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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5/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5789.htm 第四节导游讲解技巧 一、因地

制宜 前面提到，导游的讲解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名山大川

、文物古迹、小桥流水、民族风情，无不是一种客观存在。

这种客观存在需要经过导游的语言加工、整理、组织后转化

成游客所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即时景象的配合，勾起游客的兴

趣，使游客浮想联翩。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空间位移活动，

所以“因地制宜”是导游过程中常用的讲解技巧，即根据不

同的客观环境组织语言，使讲解的效果最大化。 （一）在旅

游车中 导游讲解时间占整个旅途时间的60% -75%为最佳，超

过这一时间，游客有厌烦情绪；少于60%的时间，游客的注

意力中心就会涣散，更多地依赖于周邻的七嘴八舌。长途车

旅行时可趁沿途景物单调时适当安排游客休息，导游员也可

节约体力，整装待发。 导游员在车上的讲解应注意使用明确

的指示，因为游客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导游身上，导游的态势

语言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导游在使用方位用语和说

明指示物时，应以游客的方位为参照，如“在你们大家的左

边⋯⋯”而不是“在我的右边⋯⋯”，当游客把视线投向导

游所指的景物时，景物正好落在游客的视线内。 （二）在景

区景点内 由于在景区景点内景物的观赏价值远胜于在旅游车

上，游客跟随导游从一地到另一地，在行进过程中较容易产

生厌倦感，注意力较容易分散。导游员就需要不断地变换声

音和位置来吸引游客。通常导游在景区内的讲解，一是选择

时机站在台阶上，使自己由于站立的高度成为游客注意的中



心；二是设法让游客站成半圆形，围在自己面前，可以有效

地使游客集中注意力听清内容，减少干扰；三是不要一味地

讲解，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和客人做一 些互动游戏，让客人的

游兴更浓。 二、因时而异 这里所说的“时”指两个方面，一

是指讲解对象物的季节性或时间性，如杭州西湖苏堤春晓的

“一株杨柳一株桃”，北京金秋十月的香山红枫，云南丽江

十月至次年五月才得见的玉龙雪山以及各地的民俗节庆，安

徽黄山天气晴朗时的日出云海等，在其他的不同时节气象，

游客就无法欣赏到对象物美名在外的魅力，但却可能欣赏到

另外的一种风情。导游在讲解时就得注意引导游客调整欣赏

的角度和期望值，发挥游客的想象力，强化游览对象物在其

他时节的突出美感和游览价值，降低游客的心里遗憾。二是

指讲解对象内容的最佳时间选择。导游员的时机掌握得好，

能提高旅游者的观赏意识，获得较好的审美效果。 导游员对

游览点的特色、旅游者的心理变化、行车路线和速度、以及

日程安排等要做统一考虑，选择最佳时间，进行有序性讲解

。常见的情况有下面几种。 （一）顺序导 顺着游览的行进顺

序讲解，可分为游前导、游时导、游后导三个阶段。游前导

，是游览活动的开场白，即概括简要的介绍一下旅游点的基

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以让游客有一个总体印象，引起对游览

活动的兴致。游时导是一种即景即时的细导法，要求将游览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景观逐一详细介绍。由于旅游活动是动态

的，包含着一定的变化和不可预见性，导游员在进行讲解的

过程中只能凭借平时积累的旅游知识进行即兴介绍，借题发

挥。游后导是一天旅游活动结束时的总结回顾，加深游客对

游览目的地的印象，说明当日旅游安排的根据和好处，总结



游程中的得失，要求游客在下一游程继续巩固配合，并对服

务不足之处求得谅解。 （二）交错导 这是注意讲解内容横向

知识和纵向知识的串联和类比技巧。横向知识是指前后左右

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各个方面的特征知识（以空间为轴）

，纵向知识是指景观自上而下的历史沿革及其涉及到的事件

、人物、掌故等知识（以时间为轴），两种知识交替使用，

在共性中点出特性，使游客增加对景点知识的理解和兴趣。 

（三）即时导 即导游员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的讲

解技巧。导游讲解虽说要带给游客知识，但也不能满堂灌，

加之游客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对讲解内容也有不同接受程

度和相应的反应。导游员应注意观察，把握和揣摩游客此时

此景的情绪和注意力，或针对游客的问话和表情，就势引导

和发挥，使游客充分得到并对讲解的信息满意。 三、因人而

异 “人”指的是导游员所面对的游客群体或个体。因人而异

就是讲解的内容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根据服务对

象的文化程度、理解能力、审美情趣、旅游动机和兴趣爱好

的不同而相应地组织讲解内容，变化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讲解

方法，目的是加强游客对本次旅游活动的兴趣，促进双方的

沟通，使游客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一定的满足。通俗地说，

即看人说话，投其所好。如游客到海南，天涯海角是常规安

排的景点，对初次来琼的旅客，导游员可以粗略地进行一般

的介绍；对多次来琼的旅客则应适当讲深一些，增加一些新

的知识或交叉知识；对知识分子可以介绍贬官文化以及唐宋

名臣为海南岛带来文明的曙光等内容；对蜜月旅行的夫妇可

以渲染一下海枯石烂的浪漫情调；对文化层次比较低的游客

就多讲些传闻逸事等等。 导游技巧实际上是导游方法的灵活



运用和发挥，导游讲解的内容可深可浅，能长能短，可断可

续，都要视具体对象和当时的时空条件而定，贵在灵活，妙

在变化，切忌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相关知识：2011年导游

职业规范知识讲义4.1:导游语言的种类2011年导游职业规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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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导游讲解的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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