面提的四种不良口

语习惯外，还有其他一些常见的不良口语习惯，主要是熬言

惯用语、满口时髦词汇和言过其实等。 熬言惯用语指别人讲

话时，总喜欢添上“自然是这样”、“果真如此”、“老实

说”、“坦率地讲”、“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明白了



吗”等等此类言辞，有时毫无必要，应免开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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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